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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以留守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组

成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第一二0 p币及晋绥军区部队组成陕甘

宁晋绥联防军，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晋

绥与陕甘宁两地区的作战行动与建军工作。后来又将晋冀鲁

豫、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调入陕甘宁边区，

划归联防军建制。在8年抗战中，八路军第一二O师、陕甘

宁晋绥联防军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敌后放手发动群

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在陕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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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党中央，保卫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模范抗日根据

加了对日大反攻，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

绩。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斗争史上，谱

写了光辉的篇章。

这本战争史，是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一二O师

暨晋绥军区战史》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综合

加工编写的。其中，前者又是在1964年3月红二方面军战史

编辑委员会所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

史(初稿)》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扩充编成的。全书分作10章，

前6章写敌后抗日斗争；其后3章以写保卫党中央、保卫和

建设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为主，同时记

述晋绥军民执行“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恢复与扩大解放

区的斗争；最后1章写对日总反攻和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战

斗历程。这样，力求将八路军第一二o p币、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历史完整、连续、真实地记述下来。

同时，对于晋绥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在民主政权、财政

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中取得的卓越成就，广大人民群

众英勇参加对敌斗争、积极进行生产劳动的革命事迹，也都

给予了相应的记述。因此，本书定名为战争史。

此外，在抗日战争中，由八路军第一二o 9币、陕甘宁晋

绥联防军领导、指挥的部队，有的编入的时间较晚。他们在

编入前的斗争史，已经分别写在其他战史里面，这本战争史

中没再纳入。

本书的编写出版，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重

视与关怀，得到原第一二O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许多老首

长、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编写过程中，得

到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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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

“大陆政策"定为其基本国策。日本从甲午战争，到参加八国

联军入侵北京，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

等大片领土。1931年，又发动“九·--Jk’’事变，侵占中国

东北三省。以后，又进攻上海，侵占热河，侵犯绥蒙以及华

北一部分地区，终于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愤慨。“九·--A"事变爆发

后，蒋介石对El奉行“不抵抗主义"。他在南京发表的演说中，

竟要求全国人民“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同时，实

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

战。而与日本接连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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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何梅协定》⋯⋯，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占领我国

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而且置华北于日军监视控制之下，

为日本侵略军攻取北平、天津，进而夺取整个华北打开了方

便之门。蒋介石还发布了“敦睦邻邦令一，公然镇压人民抗日

救亡运动，大大助长了日本对华侵略气焰，这更加激起了全

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野蛮侵略面前，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一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一面号召全

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日，一面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不懈

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九·--]k"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

发表决议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1935年8

月1日，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

言")。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

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27日，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正式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

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全国性抗日战

争的到来，做了政治上、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的热烈支持。同时，也

使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一些爱国将领和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日

情绪日益增长。这一切，迫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能不

有所变化。自1935年冬开始，国共两党连续多次进行谈判，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不断发表主张联合抗El的通电、呼吁书，

以及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直至1936年12月，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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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

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至此，国民

党被迫停止了为时10年的反共内战，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

活动形成高潮。“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7日蒋介

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月13日，日

军又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南京政府，蒋介石才最后下决心实

行抗战。9月22日，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7

月15日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

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

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

证。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

战之后，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不愿发动与

武装人民群众，实行一条单纯政府的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多次提出关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

御的战略方针。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

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了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着重指出：

“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

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

产党在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是一条

人民战争的路线，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为

了促使国民政府迅速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8月上旬，中

共中央将制定的《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

提交南京国防会议。这个“提案"，根据对敌我双方情况所作

的分析；具体地阐述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

原则，但未被国民政府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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