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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945年8月）

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1939年，延安。7月，毛泽东在欢送
一批青年学生奔赴抗日前线时说，当年姜
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
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
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中心的团结。
10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写的发
刊词中强调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
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
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
宝。”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
策全面成熟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提出
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的
三大法宝的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
动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
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
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
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
伟大篇章。

救亡图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1937年，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
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
后，中国社会各界群情激愤。7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
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
国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
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
长 城 ， 抵 抗 日 寇 的 侵 掠 。 同 一 天 ，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
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
将士请缨杀敌。8月22日，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第八路军 （9月 11日改称为第十八
集团军）。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
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8月下旬到 9月
底，八路军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
随后南方八省游击队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新编第四军。

在中共中央的多次催促下，9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
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
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从反蒋抗
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经过半年多艰
难曲折的谈判，以中共中央《宣言》和蒋
介石谈话的发表为标志，国共两党第二次
合作正式形成。

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
出了一条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
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
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
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
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
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 《中
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
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
起草的鼓动提纲，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
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争
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
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
线。洛川会议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

史转折关头召开，及时制定和
确立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
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

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
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
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推动全国各
族各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投入抗
日救亡的洪流。各党派团体拥护国共合作，
比如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表示赞成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
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
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政治主张。各
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如上海一批社会
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学生界、教育
界、宗教界、妇女界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
日救亡组织，广大侨胞在世界各地积极开展
抗日救国运动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
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
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
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起
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
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

践行策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由于国共两党
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加上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与
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成为极为重要的
问题。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
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着
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
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
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全会批判了
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
义偏向。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
上保证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持和维护了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对复
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
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巩固和扩
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目
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将其概括为三大政
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
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毛泽东及时总结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于
1940年 3月，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
作了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的报告，同年 12月，又为中共中央写了
《论政策》 的党内指示，提出“发展进步
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
策略总方针。

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
共产党还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建设
和减租减息政策。1940年 7月，毛泽东在
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的《团结到底》一
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
三制”政权的主张，指出：不论政府人员中
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
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
三分之二。“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
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
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
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
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
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历史
意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接
近最后胜利前夕，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
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
中国做准备，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
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
强调“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
合政府”的口号。指出在广泛的民主基础
上，建立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
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
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共

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其中“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是
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九个方面之一，从党的政
治路线、党的纲领、总路线的战略高度，阐
述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对全党提出

“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要学会这
门科学”的要求。

凝聚力量，取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
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
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一部分地主
买办阶级都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
争。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
针，不仅成为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且在
抗日民主根据地认真落实抗日民主政策，成
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起到
了政治领导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坚持和发展，
进一步推动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运动的
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巩固和
壮大。全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对共
产党有了正确认识并给予大力支持。民族资
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民主党派、无党
派人士中许多人通过抗日战争明显改变了对
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同党建立起团结合作、
共同奋斗的关系，为统一战线的发展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
实基础。

……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取

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历史证
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以博大胸
怀捐弃前嫌，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
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是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同心同德一戎衣

中共七大会场中共七大会场

中共七大召开前夕，经过中国共产党的
据理力争，董必武作为解放区的唯一代表参
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董必武在联合国向广大侨胞宣传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军民英勇抗日的辉煌战绩和中
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及战
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向。《华侨日报》
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为题连载其演
讲，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

联合国制宪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指示，
董必武带随员移住纽约，在美国活动7个多月，
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提高了
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华侨华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联合国开展统战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国际政治舞台“首秀”

第二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军事上的合作。一
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战役上积极配合国民党军
队作战；另一方面，精心部署战略统一下的独
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不断向前推
进，双方主战场很快转移到山西。阎锡山的晋绥
军纷纷向雁门关方向撤退。八路军总部指示第
120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第115师从东面配合
友军作战。1937年9月22日，日军从平型关正面
发动进攻，国民党守军与之展开激战。25日，八路
军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东北伏击日军，歼敌
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多辆，缴
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
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
作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中国军民
很大的信心，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1945年7月，重庆国民参政会褚辅成、黄
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6位参政员
访问延安。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到他
住的窑洞里做客。毛泽东介绍了中共整风的情
况，并诚恳地征求对延安的意见和建议。黄炎
培谈了延安考察的感想后，坦率地说：“我生六
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
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
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
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
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
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明
确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
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
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泽东这次谈话，给后人很多启
迪，成为统一战线历史上的佳话。

对话历史周期率——
统一战线历史上的佳话

统战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