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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边区的战略地位及其历史作用

张 影 辉

鄂豫边 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十九个根据地之一
。

它象巨人一样屹立中

原
,

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中 原 前 峭

那豫边区是在 1 9 3 8年 10 月 日寇侵占武汉
,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
,

中国共产党在中

原地区建立的一个敌后抗 日根据地
。

鄂豫边 区的党组织正确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抗 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策
,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

在没有主力部队的情况下
,

发动群众
,

开展抗日游

击战争
。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时
,

全边区
“

已由豫南的竹沟
、

鄂 中的汤池
、

邵东的七里坪 三 个

战略基点逐步扩大
:
东起安徽的宿松太湖和江西的彭泽

,

西至湖北的宜昌
,

北始河南的舞阳

叶县
,

南至幕阜山麓和洞庭湖畔
,

跨有鄂豫皖湘籁五省交界的辽阔地 区
’

①
。

鄂豫边区虽跨五省边睡
,

但以河南和湖北两省为主
。

鄂豫地处中原
,

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

陆路
,

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
,

陇海线也与之交汇 , 水路
,

江淮河汉纵横交错
,

湖泊星罗棋

布 , 山岳绵延
,

大巴山武陵山分界川鄂
,

桐柏山大别山雄峙鄂豫
,

大洪山亚立鄂中
,

幕阜山

蜿蜒东南
。

鄂豫东面可直达皖赣
、

苏浙
,

.

西临川陕屏障西南
,

南联湘贵可趋两广
,

北抵冀鲁

馆毅中原
。

既是四通八达之地
,

也是四塞八抵之区 , 既是敌后战场
,

也是抗日前哨
。

她像一

把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
。

坚持那豫边区敌后抗战
,

对于全国抗战来说
,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一
、

武汉位居长江中游
,

是连结重庆
、

宜 宾
、

上海和南京的枢纽
。

川陕是全国抗日的大

后方
,

南京
、

上海是敌人对华侵略战争中制造政治阴谋
、

经济侵略及军事进攻的策源地
,

是 日

伪勾结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大本营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在长江两岸的发展
,

大

大削弱了敌人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方面的影响
,

进而陷敌人策源地为孤岛和死城
。

斗
、

长江是敌人作战的主要战场
。

夏季水深时
,

上海的舰船可直航汉宜
。

日寇占领武汉

后
,

长驱直入
,

长江更成为进攻我 国心脏的主要交通线
。

另有平汉
、

粤汉铁路也是敌人联系

侵华军队
,

策应南北作战的大动脉
。

人 民游击战争大大地威胁了敌人的后方交通线
,

控创了

敌人的南北交通和东西通道
,

逼迫敌人分散兵力保卫交通点线
,

削弱牵制其战斗力量
。

三
、

发展与开辟 中原腹地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
,

除直接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及其附近地区

外
,

向东可以籍制敌人进而巩固苏浙皖抗 日根据地的后方
,
向西可以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川

陕门户 , 向北构成保卫华北根据地的最前线的掩护战 , 向南发展则严重威胁湘赣
。

从战略上

支援了四周 的敌后战场
,

并配合友军包围日寇在全国占领的重要城镇
。

四
、

那像边区既有山岳地带
,

也有平原地区
。

这里除有丰富的矿藏外
,

农产品也十势丰

富
,

有
`

两游熟天下足
”

之说
。

武汉是我国内地的交通枢纽
,

素有
“

九省通衡
,

之称
,

早在三国

时代它就以商业策华
、

军事重镇而著称
。

到了近代
,

又成为华中和西南部分地区农副产品的



集散地
,

也是通往出海口的要津
。

在这里坚持和发展人民游击战争
,

既可以打击敌人
’

以战

养战
” 、

进行经济侵略的阴谋
,

又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来充实敌后抗战的力量
。

由于那豫边区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
,

所以敌人同样十分重视对这个地区的占领
。

日

寇为了攻占武汉动用约有空军万人
、

海军近十万人
、

陆军近二十五个师团的兵力
。

此时
,

日

寇除在朝鲜配置一个师团
、

伪满配置八个师团外
,

国内仅剩下一个近卫师团②
,

可谓倾巢而

出了
。

日寇侵占武汉后
,

在武汉及其外围重要城镇屯以重兵
, “

经常驻有六个师团
、

两个旅团

共十五万兵力
,

还有八万多伪军供其驱使
”

③
。

敌人沿铁路
、

公路
、

长江
、

汉水
、

大小城镇设

置据点
,

建筑碉堡
,

控制交通
,

并在其占领区拼凑伪政权
、

伪组织
,

实行政治
_

L
`

以华制华
” ,

经济上
“

以战养战
”

的政策
,

从而达到其
`

以华灭华
”

的战略目的
。

国民党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一地区
。

日寇
.

占领武汉
,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迁往宜昌
、

恩施
,

偏安一隅
。

国民党为维护西南门户
,

在这里
“

布下了第一
、

五
、

六
、

九等四个战区 ( 1 9 4 4年重

划为第一
、

三
、

五
、

六
、

九
、

十等六个战区 )
。

其中一线部队有七个集团军 (其中有五个杂牌

军 )
、

十九个军
、

四十三个师的正规军和三个挺进军
、

二十一个地方游击纵 队 近 四 十 万 之

众
”

④
,

占据着大别山
、

大洪山
、

桐柏山
、

幕阜山及其附近地区
。

进入相持阶段
,

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主要战场
。

国民党为了保存实力
,

对 日寇按兵不动
,

反而把注意力放在监视及消灭鄂豫军民身上
。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从 1 9 3 9年开始
,

逐年都有
“

围剿
”

新四军鄂豫部队的计划和报告
。

皖南事变后增加到逐月都有这方面的报告
。

1 9 4 1年
,

五战区则详细呈报一至五月第二十一
、

三十一两集团军反共战绩
,

向蒋介石邀功
。

为了配合

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的反共高潮
,

顽 固派对鄂像边区也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
`

围剿
” ,

在每次
`

围剿
”

计划及其下达的命令中
,

均要求部队
“

在剿匪期间应避免与敌决战
” ,

甚至要求
`

设法诱敌与奸匪发生战斗
”

⑤
。

顽 固派把抗 日的人民军队诬蔑为
“

匪
” ,

并视为其主要打 击 对

象
,

国民党六战区还特发《防止奸党暴动
、

罢课
、

罢工及扑灭办法》 ,
1 9 4 2年又组织湖北各县

`

特别工作会议
” ,

详细讨论与制定逮捕共产党人的办法
,

严伤各地贯彻执行
。

从以上敌人和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一地 区的战略部署
,

也证明鄂豫边区独立中原
、

地处抗

日前哨
,

对夺取战争胜利具有伟大战略作用
。

战 略 基 地

为了完成抗 日战争胜利的任务
,

鄂豫军民在敌伪强大力量的对峙中不断去 占领 敌 人 阵

地
,

发展根据地
,

使边区真正起到了抗日战略基地的作用
。

人 民的军队是创建和发展这块战略基地的有力支柱
。

武汉失陷以后
,

中国共产党领导群

众在敌后组织了一些小股的游击部队
,

这些力量还不够强大
,

并且极为分散
,

联络困难
,

没

有统一的指挥
。

1 9 3 9年 1 月
,

中国共产党中原局派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出规在那

豫边区
,

汇合党的各路抗日武装
,

整编和扩大部队
,

使这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

建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

1 9 3 9年 2 月
,

游击支队首次打响了应山余家店之战
。

李先念派参谋长周志坚率领两个中

队
,

于行军途中增援五战区和地方游击队
,

坚持奋战十二个小时
,

终于将二百余敌人击退
,

并击毙日寇二十余人
。

4 月进攻云梦
,

收复云梦县城
,

这个胜利的消息轰动了邵中
,

因为这

是中国军队在鄂豫边区第一次攻克的一个县城 ; 5 月在礼山 (今大悟县 )的老山击溃敌人二百

余人
,

伤亡三十余人 , 30 日进攻黄破蔡店
,

击溃伪第八军李汉鹏部队
,

继又将伪二十五师
、

二十一师全歼于孝感
,

这次战斗共击溃伪军二千余人
,

毙敌寇三百余人
,

`

俘伪军旅长以下官



兵二百余人
。

1 0月部队又打响了著名的
“

新街战斗
” ,

13 日拂晓 日寇伪军共四百余人
,

向我京

山县大山头驻新街的部队进犯
,

经过一昼夜的激战
,

将其击溃
,

缴获重机枪一挺
,

步枪数十

支
,

日本战马六匹
,

敌伤亡一百八十余人
。

李先念司令员后来回忆说
,

这是一次
“

汉奸伪 军

闻之战栗的有名战斗
”

⑥
。

这一仗大大激励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

连 白兆山中友军的报纸上
,

都用了特大号字登载了这个胜利的消息
。

经过大小百余次的战斗
,

部队得到不断扩 大
,

至

1 9 4 0年 1 月发展
“

已达九千人
”

⑦
。

1 9 40 年 1 月
,

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
,

这支游击部 队

统一扩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
,

李先念任司令员
、

朱理治任政治委员
、

刘少卿为参谋长
、

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
。

对此
,

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

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 (有九

个团 ) 的创造
,

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

这次经验证明了
:

一切敌后地区
,

不论在华中或华南
,

我

党均可建立 自己的武装部队
,

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

⑧
。

从 1 9 4 0年 2 月开始
,

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为恢复与建立全边区抗日民主政权
,

进行了频

繁的战斗
。 1 9 4。年初

,

那豫军民配合五战区冬季攻势
,

进行了襄花路的伏击战及京山县八字

们之反扫荡战
。

5 月
。

日军为巩固武汉外围
,

发动枣宜战役
。

敌由信阳
、

随县
、

钟祥等地集

结
,

采取分进合击战术
,

分兵两路进攻襄河东西两岸和沙市
、

宜昌
。

新四军鄂像挺进纵队为

牵制日寇西犯
,

保卫西南门户
,

积极战斗
,

主动袭击以上地区附近的黄酸
、

孝感
、

安陆
、

应

山
、

应城及礼山境内之敌
,

并且破坏礼山小河溪至夏店
、

孝感花园至东阳岗
、

花园至应 山
、

安陆至巡店等公路百余里
。

当国民党一二五师一个团被 日寇包围在安陆赵家栩时
,

豫哪挺进

纵队调一个团主动驰援
,

使该团安全突围
。

与此同时
,

国共两军配合作战
,

相继攻克了明港
、

鸡公山
、

柳林等地
,

并将敌人包围在襄东地 区
。

7 月至 10 月
,

边区军民还进行了著名的保卫

坪坝战役
。

坪坝位于安
、

随
、

京交界的白兆山附近
,

是通往哪中各县的门户
。

日寇动用兵力

二千
、

骑兵一千
,

先后三次进犯坪坝
。

我军民奋力反击
,

在一次战斗 中
,

仅一个团就打退了

敌人五次进攻
,

经过多次赓战
,

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占领坪坝的企 图
。

到 1 9 4 1年 1 月
,

鄂豫

边 区恢复和建立的政权已经
`

包括鄂中之枣阳
、

随县
、

钟祥
、

京山
、

安陆
、

云 梦
、

孝 感
、

应

山
、

天门
、

汉川等十一个县及宜 (城 )
、

襄 (阳 )河东之一部分
,

河南之信阳
、

桐柏两县
’ , `

加

上了平汉路以东的一大块地区和汉 (阳 )
、

河
、

潜等县的一大块湖沼地带
” 。

⑨

1 9 4 1年皖南事变以后
,

新四军五师正式建制
,

至 1 9 4 3年是创建鄂豫根据地的最困难时期
,

也是在战略上达到包围敌人占据的武汉重镇的重要时刻
。

在这一时期
,

鄂豫军民粉碎了敌人

无数次的大小进攻与
“

扫荡
” 。

如 19 4 1年 n 月
、

12 月和 1 9 4 2年 2 月
,

新四军三打侏儒山
,

威振

江汉
。

侏儒山位于汉川
、

汉 阳
、

河阳交界处
。

这次战斗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
,

击溃伪第三师
,

毙伤增援之 日军百余人
,

俘伪军九百多人
,

缴获敌人的迫击炮
、

轻重机枪等大批军用物资
,

并且开辟了川汉河地区
,

以后逐渐发展形成从西面对武汉包围的形势
。

因此
“

迫使敌人不能

不用其第三
、

第四
、

第十三等三个师 团及第十八独立旅团专门对付我们
。

敌人这三个半师团

的兵力在我们袭击与牵制之下
,

始终不敢他调
,

L
。

1 9 4 2年 4 月
,

新四军五师根据军部的指示
,

开辟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游击根据地
。

5 月
,

五师十四旅分两路渡江挺进鄂南
,

建立了鄂大工委和阳大工委
,

并且成立了抗日政权
,

初步

打开了咸
、

崇
、

蒲根据地的局面
,

从南面威胁敌人占据的武汉
。

1 9 4 3年 2 月 15 日
,

武汉日寇向长江与汉水间三角地区的国民党第一二八师进攻
,

污阳以

西地区失陷
。

新四军五师策应友军在汉川
、

天门进击 日寇
, 3 月 8 日

,

日寇发动长江南岸攻

势
,

于岳 阳
、

长沙渡江
,

进 占公安
、

石首
、

华容一带
。

新四军五师在敌后发动对敌作战
,

接

着转战于宜都
、

安乡
、

南县诸地
,

并先后于潜江
、

河 阳
、

监利
、

襄阳等地发动游击战争
,

有



力的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

5 月
,

日寇发动湘北
、

鄂西战役
,

新四军五师命令十五旅渡

过襄河迅速向东南挺进
,

牵制敌人宜沙后翼
。

十五旅进入襄河南面汉川
、

污 阳
,

逐步形成从

西南方向对武汉的战略包围
。

国民党顽固派配合 日伪军的扫荡
,

在这个时期对边区抗日军民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

那

豫边区军民
,

坚持团结抗日友军
,

正确执行对顽固派有理
、

有利
、

有节的斗争
,

粉碎了顽固

派妄图消灭那豫军民毁我抗日长城的计划
。

陈少敏在谈到这种情况时十分沉痛地说
: “

使我英

勇善战的五师
,

无法集中精力与敌人进行更多更大的战斗
,

这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

L
。

新四军五师经过三年的战斗
,

开辟和奠定了包围与摧毁武汉 日伪政权的前沿阵地
,

莫定

了以后反攻武汉的基础
。

陈毅曾高度评价其作用说
: “

我五师李先念部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

及平汉之两侧
.

北则肩摩皖豫
,

南则襟带江汉
,

远出挺进
,

艰苦辛勤
,

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

亦已五年矣 ,
’

O

1 9 4 4年是中国人民开始战略反攻的一年
,

国际形势对 日寇也十分不利
,

敌人制订 了一个

以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为目标的战略计划
,

企图使中国大陆的日军与孤悬南洋的日军联

系起来
,

以加强日寇在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力量
,

于是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

在日寇进攻面前
,

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溃败逃跑
,

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丢掉了大小城镇 1 46 座
。

与此相反
,

中共中央

坚持打击 日寇收复失地
,

并且调集太行
、

太岳
、

冀鲁豫等地部分部队
,

深入河南西部创建抗

日根据地
。

同时
,

新四军五师也奉命派 出千余人
,

组成豫南游击兵团挺进豫南
、

豫东
,

收复

失地
。

由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组织的南下支队
,

于 19 4 5年 1 月 29 日到达鄂豫边区与新四

军五师会师
,

从而为晋冀鄂豫皖五省开辟了一条通向陕甘宁边区的直达交通线
,

并扩大了解

放区
,

使华北
、

华中
、

陕北的人民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了
。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 区休整以后
,

新四军五师派出十四旅旅长张体学为首的两个大队
,

随王震和王首道领导的南下支队
,

经湖

北的红安
、

黄冈于 3 月初抵通城
、

崇阳转入湖南
,

建立湘鄂赣根据地并成立湘鄂赣 边 区 政

府
。

19 4 5年开始
,

我军在继续巩固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斗同时
,

加强了对城市交通要

道的占领和争取伪军伪政权的工作
。

据日寇投降时的不完全统计
,

八年抗战
,

新四军五师对

日伪的主要战斗达一千零三十余次
,

毙伤
、

俘虏敌伪军达四万一千一百余名
。

鄂豫边区的抗

日武装拥有正规部队五万多人
,

民兵三十余万
,

成为全面反攻
、

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一支重

要力量
。

边区的政权建设是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
。

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
“

从 1 9 4。 年 2 月

开始建立
”

L
,

9 月
,

在京山八字门召开鄂豫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
,

按照
“

三三制
”

的原则
,

成立了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
。

办事处下设民政
、

财政
、

教育
、

人事
、

建设
、

公安
、

司法

等处
,

辖鄂中
、

豫南
、

鄂东
、

天汉
、

襄西五个专员公署
。

联合办事处的成立
,

标志着邵缘边

区敌后抗 日民主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

1 9 4 1年 3 月底至 4 月初
,

在京山向家冲召开了鄂像边区军政第二次代表大会
,

通过选举

正式成立了边区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 鄂豫边区行政公署
。

许子威为主席
、

爱国民主人士

涂云庵为副主席
。

边区行政公署的成立
,

对于贯彻党的政策法令
,

支援部队作战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

1 9 4 2年
,

边区开展了全面建设工作
,

3 月
,

在京山向家冲召开 了那豫边区第一届代表大

会
。 .

到会代表来自二十余县
、

二十八个单位的代表总数一百六十四人
,

到会者一百二十 六



人
,

党员 (中共 )四十七名
,

非党人士七十九名
。

内有台湾代表一名
; 日本反战同盟代表一名 ,

临时代表十名
;
聘请代表十八名 ,

,

地主二十九名 , 资本家两名及前川康道尹姚文干 (七十四

岁老人 )等
” 。

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原则
,

结合鄂豫边区的实际情况
,

制

定并通过了《鄂豫边区施政纲领》
。

《纲领 》共分二十五条
,

包括财政
、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卫

生及工业
、

农业生产
,

减租减息等问题
,

它是边区进行施政工作的大法
。

在这个大法的指导

下
,

那豫边区全面开展了经济建设工作
,

逐步解决了抗日军民吃穿用及支援战争等问题
。

八年抗战
,

鄂豫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百业俱兴
,

无论在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
、

教

育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

至抗战胜利时
,

它已拥有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

一千三百

万人 口
、

建立了七个专区
、

三十九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

约有五十多个县 (均不包括县城 ) 的

游击活动区
。

边区是在 日寇包围和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摩擦斗争 中的
“

国中之国
” ,

是一个新

民主主义的抗 日根据地
,

一个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

哀得民族战争胜利的战略基地
。

战 略 牵 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
,

那豫的部 队与国民党在湖北宣化店进行谈判
,

最后在党中央的英明领

导下实现了中原突围
。

这一事件的胜利
,

对吸引国民党三十万大军
,

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

战的时间
,

起到了战略牵制作用
,

也有力支援 了其他解放区和兄弟部 队作好应付国民党内战

的准备
。

’

抗日战争胜利了
,

人民付出了牺牲
,

森得了战争胜利
,

可是蒋介石却要从峨媚山下来抢

夺人民胜利果实
。

他要返回南京
,

东 占华东
,

进入华南
,

控制华北
,

抢占东北
,

向全国布署

反共
、

准备内战的兵力
。

但是鄂豫边区虎踞中原
,

看守着蒋介石出川的大门
,

扼住了蒋介石

发动内战布署的咽喉
,

阻挡了国民党
“

摘桃子
”

的大军
。

蒋介石对边区恨之入骨
,

急欲扫除荡

尽
,

因此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成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一个作战目标
。

日寇 刚 刚投

降
,

蒋介石就迫不及待的调集了三个战区的二十多个师的兵力
,

大举进犯鄂豫两省解放区
。

国 民党第一战区调动一部分兵力自西北方向沿陇海路两侧东犯豫西解放区 , 第五战区的部队

沿平汉线两侧自北向南进犯豫中
、

鄂中
、

鄂东解放区
,

第六战区的部队自鄂南北 犯 进 行 配

合
。

蒋介石大举调兵
,

像洪水一样妄想淹没整个鄂豫边区
。

新四军五师和中原人民被迫奋起

自卫
。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

毛泽东主席就指出
: “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
,

他们的方

针已经定了
,

我们对此要有准备
”

L
。

为此
, 1 9 4 5年 8 月 n 日中共中央 《关于 日本宣布投降后

我党任务的决定》 中指示河南
、

湖北等战略区
: `

日本已宣布投降
。

国民党积极向我解放区收

复失地
,

夺取抗 日胜利果实
。

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

L
。

决定要求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

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
。

鉴于鄂豫所处地位的重要
,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鄂豫地区军事力量
,

于 1 9 4 5年 9 月命令王震
、

王首道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自湘粤赣北返
、

命令王树声率禽岳军区

部队南下
,

10 月命令冀替豫军区的水西八团南下
。

12 月24 日上述部队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于桐

柏地区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建中原军区
,

李先念任司令员
、

郑位三任政委
、

王树声任副司

令员
、

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

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中原军区下辖江汉
、

鄂东
、

河南三个军区
,

共约六万人
。

与此同时
,

还组建了中原局
。

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原地区的

革命力量
。

中原军区为了抗击四周的国民党军 队
,

征得中共 中央同意
,

将江汉军区
、

河南军区部队

留在原地
,

主力撤出桐柏向平汉路东转移
,

拟到安徽五河一带逐步向新四军主力靠拢
。

当部



队行至湖北礼山县宣化店一带时
,

国共双方停战协定命令下达
,

规定双方军队应在 19 4 6年 1

月 1 3 日零卓就各自位置停止待命
。

中原解放军洛守协定
,

立即停止行动
,

部队集中在宣化店

待命
。

但是
,

各地国民党军队从未停止对解放区的袭扰和进攻
,

蒋介石竟下令要
“

迅速占领

有利地形
,

对共军严密封锁
,

分进合击
,

彻底消灭中原共军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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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月至 5 月 15 日
,

蒋介石

在那豫方面竟调动了五个军十二个师的兵力
,

从长江以北
、

平汉路东
、

豫西南
、

鄂北等四面

八方向中原解放军扑来
,

把中原解放军包围在东西不到五十公里
、

南北不到六十公里的狭小

地带
。

与此同时
,

国民党还不断增兵包围中原部队
,

形势极端复杂
,

中原战火一触 即发
。

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
,

中原部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国民党在宣化店举行谈判
。

宣化店

谈判是中原部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
“

配合华北
、

华东
、

东北的斗争
,

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

制止内战
,

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

L的战略方针
,

同国民党进行政治上 军 事

上针锋相对的斗争
,

用以达到争取和平
,

拖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 目的
。

在谈判的五个多

月的时间中
,

中原部队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包围下
,

两军对垒
,

剑拔弩张
,

天天有战斗
,

日日闹磨擦
,

打打谈谈
、

谈谈打打
,

斗争十分复杂
。

宣化店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党中央
、

周恩来直接关怀和领导下进行的
。

中央对于谈判的方

针原则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和安排
。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也及时地向中央汇报情况听取指示
。

1 9 4 6年 3 月
,

李先念派 中原局代表任质斌和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人员肖健章到延安汇报部队

情况
,

毛泽东指示
:
中原部队要用最大的毅力拖住国民党的军队

,

尽量争取拖住敌人更长时

间
。

还说
,

你们在那里艰苦奋斗
,

牵制国民党军三十多万
,

掩护各解放区工作的展开
,

将来

各解放区打胜仗也有你们的功劳的L
。

在谈判中
,

我方与国民党共签订了三个协议
: 1 9 4 6年 1 月下旬的《罗山协议》

、
3 月下旬

的《应 山协议》 、
5 月的《汉 口协议 》 。

这些协议虽然对国共双方军 队在 中原停止军事行动作了

明确的现定
,

但是中共中央十分清楚
,

一纸协议只能起到揭露蒋介石的作用
,

而不能制止蒋

介石要消灭中原部队的险恶用心
。

因此
,

中原突围势在必行
。

1 9 4 6年 3
、

4月间中共中央派周

恩来
、

董必武先后到宣化店视察
,

并决定中原部队突围方案和解决突围的经费等问题
。

1 9 4 6年 6 月
,

国民党包围中原部队的兵力达十三个军三十余师
,

再次缩小包围圈
。

中原

部队在继续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的同时
,

电报党中央请示突围
。

中央要求部队
“

须作两个 准

备
:
第一个

,

争取一切可能向北 , 第二个
,

在向北不可能时
,

准备在国民党区域 创 造 根据

地
”

颐
。

在形势继续恶化的情况下
,

中共中央于 1 9 4 6年 6 月 23 日再次给中原局电报指示
: “

同意

立即突围
,

愈快愈好
,

不要有任何顾虑
,

生存第一
,

胜利第一
”

@
。
1 9 4 6年 6 月 26 日

,

国民党

大举进攻中原人民解放军
,

挑起了全面的内战
。

中原人民解放军奋力抵抚
,

打响了自卫战争

的枪声
,

并且按照原订计划胜利地实行了中原突围
,

转入外线作战
。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至中原突围
,

中原部队只有几万人
,

坚持鄂豫地区斗争达十个 月 之

久
。

这支英雄的军队艰苦奋斗
,

英勇善战
,

在战略上牵制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
,

为华北
、

华

东
、

东北
、

西北等各地解放军作好迎击全面内战的准备争取 了时间
,

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

为此
,

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中原部队的工作
。

他说
: “

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

毅力克服艰难困苦
,

除一部分已转入老解放区外
,

主力在陕南
、

鄂西两区
,

创造了两个游击

根据地
。

此外
,

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

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

着老解放区的作战
,

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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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

是他不可能建立科学

的实胶观的症结之所在
。

但是必须指出
,

我们在评论费尔巴哈实践观的

时候
,

一定要在指出他的缺陷的同时
,

充分肯定恤

那积极合理的方面
。

决不能因为他所讲的实践的主

体典有生物学的性质
,

就说他所讲的实践活动只是

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的一种自我保存和利己主义的

活动 , 决不能因为他的认识论的直观性质
,

就否认

他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
。

在这些问题上
,

不能

搞蔺单化
。

正像我们说黑格尔是个最大的唯心主义

者的同时
,

又承认他的《逻辑字》 中
“
唯心主义最少

、

唯物主义最多一样
,

对费尔巴哈的实践观也应当实

事求是地进行其体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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