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局部抗战综论

余子 道

中国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从局部抗战发展 到 全 国 抗

战
,
经过长达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
而取得最后胜利的

。

八年全

国抗战在中国抗战史上 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
它的作用和意义是局

部抗战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

我国史学界对全国抗战史的研究
, 一

向十分关注
。

然而
,
作为全国抗战序幕的六年局部抗战

,
也是我

国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同样是值得史学界予以重视和

研究的
。

诚然
,
在局部抗战中

,
更多的确实不是辉煌的胜利

,
而

是催人泪下的沉痛挫折和失败
。

在此期间
, “

攘外必先安内
”

和

不抵抗主义的幽灵差不多一直笼罩着中华大地
。

一次次抗战
,
有

的中途失败了
,
有的被强行扼杀了

,
有的犹如昙花一现很快便趋

于瓦解
,
有的则在异乎寻常的条件下艰苦曲折地前进着

,
取得完

全胜利的则确是屈指可数
。

但不管怎么说
,

是局部抗战揭开了伟大

的抗 日民族解放战争光辉的第一页
,
开辟 了走向全国团结一致

,

抗 日御侮的胜利之路
。

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中
,

也有无数英勇

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生存
,
用 自己的生命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

城
。

一连串的挫折
,
失败或者胜利

,
也为 以后的民族解放事业积

累 了可贵的经验教训
。

而中国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局部 抗 战过 程

中
,
逐步走上了全国抗战的道路

。

因此
,
我们在抗日战争史的研

究工作中
,
不可忽视对局部抗战的研究

,
而应当把它放到应有的

地位
。



一
、

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局部抗战

毛泽东在抗 日战争行将胜利结束的前夜
,
在中国共产党

“

七

大
”

的报告中说过
 “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
是在曲折的道路上

发展起来的
。

这个战争
,

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

从  !

年九一八事变到  ∀#年日本投降
,
中华民族历经整整∀ 年漫长而

曲折的抗战历程
。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
,

按照不同的历史特点
,

显

然地又分为两个时期
∃
局部抗战时期和全国抗战时期

。

前 者 从

 !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
,

直到  !%年 %月卢沟桥抗战前夜 , 后者

以七七卢沟桥抗战为起点
,

到  ∀#年  月抗 日战争胜利结束为止
。

抗 日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
,

全国抗战占有主要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命运和结局 , 但是
,

局部抗战也是整个抗

日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它特定

的历史地位
。

我国的抗日战争是由局部杭战发展起来的
。

由局部战争发展

成为全面战争
,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显著的历史特点
,

同样

也是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
。

第二次世界

大战是由德
、

日
、

意法西斯国家所挑起的
。

在这次大战全面爆发之

前
,

差不多在整个!& 年代
,

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战争形态
,

表现为

一系列弱小国家反对德
、

日
、

意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此伏彼起
、

接

连不断的局部战争
。

毛泽东曾经对这种状况作过深刻的分析
,

明

确指出
∃ “

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态表现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不同特点
,

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 的 战 争 形

式
。

中国
、

阿比西尼亚
、

西班牙
、

奥地利
、

捷克等国
,

都是半独

立国家或小国
,

日
、

德
、

意诸国就拣 了这些肥 肉先行吞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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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

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

造成的结果
,

是本世纪二
、

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凡尔赛

一华盛顿体系互相争斗的产物
,

也是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综合

国力对 比状况的反映
。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抗 日战争
,

就是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
,

首先由局部抗战而发展起来的反法西斯的

民族 自卫战争
。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 日战争
,

都有一个很长的序幕
,
其

战争形态就是局部战争
。

这种局部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

发前
,

构成了这次世界大战进程中整个一个阶段
,

在中国则成为

整个抗 日战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

局部抗战的阶段
。

从外

部条件来说
,

我国局部抗战历史阶段的形成
,
主要是由于以下两

个方面的原因
。

一是日本的综合国力不足
,

难以一举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
,

更不足 以立即对美
、

英等国开战
。 “

侵略国本身力量还

不充足
,

暂时未便和各大国直接作战
,

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争方

法
,

企图使 自己先行壮大起来
,

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
,

再

与各大国作战
。 ”

日本独占中国
,

称霸东亚
,

进而进攻苏联和

在亚洲太平洋领域击败英
、

美的野心
,

是十分庞大和 不 可 改 变

的
,

但其国力和兵力 不足
,

在一个时期内乡 不仅缺乏条件直接与

英
、

美或苏联作战
,

而且也难以直接以全面侵华战争击败与占领

中国
。

因而它采取以局部战争渐次推进其对华扩张侵略的战略方

针
,

以便在一旦条件成熟时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

二 是 由 于

英
、

美
、

法等国的
“

绥靖政策
”

和
“

不承认主义
”

助长了法西斯

国家向中间地区进攻
。 “

各民主国家不顾制裁侵略者
,

尤其是英

国的
−

法懦妥协政策的结果
,

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
,

便利

其侵略各中间国家
。 ” ∋ 它们从民族利己主义和

“

非军事干涉
”

政策出发
,
在本国尚未直接遭到法西斯国家的进攻之前

,

对法西

斯国家实行
“

绥靖政策
”

和 “
不承认主义

” 的 “
非军事干涉

”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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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

企图以栖牲弱小国家来与德
、

意
、

日谋求妥协
,

或者 实 行
“
祸水东引

, ,

将其进攻矛头引向苏联
,
而对它们采取姑息纵容

的政策
,

助 长了德
、

意
、

日进行局部战争的势头
。

从中国内部来

说
,

则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府对 日本的

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
。

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推行
“

攘外必

先安内
”

基本政策和对 日不抵抗政策
,

以致中国无法实现举国一

致的抗 日阵线和进入全国抗战
,

日本遂得以通过局部战争步步入

侵
,

最后发展成为全面侵华战争
,

而在这期间中国的抗战始终处

于局部性的状态
。

富于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
,

绝不会屈服于 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奴役
。

随着日本挑起侵华之战
,

中华民族的反侵略

战争也就揭开了战幕
。

但是
,

当时中国处于内部分裂
、

内战频仍

的状态
,

在全国当权的国民党政府又实行了
“

攘外必先安内
”

政

策
,

民族抗战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

这也就决

定 了它必然要走过十分曲折
、

崎岖的道路
。

局部抗战是在同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作殊死的战斗中前进 的
,

同时又是在与国民

党政府的
“

攘外必先安内
”

基本政策和不抵抗政策作斗争中
,

为

自己开辟发展道路的
。

在国际上
,

它又是不断摆脱对 西方民主国

家
“

绥靖
”
政策和

“
不 承认主义

” 的幻想
,

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

日益结合起来
,

为 自己争取胜利发展的前景的
。

二
、

局部抗战的曲折历程

中国的局部抗战走着曲折的历史道路 , 经历了三 个 发 展 阶

段
,

其间出现过三次局部性抗战高潮
,

遭到过五次挫折和失败
,

最后终于过渡到全国抗战
。

从 !∀ 年九一八事变到 ! ∀#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
,

是中国局部

抗战的第一阶段
,

也是第一次局部性抗战高潮的兴起
。

九一八事

变是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的开始
,

也是它为独占中

国
、

称霸亚洲而走向世界战争的开端
。

中国人民从九一八事变为发



端
,

以民族解放战争反对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

从而揭开了中

国抗 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
,

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仗
。,

第一阶段的局部抗战
,

由三个方面的武装抗日斗争所组成
,

而汇成了局部抗战的第一个高潮
,

这就是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的

抗战
、

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以及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淞沪抗战
,

其中东北义勇军抗战和淞沪抗战曾经震撼中外
,

在国内外产生了
∃

巨大影响
。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
,

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 蒋 介 石 的
‘

“

绝对不抵抗
”
命令

,

在事变爆发前未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动员

和准备
,

临变时未发出抗战命令和作出作战 部 署
,

以 致 全 军

未作有效抵抗
,

而纷纷败退
。

但是
,

驻扎在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等地的部分东北军爱国宫兵
,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
,

还是违背

了不抵抗的命令
,

奋起抗击
,

给予 日军以有力一击
,

打响了反侵

略战争 的第一枪
。

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抗战
,

主要的有王 以哲
、

赵

镇藩部的沈阳北大营突围战
,

黄显声等部的锦州退兵之战
,
马占

山所部的黑龙江嫩江桥抗战
,

赵毅第二十二旅的吉林双 城 阻 击

战
,
李杜

、

丁超
、

冯 占海等部的哈尔滨保卫战
,

苏炳文等部的海

拉尔
、

富拉尔基保卫战
,

等等
。

其中马 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
,

是

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抗击日本侵略的重大战役
,

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

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是这一阶段中规模最大
、

地域最广
、

历时

最久的抗 日武装斗争
。

这是富有反帝爱国传统的东北人民 自发地

进行的武装抗日运动
。

义勇军成分极其广泛
,

几乎包括社会各个

阶层
,

部队来源有东北军的正规部队和公安警察大队
,

各县的民

团
、

保甲人员
,
农村广大农民群众和部分城镇工人

,

以及大小绿

林帮伙等等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

辽
、

吉
、

黑三省各地义勇军相

继兴起
。

在辽宁地区
,

主要有黄显声
、

邓铁梅
、

苗可秀等组织的

东北民众 自卫义勇军
,

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 自卫军
,

王化一
、

李纯华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

王凤阁为首的辽宁民众义勇



军
,

高文彬等领导的东北抗 日军蒙边骑兵
。

在吉林地区
,

主要有

李杜
、

丁超
、

赵毅
、

冯占海等组织 的吉林 自卫军
,

王德林领导 的

吉林国民救国军
,

姜荣跃为首的吉西抗日军
,

田霖为首的吉林人

民抗日自卫军
。

在黑龙江地区
,

主 要有苏炳文为首的东北民众救

国军
,

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
。

东北抗 日义勇军于

辽河两岸
,

松花江畔
,

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
,

广泛地燃起抗 日

烽火
,

打击 日本侵略者
。

义勇军从 ! ∀ 年 %月兴起
,

经过 ! ∀∋ 0毛

的全盛时期
,

曾发展到约!& 万人
,

到是年年底及  !!年初
,

大部分

失败瓦解时为止
,

成为东北抗 日战场上主要的武装力量
, 以 自己

的英勇斗争谱写 了抗战史上震撼中外的重要一章
。

在东北义勇军杭日运动如火如茶地 向前发展时
,
国民党军队

中另一支爱国部队
,

在上海举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

在祖国的东

南打响 了对 日抗战的第一仗
。

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陈铭枢
、

蒋光

鼎
、

蔡廷错的领导下
,

在上海和全 国人民的热烈支援下
,
在民族

危亡的严重关头
,

勇敢地举起了爱国主义旗帜
,

第一次直接冲破了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 以反侵略的民族 自卫战争反对日本的

侵略战争
。

十九路军和前来增援的以张治中为首的第五军
,

并肩

战斗
,

给了 日军以沉重打击
。

我国参战部队以劣势装备抗击优势

之敌
,

抗衡敌军的陆
、

海
、

空联合进攻达一个多月
,

迫使日本三次

增兵
,

四易其帅
,

伤亡达 万人上下
。

虽然淞沪抗战最后 以失败而

告终
,
但这次抗战狠狠地打击了 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

,

使 日本

母略者未能完全达到其作战目标
,

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

为尔后的抗日斗争开辟了道路
。

从  !!年 月榆关抗战到同年& 月抗 日同盟军失败
,

开始了

我国局部抗战的第二阶段
,

也是第二次局部性抗战高潮的兴起
。

随着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失败和淞沪抗战的中途遭受挫折
,

东北地

区的武装抗 日斗争暂时转入低潮
,

华东地 区国民党正规军 的抗日

之战也宣告夭折
。

但是
,

抗 日御侮的历史潮流终究是遏制不住
,

也

是阻挡不 了的
。

当着日本侵略扩张的矛头从东北指向热河和长城



一线时
,

以华北地区为中心
, 以长城抗战和察哈尔抗战为标志

,

汇成了新的抗战高潮
。

同时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

争在这一阶段后期登上了民族 自卫战争的舞台
,

逐步发展成为东

北抗 日战争的主体
。

! ∀ ∀年 月的榆关抗战
,

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

以何柱国

为首的东北军第七旅和临永警备司令部所部
,

在 山海关一线进行

阻击战
,

守卫山海关城的安德馨营全体壮烈殉国
,

写下了抗战史

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

接着进行的热河抗战
,

中国军 队本来有可能

利用地理条件和在义勇军的配合下
,

给日军 以消耗和打击
,

迟滞敌

之进攻
,

以图转机的 , 但在南京政府的错误政策和汤玉麟的逃跑

主义之下
,
不过% 天便归于失败

,

成为局部抗战中失败最惨的一

幕
。

热河陷落
,

何应钦取代张学 良主持北平军分会
,

秉承蒋介石

的旨意
,

直接指挥长城抗战
。

长城抗战是局部抗战中动员兵力最多
、

作战规模最大的一次

民族自卫战争
。

南京政府调集了第十七军徐庭瑶部
、

第二十九军

宋哲元部
、

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
、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
、

第五十

七军何柱 国部
、

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
、

第三十二军商震部
、

第五

十九军傅作义部
、

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
、

第二十六军肖之楚部
、

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等 ∀& 个师
,

以及炮兵
、

骑兵等特种部队参战
。

中国参战部队中大多数部队
,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
,
同

仇敌汽
,

浴血奋战
,

英勇地抗击#个师团又 ∀个旅团 日军和∋万多

伪军的进攻
。

从 ∀月上旬开战后的( %多天里
,

在长城各口
、

滦东
、

滦西
、

平北等地举行了十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
,

给了 日军

以沉重打击
。

可是
,

长城抗战始终处于国民党的
“
攘 外 必 先 安

内
”

基本政策和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的对日妥协政策的统治

之下
,

而且又是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

以致最后

复归于失败
。

当长城抗战遭到失败
,

华北危机空前严重之际
,

察哈尔抗日

同盟军在张垣异军突起
,

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 日运动
。

抗 日



同盟军是在爱国将领冯玉祥
、

方振武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下发

动和组织起来的
,

共编成)个军及(个师
,

全军约有% 万之众
。

同盟

军抗战的兴起
,

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军 队合作

抗战的新局面
,

如 一声惊雷 划破 了中华大地上的黑夜长空
,

大大

地振奋和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

同盟军前敌部队

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进军察东
,

从 ∗
、

伪军的手中收 复 康 保
、

宝

昌
、

沽源
、

多伦四
一

县
,

成为局部抗战中最 出色的战斗之一
。

同盟

军抗战虽然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下
,

在日
、

伪军的

夹击下
,

遭到了失败
,

但对于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战的到

来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成为抗战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

长城抗战的失败和抗 日同盟军的被扼杀
,

标志着局部抗战再

次进入低潮
,

直到 ! ∀ ∋年 月的察东抗战和 ! ∀ &年下半年的绥远

抗战
,

国民党军 队再未进行过对日作战了
。

然而
,

正是在这风雨

如磐
,

困难日深 的日子里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却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
,

逐步发展起来
。

! ∀ ∀年在东北各地先后

建立了十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

开拓了若干

抗 日游击区
。

! ∀ ∀年!月以后
,

抗 日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扩大
,

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

至 ! ∀ ∋年底
,

人民革命军组建了(

个军
,

共有)千余指战员
,

发展成为东北战场上抗日 武 装 的 主

力
。

以后在局部抗战的第三阶段
,

从 ! ∀ &年初到七七 抗 战爆 发

时
,

中共领导的东北抗 日部队又扩大整编为东北抗 日联军
,

并吸

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
,

先后共编成 % 个军
、

个独

立师
,

至 ! ∀ )年上半年
,

总兵力达 #万余人
。

东北抗 日联军转战

白山黑水
,
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

谱写了局部抗 战中一部最

为悲壮的史诗
。

! ∀ ∋年冬到 ! ∀ )年上半年
,

是局部抗战的第三阶段
,

也是向

着全国抗战过渡的阶段
,

其间 !∀ &年的绥远抗战和全 国援 绥 运

动
,

则是局部抗战的第三次高潮
。

! ∀ ∋年华北事变后兴起的一二

九运动
,

标志着抗 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

中国随之发生了一



系列重大变动
 
学生界

、

文化界
、

舆论界救亡运动的高涨
, 三大

红军主力的进入西北
,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

式提出和国共两党的初步谈判
,
两广事变

,
绥远战争 和援 绥运

动
,

中日谈判
,

以及作为时局转变枢纽的西安事变
。

绥远抗战正是

在这时局大变动 中应运而生
。

以傅作义为首的第三十五军等部
,

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和阎锡山晋军的直接援助下
,

先后发起红格

尔图之战
、

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楞庙之战
,

三战三捷
,

给了 日本

关东军指使下的伪蒙军以毁灭性打击
。

绥远抗战是局部抗战史上

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一役
,
威震中外

,
大大地振奋了全国军 民的

抗日爱国精神
。

这一胜利产生在 中国由局部抗战向着全国抗战的

过渡阶段
,

它预示着全国对 日抗战的帷幕即将揭开
,

而被毛泽东

称为
“

全国抗战之先声
” 。

三
、

特殊形态的民族自卫战争
中国局部抗战产生和展开于本世纪 !& 年代上半期特定的国内

外环境之 中
,

它与后来的全 国抗战相比
,

既有共同的方 面
,

又有

自己的历史特点
。

从总体上进行考察
,

我们可以说
,

局部抗战是

特殊形态的民族 自卫战争
,
具有它的显著的特点

。

( 一 ) 各次局部抗战是由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
,

因

而在政治
、

军事的指导方针上形成为极其复杂的情况
,

影响甚至

决定了各次抗战的结局
。

这是局部抗战的一个重要特点
。

历时六

年的局部抗战
,

如果从政治领导的状况加以分析
,

可 以区分为 以

下六种不同的情况
。

一是没有统一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自发

性的抗战
,

在其中掌握实际领导权力的
,

有旧军 官
、

警 官
、

官

吏
、

知识分子
、

开明地主
、

士绅
、

绿林首领等等
。

这就是东北义

勇军的抗战
。

这一情况从一定意义上说
,

决定了义勇军抗战缺乏

正确的政治和军事领导
,

不可能巩固和发展自己
,

更难以取得胜

转引盆其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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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二是国民党军 队中一些爱国将领掌握了部分领导权的局部抗

战
,

这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
。

这次抗战中
,

爱国将领蒋光墉
、

蔡

廷错等掌握着十九路军的领导权
,

但战争的最高领导权却操于蒋

介石
、

汪精卫
、

何应钦之手
。

前者实行了团结御侮
、

坚决抗战的

方针
,

发动和领导了十九路军的抗战, 而后者则推行一条消极抗

战
、

积极谋和
、

寻求妥协的方针
。

结果
,

这后一条指导方针压倒

了前一条方针
,

这就决定了一二八抗战中途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命

运
。

三是国民党政府直接领导与指挥的局部抗战
,

这就是长城抗

战
。

这次抗战虽然调集了∀& 个师以上兵力的正规部队参战
,

具有

相 当大的规模
。

但是
,

掌握战争领导权力的南京当局
,

实行的是
“
攘外必先安内

”

基本政策和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的对日妥

协政策
,
这就决定了这次抗 战难以坚持到底

,

不可避免地要在中

途以谋和
、

妥协而结束
。

四是国民党一些爱国将领与中国共产党

合作领导的局部抗战
,

这就是察哈尔同盟军抗战
。

由于冯玉祥
、

方振武等与中共合作
,

并发动了各界群众
,
察哈尔抗战在短短的

时间里得到较大的发展
,
并取得了不少胜利

。

这次抗战实际上贯

彻了抗 日
、

联共
、

反蒋的方针
,

因而被南京当局视为异端作乱
,

结果遭到了扼杀
。

五是国民党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在南京中央的支

持下领导的局部抗战
,

这就是绥远抗战
。

这次抗战是傅作义的坚

决抗战
、

阎锡山的
“

守土抗战
”

和蒋介石的有限度的积极抵抗方

针相结合的产物
,

而直接领导这次抗战的傅作义的方针在其中起

了主要作用
。

绥远抗战正处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趋于强硬的时

候
,
由于绥远当局的抗战态度坚决

、

作战准备充分
、

战略战术指

导正确
、

参战官兵抗日情绪高涨
,

遂取得了这次抗战的胜利
。

六

是中共领导的以人民游击战争为特征的局部抗战
,

东北人民革命

军和抗日联军的斗争是它的集中表现
。

由于有了正确的政治纲领

和政策
,
依靠人民群众

,

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

东北人民游击战争

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发展
,

不仅在局部抗战时期成为绝

无仅有的始终坚持不息的抗日武装斗争
,

而且在尔后的全国抗战



时期继续英勇奋战
,

直至抗战的最后胜利
。

+ 二 ,中国局部抗战的历次作战
,

无论是在战争地域上
,

或

是在参战成分上
,

都是局部性的
,

这是局部抗战的一 个 主 要 特

点
。

从九一八事变到酉安事变
,

南京政府始终实行
“

攘外必先安

内
”

政策
,

国共两党的内战从未停息
,

国民党政府以其主要军事

力量使用于
“

剿共
”

战争
。

当时中国这一基本的军事政治格局
,

决定了其时中国不可能形成全国抗战局面
,

而只能是此伏彼起
、

时起时伏的局部抗战
。

作为局部抗战
,

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抗战

地域的局部性和参战成分的局部性
。

从九一八事变到 七 七 事 变

前
,

无论是东北抗战
、

淞沪抗战‘ 长城抗战
,

或是察哈尔抗战和

绥远抗战
,

都是在某一地区进行的
, 虽然这些战争总起来说

,

曾

遍及了中国的南北广大地域
,

但其中无论哪一次抗战都还是地区

性的
,

并未有任何一次抗战直接演变为全国广大地域的抗战
,

这

显然是与后来的七七卢沟桥抗战不相同的
。

这就是战争地域和范

围的局部性
。

在当时国内特殊的军事政治格局下进行的局部抗战
,

在参战

成分上也是局部性的
,

始终未能形成全国规模的抗战
。

在全国拥

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国民党政府
,
其军事力量的主 力 并 未 参

战
。

局部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

长城抗战
,

参战兵力也只

占当时南京政府总兵力的六分之一左右 , 中央军调动了 个师
,

其中有 个师直接参战
,

只 占当时全部中央军的八分之一
−

. 下
。

同时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由于处在被国 民 党 军 队
“

围

剿
”

的环境之中
,

并未参加历次局部抗战
。

此外
,

为数众多的国

民党地方实力集团的部队
,

除了东北军
、

西北军 +第二十九军 ,

和晋绥军一部一度参加过局部抗战外
,

桂系
、

粤系
、

川系等等各

部军队都未参战
。

这一状况与七七事变后
,

在国共合 作 的 基 础

上
,

全国各军全面参战
,

形成为举国一致
、

抗日御侮的全国规模

的抗战局面
,

是显然不同的
。

+三 , 局部抗战主要有三种各具特点的战争形式
 
对日本军



队的大规模的抗击战
,

对伪军的反击战
,

对 日伪军的反
“

讨伐
” 、

反
“

扫荡
”

战
。

这实际上是全国抗战在战争形态上的预演
。

对 日

本一部分主力部队进行较大规模的抗击战
,

是兵力和火力最为集

中
、

作战程度较高的战斗
,

采取了正规战特别是阵地战的形式
。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
,

都属于此种战争
。

淞沪抗战
,

中国

以∋个主力师和 个独立旅
,

抗击日本陆军∀个师 团 +其中 个师团

大部未投入作战 ,
、

个旅团
、

海军陆战队一部以及 个海 军 舰

队
。

长城抗战
,

中国以∀& 个师以及部分骑兵 和 炮 兵
,

抗 击 日

本陆军 #个师团又 #个旅团和部分空军
,

以及伪满 军 约∋万余人
。

这两次抗战的共同特点
,

是正规部队以阵地战为主要战斗形式
,

对抗 日军精锐部队的进攻
。

局部抗战的另一种形 式
,

是 反 击 伪

军的作战
,

采取的是运动战的战法
。

察北之战
,

吉鸿 昌 指 挥 的∀

个师兵力以远距离奔袭战法攻击伪军张海鹏
、

崔新 五 等 部
。

绥

远之战
,

傅作义指挥 个步兵旅和#个骑兵师对伪蒙军 李 守 信 部

和王英伪军进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
、

速决的运动战
。

第三种形式

是对日
、

伪军进行反
“
讨伐

” 、

反
“

扫荡
”

作战
,

这就是东北义勇

军
,

人 民革命军和抗 日联军的抗 日游击战争
。 “

这个英勇的游击

战争
,

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
,

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
,

始终没

有被敌人消灭
。 ”

局部抗战的上述三种形式
,

各具 自 己 的特

点
,

从抗 日战史上观察
,

实是尔后全面抗战作战形态的雏形
。

综

观这一时期的全过程
,

间断的正规战和无间断的游击战
,

共同组

成了局部抗战的基本形态
,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

局部抗战的各

种作战形式和各次战役
,

呈现相互分割
、

分散孤立
、

时起时伏的

状态
,

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战略布局
。

( 四 ) 在局部抗战中
,

国民党政府领导和指挥的战争
,

丛本

上是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 2 共产党独立领导或参与领导 的战

争
,

则是军 队与人 民群众相结合的抗战
。

是否发动和依靠人民群

众
,

成为上述两种抗战的显著区别
。

全国抗战时期国 民党的片面

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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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这两种抗战路线
,

在这里已 显 露 其 端

倪
。

长城抗战是这一时期南京政府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

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史上亦可称为屈指可数的重大战役之一
,

但

除了有部分义勇军参战外
,
却是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的政府

和军队抗战
。

南京政府对内实行反共反人民的专制统治
,

从未放

松对人民运动的镇压
。

就在长城抗战期间
,

国民党当局对北平
、

天津
、

河北等地的民众抗日民主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
,

又扼杀了

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民众抗 日运动
。

淞沪抗战时
,

上海和全 国人

民以各种方式支援十九路军和第五军
,

工人
、

学生
、

职员
、

市民

纷纷组成民众义勇军
,

奔赴前线参战
。

上海资产阶级也表现 出高

涨的抗战热情
,

积极声援抗战
,

并以物力
、

财力 支援 前 线
。

但

是
,

国民党当局对上海民众救亡运动却是竭力予 以限制和压迫
,

甚至明令查封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团体
。

与此相反
,

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东北抗 日游击战争则是沿着人民战争的道路发展的
。

中共

在东北的各地组织
,

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
,

积极组织广

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杭日力量
,

并把工

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
,

发动群众
,

开展游击战争
,

从而长期地坚

持了东北的抗 日武装斗争
。

四
、

从消极到积极的局部抗战指导方针
在六年局部抗战中

,

国共两党采取的指导方针是 互 不 相 同

的
,

而各自又有其发展的过程
。

就国民党政府而论
,

它的指导方

针实际上经历了从
“

消极抵抗
、

积极谋和
” ,

到
“

积极抵抗
、

以

战迫和
”
的演变, 在军事上则经历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的变

化
。

淞沪
、

长城
、

绥远这三次局部扰战
,

则是此种指导方针演变

的最为集中的表现
。

剖析南京政府指导方针的变化
,

可以进
一

步

揭明局部抗战曲折发展的历史轨迹
。

从历史上看
,

自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

南京政府对于 日本

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

但这并不排斥它在不违反
“

攘外必先



安内
”

基本政策的前提下
,

进行有限度的局部性的抵抗
,

也不意

味着这个政策是一成不变的
。

事实上
,

在九一八事变后
,
南京政府

曾实行了
“
绝对不抵抗

”

政策
,

但从一二八抗战开始
,

它的政策

已稍有变化
。

南京政府从绝对不抵抗到参与
、

领导局部性抗战
,

中

日两国政府统率的正规部队正式举行大规模的战役
,
是从淞沪战

役开始的
。

这次战役是南京政府从绝对不抵抗转向抵抗
—

消极

的
、

短暂的
、

有限度的抵抗的分水岭
。

这一变化是南京政府在绝

对不抵抗政策完全失败和抗 日民主运动 高涨 的情况下
,

所不得不

作出的选择
。

淞沪抗战发生在蒋介石
、

汪精卫开始合作执政之 时
。

“

攘外必先安内
”

前提下的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

一开始就

成为蒋汪政府的对 日政策
,

其基点是对 日妥协
 
为了争取不是在

接受最严苛的条件下达 成妥协
,

需要进行有限度的抵抗 , 而抵抗

又以不扩大战事
,

有利于通过交涉实现妥协为 目的
。

淞沪抗战就其总体而言
,

是十九路军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自

动的抗战行动和南京政府对 日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 涉
’
政 策 这

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

南京政府从此不得不开始参与
、

领导

局部抗战的行动
。

但它依据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的对 日政策

,

在淞沪抗战中贯彻 了一条
“

消极抗战
,

积极谋和
,
的指导方针

。

它一方面不得不对 日本在上海的武装进攻作一点有限度 的局部抵

抗
,

但在另一方面
,

又竭力避免战事扩大
,

力图通过积极的求和

活动
,

寻求在一个不危及自身统治的条件下
,

实现妥协停战
。

南

京政府对抗战的态度是被动
、

消极的
,

用兵作战是极有限度的
,

其军事力量基本上仍置于
“

剿共
”

战场 , 而寻求妥协的交涉谋和

活动则是主动的
、

积极的
,

并且对妥协条件不惜一再退让
。

此种

对抵抗和求和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

一直贯串于淞沪抗战的始终
。

在淞沪抗战中
,

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方针
。

如 前 所

述
,

以蒋介石
、

汪精卫
、

何应钦为代表的南京当局最高决策层奉

行的是
“
消极抵抗

,

积极谋和
”
的指导方针

,

他们从
“
攘外必先安

内
”

的基本政策出发
,
主张尽量避免沪战的发生

,

在战事打响后



则力求避免冲突扩大
,

谋求依靠国联和英美等国的调停
,

迅速与

日本达成妥协停战
。

另一种方针以十九路军领导者陈铭枢
、

蒋光

兼
、

蔡廷错为代表
,

主张对 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坚决的抵抗
,

·

要

求全国一致对外
,

抗 日御侮
,

在积极抵抗的基础上迫使日本不得

不停止进攻
,

以平等
、

公正的原则解决中日间的间题
。

十九路军

不顾南京中央当局的闸北换防命令
,

毅然发起淞沪抗战
,

在作战中

采取了战略上防御
、

战役战斗上进攻的方针
,

在上海和全国人民

的支援下
,

与前来增援的第五军一起
,

一次次给了敌军 以打击
,

这正是这后一种方针的实际体现
。

而蒋介石除调动第 五 军 增 援

外
,

任凭淞沪战局陷于危急
,

再也不调援兵来淞沪前线
,

同时却通

过各种途径
,

频繁地与日本展开谈判
,

谋求尽快停战
,

这也正是

体现 了前一种方针
。

可是
,

蒋介石
、

汪精卫掌握着中央政权
,

也

控制着淞沪抗战的最高决策权
,
他们的方针占有统治地位

,

显然

压倒了十九路军的方针
,

这就决定了淞沪抗战失败的 命 运
。

但

是
,

也因为十九路军 以及第五军实行了积极抗战的方针
,

才使淞

沪抗战避免了彻底失败的结局
,

使日本未能完全达到它原定的战

略企图
。

长城抗战是南京政府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局部

抗战
, “

一面抵抗
,

一面交涉
”

的政策得到了全面的实施
, “

消

极抵抗
,

积极谋和
”

依然是南京政府指导长城抗战的根本方针
。

与淞沪抗战不同的是
,

南京当局完全掌握了战争的领导权
,

不再

存在上次那样两种不同方针之间的矛盾 和斗争
。

在长城抗战中
,

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指挥全军作战
,

实行消极抵

抗和单纯防御的指导方针 , 同时以黄郭为北平政整会首脑
,

负责

对日交涉谈判
,

积极谋求停战议和
。

何
、

黄直接秉承蒋
、

汪的旨

意
,

互相配合
,

共同的 目标是在不正式承认
“

满洲国
”

和保全平

津的条件下
,

尽快与日本达成妥协
,

结束战争
。

在战事发展过程

中
, “

抵抗
”

日益趋向消极和被动
,

/

而
“

交涉
” 、 “

求和
”

则日益

走向积极和活跃
。

到长城抗战的后期
,

何应钦为首的北平军分会



甚至 已根本不再组织有效的对敌作战
,

而把希望完全寄托于黄郭

的秘密谋和活动之上
。 “

消极抵抗
”

走到了尽头
, “

积极谋和
”

导致了接受城下之盟—
《塘沽协定 》 ,

而铸成了中国抗 战史上

的奇耻大辱
。

长城抗战的军事战略是与南京政府的上述消极抵抗的指导方

针相适应的
,

贯彻了一条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
。

如果说南京政府

指导局部抗战的单纯防御战略在淞沪抗战中尚未得到全面贯彻
,

那么它在长城抗战中则得到 了全面的实施
。

在这次抗战期间
,

南

京政府的军事力量的基本方面仍然置于
“

剿共
”

战场
,

但参加长

城作战的中国军 队在数量上仍达到了日军和伪军总数 的 三 倍 以

上
,

若能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和主动
、

灵活的作战方针
,

则完全有

可能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

至少不致于出现一败涂地
、

全线溃退 的

结局
。

蒋介石
、

何应钦在长城战役中采取了分兵把口
、

死守据点
、

消极防守和以阵地阻击战为主体的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
。

中国军

队三
、

四十个师被北平军分会分散配置于从榆关到察东的∋ %% 多公

里长的战线上
,
分兵于长城线上数十个关隘

,
企图依靠古老的长

城打一场阵地战
,
挡住 日军的进攻

。

数十万军队大部被动地陷于

冀察热边境的长城战壕和关隘道上
,

以劣势装备与在火力上 占压

倒优势的敌军拼消耗
,

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

分兵防守和阵

地战的错误方针
,

使自己完全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

导致中国军队每每作战失利
。

时任陆军大学校长
、

主张积极抗战

的军事家杨杰有鉴于此
,

曾向蒋介石
、

何应钦提出在密云地区集

中兵力
,

诱敌深入
,

利用有利地形
,

从敌之翼侧发动进攻
,

各个

击破敌军的正确建议
,

但却遭到了蒋
、

何的否定
,

因为这个建议

无论是在政治上或在军事上都不符合
“

消极抵抗
,

积极求和
”

的

指导方针
。

但是
,
应当看到

,

南京政府对局部抗战的指导方针后来曾发

生了变化
。

绥远抗战正反映了这一变化
。

绥远抗战发生在南京政府



的内外政策产生若干变化
,

对 日态度趋 向强硬的时候
,

其指导方

针己与长城抗战时有很大不同
。

绥远抗战的胜 利
,

正是南京政府

对局部抗战指导方针发生变化的结果
。

从长城抗战到绥远抗战
,

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中日民族矛盾在华北事变后进一步

激化
,

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 高潮随之在全国

范围掀起
,

国内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着重新调整的

过程
。

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在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对

日作战协定的政策
,

于 ! ∀ ∋年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策略路线
,

并确立 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 日民族战争转变

的 任务
。

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开始 出现新的动向
,

! ∀ ∋年冬蒋介石

在国民党
“五大

”

提出对 日抗战的
“

最后关头
”

说
,

翌年夏在五

届二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对
“

最后关头
”

作了界定
,

表明对日妥协

政策 已开始发生变化
。

虽然从根本上说
,

国民党尚未抛弃
“
攘外

必先安内
”

的政策
,
但

“

攘外
”

的比重显然是在增多
。 “

一面抵

抗
,
一面交涉

”

政策虽仍然维持着
,

但其立足点正在从
“

谋和
”

逐步转到抵抗上来
。

即一方面对于 日本今后可能发动 的武 装 侵

略
,

将予 以比前此坚决的抗击
,

同时在另一方面为避免立即与日本

全面开战
,

仍继续与日本进行
“调整 国交

”

的谈判
,
但在谈判中

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
,

在重大间题上不作任何让步
。

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的 ! ∀ &年下半年的绥远抗战
,

虽然仍属局

部抗战
,

但却具有淞沪
、

长城两次抗战未曾有过的新姿态
。

南京

政府的指导方针
,

此时已由
“

消极抵抗
,

积极谋和
”

转变为
“

积

极抵抗
,

以战迫和
” 。

当伪蒙军在日军指挥下向察北
、

绥东进攻

时
,
蒋介石虽然并不准备就此对 日军全面开战

,

只是求得把伪军

逐出绥察地域
,

达到局部性反击的胜 利
,

以军事上的胜 利迫使 日

伪停战议和
。

所以这仍是有限度的抵抗
,

但这种抵抗却是积极的

和坚决的
。

晋绥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在新形势下正倡导
“

守土

抗战
” ,

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日积极性
。

而绥远军政首脑傅作义的

抗日立场一向鲜明
,

伪军对绥境的侵夺
,

更使他决心坚决抗战到



底
。

这样
,

国民党中央当局和晋绥地方当局在绥远抗战问题上达

成了共识
,

形成了南京
、

山西
、

绥远三位一体的抗战军事格局
。

绥远抗战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有限度的积极抵抗
、

阎锡山的
“

守土

抗战
”

和傅作义的坚决抗战这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 产 物
,

而

其中傅作义的态度起了关键的作用
。

绥远抗战在作战方针上也表现了新的姿态
,

一扫三年前何应

钦在长城抗战时采取的单纯防御和阵地战的错误方针
,

而从敌我

双方的客观条件出发
,

扬我之长击敌之短
,

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和

运动战的作战方针
。

傅作义不采取分兵把守的方法
,

而是把主力

部队组成东
、

西两个突击集团
,

集中兵力前后分别使用于主攻方

向 , 在战略内线的态势下
,
采取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

,

集中优

势兵力攻敌一路 , 抛弃阵地抗击战方法
,
有计划地组织机动性很

高的速决的运动战役
。

这一正确的作战方针的实施
,

加以全军团

结一致
,
军民协力奋战

,

造成了局部抗战中绝无仅有的一个较大

规模战役的完全胜利
。

绥远抗战的胜利
,

标志着局部抗战中大规

模战役的结束
,

中国正在从局部抗战转向全国抗战的战场
。 。

五
、

局部抗战的历史地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夜

,

中国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局部

性抗 日战争
。

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
,

实事求是地对这六年局部抗

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
作出科

学的公正的评价
,
应当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需要认真 探 讨 的 课

题
。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
,

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
“
攘外必先

安内
”

政策的制约
,

我 国历次局部抗 日之战大都遭到了挫折和失

败
。

无可否认
,
局部扰战带有曲折性

、

片面性和局部性的历史特

点
。

从总体上说
,

局部抗战并没有
、

也不可能担负起战胜 日本帝国

主义
,

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 , 只有把局部扰战发展成为全国

抗战
,

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进行全国的全面的民族

解放战争
,

才能实现这个伟大任务
。

但是也应当指出
,

局部抗战



作为中国抗 日战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
,

也是民族抗战事业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抗战历史上 自有它应有的不可抹煞的位置

。

+一 , 中国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
是反

法西斯战争序战的主要组成部分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历史 表

明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 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显著特点

,

是在这次世界大战全 面爆发之前
,
有一个时间很长的序战

。

在亚

洲
,
是中国首先开展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浸略的战争

。

在非洲
,
法

西斯意大利于 ! ∀ ∋年% 月发动了侵占阿比酉尼亚 +埃塞俄比亚 ,

的战争
,

阿比西尼亚人民举行了保卫民族独立的 自卫战争
。

在欧

洲
,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 支持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 反 革 命 势

力
, 于 ! ∀ &年)月发动了对西班牙民主政权的武装进攻

,

西 班 牙

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
,

进行了英勇的民 族 解 放 战

争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从 ! ∀ )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
,

而正式开

其端的
,

·

而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
、

阿比西尼 亚
、

西班牙等国

的反侵略的局部战争
, 则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早期发展阶

段 , 也就是反法西斯大战的序战
。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有世界意义的战争
。

局部抗战

既是为国家独立
、

民族自卫而战
,

同时也具有为遏制法西斯势力

在世界东方发展而战的意义
。

中国局部抗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中最早进行的战争
,

可以说
,

它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

揭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

在早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
,
中国的

局部抗战发动时间最早
,

战争的规模最大
, 坚持 的时间 也址长

,

对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也最 为有力
。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
,

中国的

局部抗战都称得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序战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

+ 二 ,局部抗战揭开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

是中国抗

日战争的序战
。

中国抗 日战争是 以局部抗战开其端的
。

九一八事变

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
,

标志着日本殖民地化中

国新阶段 的到来
。

从此
,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

为争取民

族独立而斗争
,

已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历史任务
。

抗日救亡则成为



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题
。

抗 日民族战争也就愈来愈成为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
,

局部抗战正是在上述历史潮

流中勃兴起来的民族 自卫战争
。

我国爱国军民在国难当头
、

民族危

机空前深重的历史关头
,

高举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
,

开辟了以民

族 自卫战争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 的伟大斗争
,

从而揭开了抗

日民族解放战争 的序幕
。

当然
,

局部抗战时期的对日战争还不具备全国规模
,

也未开辟

全 国战场
,

更不带战略决战的性质
。

当时
,

全 国抗日统二战线尚未

形成
,

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派军事力量还以主要力量在从事国内

战争
。

因此
,

局部抗战在抗日战争史上居于序战的地位
,

还不能

说那时已存在全国性的抗战了
。

有的论者认为
, “

九一八事变是

全 国抗战的开端
” ,

其根据是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战
, “

从区域

上 ,
东北

、

淞沪
、

华北占全国三分之一
,

不是局部 , 从参战者和

支持者看
,
包括中央军

、

地方军
、

游击队
、

民众武装
,

带有全国

性质
” 。

但征之客观历史过程
,

上述提法是不够准确的
。

因为在

事实上
,

‘

只是到了西安事变以后
,

在全国范 围内
, “

停止内战
,

一致抗 日
”

的政治军事格局才得以出现
,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

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 “

卢沟桥中国军 队的抗战
,

是中国全 国性抗

战的开始
。 ”

从此
,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

式形成
,

全 国抗战的局面终于到来了
。

应当指 出
,

说九一八事变

至 七七事变前 的局部抗战是抗 日战争的序战
,

并不会 贬 低 其 地

位
,

而是把它置于历史的本来地位
。

六年序战和八年全面抗战
,

构成为中国抗战的全部历史
,

但前后两段是各有其不同的地位和

意义的
。

只有把前后两段抗日战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

才能说明

中国抗日战争的总的进程
。

( 三 ) 局部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

在民族自卫的正义事业

毛泽东
∃

《为动 员一切力 且争取抗 战胜利而 斗争》
,

《毛泽东 选集》合订 本

!! 页
。

。



中作出了贡献
。

历次局部抗战的作战
,

其成败得失各不相同
,

但

它们都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给了 日本侵略者以打击
。

东北

义勇军的抗战
,

迟滞 日军的进攻
,

歼灭 了敌人的不少有生力量
,

延缓了日本侵略军对东北的占领
。

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的

游击战争
,

对于打击 日本在东北的殖 民统治
,

牵制和消耗日本的

军事
、

经济力量
,

滞阻关东军对关内的进攻
,

掩护苏联远东边疆

的安全
,

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

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虽然最后

都失败了
,
但日军在此两役中遭到的沉重打击

,

是甲午战争以来

从未有过的
。

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英勇抗击
,

日

军则会轻易地占领上海周围地区和长城 以南直至平津一带地域
。

察哈尔抗战收复了察北四县失地
,

歼灭伪军千余人
。

绥远抗战历

时∋个月
,

歼灭 和瓦解伪军 个师又 个旅
,

收复了内蒙古重镇百

灵庙等地
。

在评价局部抗战的历史作用时
,

对于国民党军 队进 行 的 局

部抗战还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
。

国民党当局领导的局 部 抗 战 诸

役
,

大都由于国民党军事主力集中于
“

剿共
”

战场而未参战
,

由于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对日妥协政策
,

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方针
,

对民众抗日运动的压制以及其他原因
,

而屡遭失败
。

但这些抗 日

之战
,

也是属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自卫的正义之战
,

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在作战中表现了献身为国的民族精神
。

此时

抗战行动虽是很不彻底
、

很不全面的
,

但它与民族投降主义是不

可同 日而语的
,

它是有利于民族自卫的战争事业
,

理所当然地要

在民族抗战史上占有其应有的地位
。

+四 , 局部抗战推动了民众抗 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

振奋了全

国人民的民族精神
。

局部抗战诸役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是中

国武装抗日的主要行动
,

为全国民心之所系
,

马占山
、

蔡廷揩
、

冯玉详
、

傅作义等等先后成为饮誉一时的抗日风云人物
,

而为全

国各界所崇敬
,

决非偶然
。

局部抗战的武装斗争和民众抗 日救亡

运动
,

是当时中国抗 日民族运动中两个主要潮流
, 两者之间的直



接联系
,
虽然由子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而常常被隔绝和阻断

,

但在事实上
,

却是息息相关
,

相互影响
, 互为推动的

。

六年的历

史发展表明
,
局部抗战中每一重大进展

,

都带来了民众救亡运动

的热潮
,

给了人民抗 日斗争以强
0

大的推动力
。

东北义勇军抗战曾

给了全国为抗 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的各界民众以极大的鼓舞
,

两者

汇成了抗日民族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

淞沪抗战一起
,

全国抗日救

亡运动的声势为之大振
,

新的热潮从而勃发
,

各界民众的民族精

神空前高昂起来
。

长城抗战和察哈尔抗战的熊熊战 火
,

促 使 从

淞沪抗战失败后一度趋于沉寂的民众救亡运动
,

又重 新 高 涨 起

来
,

终于形成为一个新的高潮
。

随着绥远抗战而掀起的全国援绥

运动
,

则成为七七事变前夜一次蔚为壮观的抗日救亡热潮
。

绥远

抗战的胜利
,

推动了自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救 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向

着更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
迎来了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

全

国范围的
“

停止内战
,

一致抗日
”

的新局面终于到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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