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

机构沿革考析

钱听涛

　　近年来, 关于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机构的沿

革已有若干史料及考证文章发表, 特别是解放军总政组织部编篡

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一、二卷) , 其中对此

有较全面的记述。但综观已发表的史料,我感到还有一些疑点未说

清或有缺漏, 现再加疏理,写成此文, 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一　三大主力红军汇合后中革军委总部的组织状况

　　1936年 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12月 7日,中革军委主席团

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

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23人为中革军委委员, 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 7人组成中革军委主

席团, 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

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叶剑英为副总参谋

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这个中革军委总部实际上分为前后方两部分,即前敌总指挥

部和后方总部。

　　前敌总指挥部是在三大红军于 1936年 10月 21日全部会师

后于 10月 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了统一指挥而成立的。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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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 11月 26日, 中革

军委又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委。除

西路军外, 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 统归前总指

挥。” 不久宣布中革军委扩大组成的命令。西安事变发生后, 前总

奉命由庆阳、宁县、正宁一带南下至泾阳、三原、耀县一带, 总指挥

部驻三原县云阳镇;另一方面西路军告急, 中央决定抽调四方面军

留在河东的四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的二十八军、三十二军组成

援西军开赴镇原、固原地区,但 1937年 3月中旬西路军失败, 援西

军未再西进。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李达为参谋

长,刘晓(后为宋任穷)为政治部主任,统一由前总领导。3月 23日

至 31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

错误后, 4月 8日即由前总统一组织, 向包括援西军在内的全部野

战部队传达。 前总参谋长一职几经周折至 1937年 2月 18日始经

中革军委主席团批准, 调一军团军团长兼参谋长左权兼任,所遗一

军团军团长职由副军团长陈光代理。前总政治部主任一直由总政

副主任杨尚昆担任。直至七七事变前夕中央拟调杨尚昆去北方局

工作,方由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邓原职由罗荣桓接替)。

这时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已调援西军任司令员,副参谋长叶剑英西

安事变前即赴西安担任红军代表,协助周恩来工作。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1936年 12月即辗转出国疗伤,副主任杨尚昆迄在前总。因

此前敌总指挥部在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领导下, 实际

上担负起总部的任务。

　　后方机关原在保安, 1937年 1月 13日移驻延安。由参谋长张

云逸主持,不久中央决定张云逸到南方从事统战工作( 4月出发) ,

2月中央决定调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长萧动光接任军委参谋长,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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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后方参谋部(司令部)工作。 此外,在东征、西征时一直有后方

政治部组织, 中革军委扩大组成后,调罗荣桓担任后方政治部主任

(罗原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时已调红大学习, 是从红大调来任

此职)。不久,后方政治部主任改由原该部组织部长谭政担任。中

革军委 4月 11日通知前总:为了减少后方粮食负担和便于今后部

队的改编与训练, 决定将后方军委各单位约 2200人左右分批调前

方编入部队或分配到各部门工作。此后后方机关人数将减少。

　　由此可见,洛川会议前,前敌总指挥部实际上已起到中革军委

总部的作用。总政组织部所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

资料》第一卷,未将前敌总指挥部放在红军总部这一部分叙述,而

将其放在红一方面军部分, 仅将中革军委的后方总部放在红军总

部工作机构叙述(而且与第二章第六节第八目重复) ,这一点是否

值得商榷?

二　洛川会议后延安军委总部与八路军后方

留守处的组织状况

　　七七事变爆发后, 7 月 14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即发出《关于红

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 7月 22日至

27日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进行部署。待朱德、周恩来等 8月赴

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基本取得结果后, 8月 22日至 25 日即在洛川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会议结束,选出新的中央军委,以毛泽

东为书记(主席) ,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副主席) , 彭德怀、任弼

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为委员。红军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朱

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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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 邓小平为

副主任。除毛泽东留延安, 叶剑英仍在南京谈判外, 其余中央军委

成员均随八路军总指挥部陆续开赴山西前线。

　　留在后方的机关部队则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领导。原军委参

谋长萧劲光即留守处主任兼政委, 军委参谋部与后方留守处机关

这时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领导机关人数只有十几个。 以谭政

为主任的后方政治部也仍在延安。

　　这时南方游击队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已陆续开始, 山西前方

的战事在激烈进行。原有的后方机关不能适应这种形势, 必须健全

新的军委总部。

　　最早建立的是军委总政治部。1937年 10月 10日毛泽东、谭

政致任弼时、邓小平等电:军委总政治部已建立,主任任弼时(毛泽

东代理) , 副主任谭政, 即日开始办公。10月 16日军委作出“关于

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决定称: “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

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 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所有第

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

部队的政治工作, 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1938年 1

月 28日毛泽东、谭政致朱德等人电: 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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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 , 主任任弼时,副主任傅钟、谭政。

　　至于后方留守处的政治机关, 在谭政为主任的后方政治部逐

步建立为总政治部后, 也有一个建立的过程。1938年 2月28日毛

泽东、谭政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傅钟并转各师首长及政治部

电:“调莫文骅为后方政治部主任, 张际春为抗大政治部主任。”

这标志着新的后方政治部的建立,它与总政治部是上下级关系。

　　总政治部主任因任弼时 1938年 2月返延安奉调至共产国际

任中共代表,仍由毛泽东代理。直到王稼祥伤愈回国, 8月被任命

为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不再代理。

　　军委参谋部与后方留守处机关分设是在 1937年 12月。中央

电令当时担任中央驻新疆代表的滕代远回延安,滕代远 12月底回

延安以后,中央军委 1938年 1月 15日发电任命滕代远为军委参

谋长,同一电报还宣布由郭天明、曾希圣、王诤、黄春圃(江华)分任

军委一、二、三、四局的局长。 1月 18日军委关于《军委参谋部与

留守处工作人员配备》的电令中, “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

任兼河防指挥员。张元寿兼留守处供给处处长, 邱会作兼供给处副

处长; 孙毅之兼留守处卫生处处长,饶正锡兼卫生处副处长,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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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兼留守处卫生处政治委员;毕占春为留守处参谋处处长,曹里怀

为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 此电说明留守处的参谋处已分设,

其他属于后勤系统的处还是总部与后方留守处合在一起, 因此是

兼职。萧劲光以后也不再兼总参谋长。

三　八路军总部与前方总部的关系

　　蒋杰在《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若干史实的考证》 中认为“前总”

就是“八路军总部”,“前总”即“八路军前方总部”的简称。因为“八

路军总部”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 所以又可简称“集

总”。

　　自从 1937年 10月军委总政治部重建,毛泽东、谭政 1938年

1月 28日电报中即决定对外称八路军政治部, 依此类推,在延安

的军委总部对外也可称八路军总部,这样就有了前后方两个八路

军总部。对外讲,八路军总部与新四军军部( 1937年 12月正式成

立)均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 对内讲, 新四军军部则受延安的

八路军总部即军委总部领导。为了区别两个八路军总部, 如蒋杰的

文章所说,虽未发现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发出的成立“前总”的决

定和命令,也未查到以“前总”名义上报下发的文件, 但“前总”的名

称确实使用过。1938年 8月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稼祥

同志已回国, 担任军委工作及总政治部主任,兼代八路军政治部主

任,机关设延安,在前方者改为野战政治部。” 这就明确地区分了

前后方八路军政治部。如前所述,王稼祥担任总政主任后,毛泽东

不再代理。至于在延安的八路军政治部由王稼祥代理,我认为那是

因为对国民党而言,并未免去任弼时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名义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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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前方改用野战政治部名义后,主任也由原八路军政治部副

主任傅钟担任,并明确傅钟随总部行动,这个总部当然就是“前总”

了。至于前方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一直由副参谋长左权实际

负责,叶剑英在国统区,但参谋长名义未变。延安的总参谋部成立

后,滕代远任总参谋长。1939年 12月滕代远赴晋西北处理阎锡山

十二月事变, 一直到 1940年 5月中央命令滕代远到晋东南接罗瑞

卿抗大副校长职, 罗瑞卿接傅钟任野政主任,总参谋长由王若飞接

任。1942年 5月左权牺牲,在此以前,他一直是副参谋长。左权继

任人酝酿再三,至同年 7月 15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答复彭德

怀,“总部参谋长以滕(代远)为宜” ,因此滕代远到任时即是正

职。至于延安总参谋部, 皖南事变后1941年 2月叶剑英调回延安,

接替王若飞为总参谋长。前总参谋长名义上也仍是叶剑英,直至

1942年 7月滕代远任前总参谋长, 叶剑英才免去此职。

　　综上所述,要分清前后方两个八路军总部的关系,关键是弄清

在延安建立中央军委总部机关是在 1937年 10月至 12月间陆续

建立的这一过程。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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