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四军与浙江省区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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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八年抗战中 ,浙江省区的抗战同全国的抗战一样 ,始终存

在着两支不同性质的抗日武装 ,即国民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抗日武装。浙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 ,就奔赴抗日前线 ,在敌后开展游

击战争 ,先后在浙东、浙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浙南游击根据地 ,所以 ,新四

军始终坚持了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浙江省区的抗战以 1941 年 4 月的宁绍战

役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如果说在第一个时期 ,抗日的战场主要是以国民

革命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的话 ,那么第二个时期 ,新四军就是浙江省区抗战

的主力 ,新四军所开辟的敌后战场也成为浙江省区抗战的主要战场 ;至于新

四军在浙江省区的反顽战役 ,是被迫的为自卫而战。即使在此情况下 ,新四

军仍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 ,对留在敌后的国民革命军和地方势力 ,争取合作

抗日 ,并取得了很大成功。

关键词 　新四军 　浙江抗战 　敌后游击战 　反顽战役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民族

共同进行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抗战中始终

存在着两支不同性质的抗日军队 ,即中国国民党控制的国民革命

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两支军队之所以出现 ,是

国共谈判中 ,蒋介石始终拒绝改组统帅部 ,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他

对自己军队的控制与指挥。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坚持对自己的军队

实行绝对领导。就是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 ,也仅仅是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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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民革命军的作战序列 ,国民党只能在战略上作某些规定 ,八路

军、新四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①

浙江省区的抗战中 ,也存在着两支不同性质的军队 ,本文试就

新四军与浙江省区抗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作一番考察 ,以阐明新

四军在浙江省区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新四军始终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早在七七事变前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

系情况下 ,从收集到的各种报刊资料中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 ,

提出红军与国民革命军携手抗日的主张。1937 年 3 月 ,闽浙边临

时省委和闽浙军区拟写了“快邮代电”投寄闽浙皖赣边区主任刘建

绪、福建省主席陈仪、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等 ,提议停止内战 ,一致抗

日。4 月 30 日 ,闽浙皖赣边区主任刘建绪在《浙瓯日报》上刊登

《紧要启事》,要求中共临时省委派人与其联系。5 月 7 日 ,浙江国

共地方当局在平阳举行了正式谈判 ,未能达成协议。八一三淞沪

抗战爆发后 ,于 8 月 24 日 ,双方又在温州举行了第二次谈判。经

双方长久讨论后 ,结果如下 :

　　11 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 ,并根据国军编制 ,待遇与

国军同 ;

21 闽浙红军在瑞安、平阳、泰顺三县边界 ,以峰门为中心

地点集中 ,集中时间限半个月 ;

31 红军集中时如遇到国军与地方军队攻击 ,则由四省主

任刘负责 ,如红军发生暴动 ,则由苏方 (指中共闽浙边临时省

委)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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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

51 一切政治问题 ,由双方中央解决。①

与此同时 ,红军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从报纸上得知国共和谈

的消息后 ,也向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县政府发出了《国共合作抗日

建议书》。9 月 19 日 ,双方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粟裕率部至平阳与刘英部会合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

日游击总队。12 月 1 日 ,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在温

州九柏园头成立 ,吴毓任主任。

10 月 2 日 ,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 ,将湘、赣、闽、粤、

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广东琼崖红军游

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军部于同

年 12 月 25 日在湖北汉口组建 ,并于 1938 年 1 月 6 日迁到江西南

昌 ,后又移驻皖南岩寺。叶挺任军长 ,项英任副军长 ,下属四个支

队。第一、二、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 ,第四

支队由长江以北鄂豫皖、豫南、鄂东北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同

时 ,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 ,

项英任军分会书记 ,陈毅任副书记。

1938 年 2 月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

改编为新四军一部。3 月上旬 ,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至平阳山

门 ,传达长江局及东南分局指示 :原红军挺进师改编为新四军一

部 ,开赴皖南 ;浙江地位重要 ,原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 ,留下一些人

继续坚持 ;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 ,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经刘、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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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意见 ,粟去皖南 ,刘留浙江。① 与此同时 ,经过与浙江当局谈判 ,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 同意对浙江开赴皖南的新四军给予军火及

军费补助 ,并允许在温州、丽水、平阳等地设立新四军通讯处、办事

处等机构。之后 ,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改为新四军

驻温州通讯处 ,在平阳水头街三桥堂成立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

处 ,在丽水城内高井巷成立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3 月 18 日 ,粟

裕率部 400 余人由平阳山门出发赴皖南 ,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

四团第三营 ,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4 月 ,浙南新兵连 60 多

人也赴皖南编入新四军。留下坚持的人员 ,在国民党统治区动员

民众抗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浙江省各级政

府机构、抗日群众团体 ,直接参加了正面战场的抗战。

1941 年 4 月 26 日 ,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中国沿海封锁作战

的大陆令。日本侵略军一面从浙江沿海登陆作战 ,一面突破钱塘

江、富春江防线 ,沿杭甬线、浙赣线侵犯。为时一月的宁绍战役 ,使

杭甬铁路两侧、杭州湾以南的浙东北部纵横 400 余里的地区 ,沦入

敌手。

中共中央根据浙江的上述形势 ,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指示

华中局增派武装部队 ,开展浙闽沿海游击战争 ,创建浙东敌后抗日

根据地。1941 年 5 月 ,中共浦东工委决定 ,由地下党组织从第三

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和伪军第十三师五十团中拉出一部分武

装 ,分批南渡杭州湾 ,向浙东三北地区 (镇海、余姚、慈溪)发展。浦

东武装主力从 5 月到 9 月 ,分批渡海南下到达三北地区 ,总计约

700 余人。他们背靠浦东 ,脚踏三北 ,建立了三北游击根据地。

三北游击根据地建立后 ,浙赣战役爆发 ,日本侵略军很快打通

了浙赣铁路全线 ,长期占据了浙赣线东段 ,并在宁波、绍兴和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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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恢复与增设据点。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

军部向浙东区党委指出 :日寇退守金兰后 ,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

发展的可能 ,应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

持游击的基础。据此 ,浙东区党委制定了“坚持三北 ,开辟四明”的

方针。1942 年 10 月 ,谭启龙、何克希率部挺进四明山区。1943 年

4 月 ,攻克日伪设在四明山的据点梁弄 ,成立了四明山总办事处 ,

中共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也进驻梁弄 ,至此 ,四明山抗日

根据地初步建立。

浙赣战役后 ,中共绍属特委在诸暨组织了“诸北八乡抗日自卫

大队”,抗击日本侵略军。1942 年 6 月 ,浙江军分会派出的南进支

队 ,越曹娥江 ,挺进会稽地区。南进支队与八乡抗日自卫队会合

后 ,开辟了会稽山游击根据地。义乌、金华、兰溪、浦江等县沦陷

后 ,中共金华特委在义乌组织了“钱南军别动支队第八大队”,在义

西开展游击战争 ,开辟了金义浦游击根据地。此外 ,上海浦东主力

武装南下三北地区后 ,余部坚持在浦东游击根据地。随着三北、四

明、会稽 (金义浦) 和浦东等地区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抗日民主政权

的建立 ,新四军军部于 1943 年 12 月 22 日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

正式组成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下属三、四、五支队 ,金萧支队 ,浦

东支队等。1944 年 1 月 15 日 ,在四明山茭湖村成立了浙东敌后

临时行政委员会 ,同时颁布了《施政纲领 (草案)》,至此 ,标志着浙

东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浙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达 2 万余平方公

里 ,人口达 400 余万 ,新四军浙东纵队由浦东渡海南来的 700 余

人 ,发展到 1 万余人。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 ,挺进师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但留下一部分

武装在浙南。抗战期间 ,日本侵略军三次侵占温州 ,前两次日军的

入侵属骚扰、掳掠性质。1944 年 9 月日军第三次入侵温州并占领

乐清县城 ,有久踞之势。中共中央对浙闽沿海地区的抗日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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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作了新的部署 ,要求中共浙东区党委根据可能程度 ,派武装部队

和干部“携带电台 ,相机挺进到平阳山区与龙跃会合 ,造成该区的

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 ,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 ,

力求蔓延式的发展 ,海岸线愈长愈好”。① 以此配合盟军在浙江登

陆作战。以后因抗日形势的发展 ,盟军没有在浙登陆 ,有的发展计

划也未实现。中共浙南特委在瓯北地区组建了永 (嘉)乐 (清)人民

抗日自卫游击总队 ,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这支 700 余人的

部队并未用新四军名义 ,也未列入新四军序列 ,然而一开始就在华

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 ,实际上是新四军所属之一部。

1944 年为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作战和迎接战略反攻 ,11

月 ,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1945 年 1 月成立了苏浙军区 ,统一了

浙江新四军的领导。2 月 5 日 ,在长兴槐坎温塘村召开庆祝苏浙

军区成立大会 ,“苏浙军区处于敌伪心脏 ———京、沪、杭三角地带 ,

滨于海 ,临以江 ,京沪、沪杭甬、苏嘉三铁路贯穿其间 ,公路河流四

通八达 ,这一解放区斗争的坚持和发展对反攻日寇实有甚大作

用”。② 苏浙军区的任务是在江南大发展 ,以便在战略反攻时配合

盟军登陆 ,“破敌、收京、入沪”。1945 年 8 月 ,苏浙军区动员一切

力量向日伪军进行广泛进攻。苏浙军区在浙西和苏南的反攻作战

中 ,光复了 10 座县城 ,拔除了 100 多个日伪据点 ,使北起京沪铁

路 ,南至安吉、孝丰 ,东起太湖 ,西迄宣芜公路的广大地区连成一

片 ,苏浙皖根据地人口达 370 多万。二纵即浙东纵队 ,也在 8 月

12 日发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对敌伪军通牒》③,《新浙东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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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千万倍的坚强起来 ,不放松一分钟一秒钟 ! 一切为执行朱总

司令的命令》的社论。① 在短短几天中 ,浙东纵队基本消灭盘踞在

四明、三北、会稽地区的日伪军 ,光复了浙东广大地区后 ,于 9 月底

奉命撤离浙东 ,开赴苏北。

八年抗日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始终站在抗日

的最前线。浙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 ,随后就离开浙南 ,奔赴抗日

前线。浙东沦陷后 ,华中局才指示浦东工委抽调武装部队分批南

渡杭州湾 ,向浙东发展。当日本侵略军第三次侵占温州、乐清 ,且

有久踞之势 ,中共浙南特委才在瓯北组建永 (加) 乐 (清) 人民抗日

自卫游击总队 ,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先后建立了浙东、浙

西抗日根据地和浙南游击根据地 ,且均是在日本侵略军占据的区

域建立起来的。所以 ,新四军始终坚持了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二 　新四军是浙江省抗战第二时期的抗战主力

浙江省区的抗战以 1941 年 4 月的宁绍战役为界分为两个时

期。第一个时期从 1937 年 8 月笕桥上空的“八一四”中日空战至

1941 年 4 月的宁绍战役。第二个时期从宁绍战役至 1945 年 9 月

6 日的富阳宋殿村的受降。

在第一个时期抗日的战场主要是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正面

战场。杭、嘉、湖沦陷过程中 ,浙江军民奋起抗战 ,对日军的进攻进

行节节阻击。主要阻击战有金山卫阻击战、嘉善阻击战、吴兴城郊

阻击战、大松岭阻击战和天目山阻击战 ,统称为浙西阻击战。浙江

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已开赴皖南 ,在浙江的共产党人 ,一是在沦陷

区帮助群众自发的游击武装 ,配合正规军或独立自主的抗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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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军 ;二是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初期浙江党的统

战工作 ,在全国除武汉方面以外 ,是做得最好的 ,尤其当时的政工

队有了很大的作用”。① 直到 1941 年 4 月 ,日本发动了宁绍战役 ,

才全面打破了浙江隔江对峙的态势 ,浙江省区抗战进入一个新的

时期。

在第二个时期 ,浙江省抗日的战场是国民党领导的以国民革

命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以新四军为主体的浙东、

浙南和浙西的敌后战场。在正面战场上 ,此后主要是 1942 年的浙

赣战役。浙赣战役后 ,浙江正面战场上基本没有大的战事。只是

在 1944 年 4 月至 12 月的豫湘桂战役期间 ,侵浙日军在浙赣铁路

东段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牵制性作战 ,史称第二次浙赣战役。宁绍

战役、浙赣战役后 ,浙东、浙西南广大地区沦陷。日本侵略军在占

领区对浙江人民实行烧杀、残害、欺凌。新四军分批南渡、南下 ,向

敌后挺进 ,打击日伪 ,攻克日伪据点 ,收复大片国土 ,建立抗日根据

地或抗日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成为浙江省第二时期的抗日主力。

国民党当局攻击新四军只图自身发展的说法 ,是有悖历史事

实的。事实上新四军是在浙东沦陷后才进入浙江的 ,也是在浙江

抗击日伪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以浙东游击纵队为例 ,从 1941 年

渡海到浙东地区始 ,坚持抗日一直到胜利。据新华社浙东分社的

统计 ,“从 1941 年 5 月本军 (新四军) 前身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由

蒲东渡海来浙东到今年 (1945 年) 8 月底为止 ,大小战斗 643 次 ,克

服县城南汇、上虞两座 ,攻克梁弄、观海卫、周巷、庵东、鄞江桥、大

团、新场等大小据点 110 个 ,解放同胞 400 万 (四明 200 万 ,蒲东

100 万 ,金萧 100 万) ;毙伤敌官兵 610 名 ,俘敌顾问、军曹以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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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伤伪旅副、团长以下官兵 3062 名 ,俘伪团长、支队长以下 5504

人 ;缴获迫击炮 5 门 ,曲射炮 4 门半 ,手炮 1 门 ,土炮 29 门 ,重机 25

挺 ,轻机 176 挺 ,手提司 15 支 ,掷弹筒 25 只 ,枪榴弹筒 28 只 ,冲锋

式轻机 1 挺 ,步马枪 6635 支 ,短枪 174 支 ,机步子弹 384599 发 ,手

榴弹 2610 枚 ,无线电 6 架 ,战马 13 匹 ,千磅炸弹 50 枚 ,刺刀 290

把 ,其他军用品物资无计”。① 其中几次重要的战斗列举如下 :

1941 年 6 月 18 日、25 日 ,南下的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 ,在“宗

德指挥部第三大队”配合下 ,于相公殿伏击日寇 ,两战两捷 ,打死打

伤日寇 16 名。

1942 年 10 月 8 日 ,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溪西部的杨葛殿与

日军激战 4 小时 ,毙伤日伪军近百人 ,其中打死日本侵略军 22 人。

同年 10 月 9 日 ,五支队在姚北的竹山岙 ,伏击了“扫荡”慈溪西部

地区的日军 ,毙伤日军 30 多人。同年 8 月 20 日 ,南进支队在诸暨

龙凤山、鸡笼山一带毙伤日军 30 多名 ,俘伪军 10 多人。10 月 14

日 ,义乌八大队在萧皇塘击毙日本侵略军 8 名。10 月 26 日 ,五支

队特务大队在慈北宓家埭、七三房一线 ,俘伪军营长以下官兵 200

多人。

1943 年 4 月 22 日至 23 日 ,谭启龙、何克希率部 ,经过 17 个

小时的激战 ,攻克日伪驻在四明山的据点梁弄 ,毙伤俘伪军 80 多

人。4 月 23 日 ,五支队在三北的万岙伏击战中 ,歼灭日军 30 多

人。同年 3 月 28 日 ,浦东支队在北宋宅与日伪军激战 3 小时 ,粉

碎日伪军五路包围 ,毙伤日伪军 50 余名。8 月 22 日 ,浦东支队在

朱家店伏击从周浦出扰的日寇 ,毙敌 23 人 ,在追击中又击毙日军

13 人。

1944 年 5 月 9 日 ,金萧支队在义乌吴店伏击日军 ,毙敌 2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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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5 月 27 日 ,金萧支队又在诸暨墨城坞 ,击溃伪军两个团的进

攻 ,毙伤伪军 200 余人。8 月 25 日 ,海防大队在舟山的大鱼山战

斗中 ,毙伤日伪军 70 多人。

1944 年 ,苏军攻入德国境内 ,美军海上作战节节胜利 ,第二次

世界大战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4 年 8 月 3 日 ,中共中央电

示华中局 :“使游击战争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京沪线

两侧 ,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① 从中

国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 ,江北新四军主力南

下会同苏南十六旅 ,通过浙西 ,使苏浙皖区和浙东根据地连成一

片 ,然后再向浙闽沿海发展 ,以配合盟军的登陆作战。8 月 23 日

至 25 日 ,十六旅在太湖西南岸长兴、宜兴间 30 公里的战线上发起

了历时 3 天的长兴战役。拔除日伪据点 13 个 ,摧毁敌堡 60 座 ,毙

伤日伪军 110 多人 ,俘伪团长以下 420 余人。此役 ,收复国土 400

平方公里 ,解放人口 6 万。此后 ,又迫使日伪军撤出鸿桥、上萃桥、

李家巷、胥仓桥、钮店桥等 12 个据点。1944 年 ,十六旅在苏浙皖

地区对日伪作战 1242 次 ,攻克日伪据点 80 多处 ,毙伤俘日伪

6723 人。为迎接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44 年 12 月 26 日 ,粟裕率新四军军部、三旅七十四团、特务

一团、四团共 7000 余人及 300 多地方干部渡江南下。1945 年 1

月 6 日抵浙江长兴槐坎 ,与十六旅会师。1 月 13 日 ,成立苏浙军

区。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过程中 ,沿途打击日伪军 ,攻克日伪据

点 ,也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挠。1945 年苏浙军区组成浙西区党委

和行政公署 ,标志着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此时 ,德国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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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投降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也为时不远了。新四军苏

浙军区所属各纵队 ,积极开展对日反攻作战。特别是毛泽东发表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以后 ,新四军军长陈毅任命了江苏、浙江、安

徽三省省主席和南京、上海两特别市市长。苏浙军区奉命作了具

体部署。鉴于日伪顽合流的形势 ,陈毅电示苏浙军区 ,停止向大城

市进攻 ,就地向四周发展 ,攻打日伪占领的县城和据点。苏浙军区

对日伪反攻作战中 ,在浙西和苏南解放了长兴、安吉、郎溪、广德、

金坛、溧阳、溧水、高淳、句容、宣城等 10 座县城 ,使北起京沪铁路 ,

南至孝丰 ,东至太湖西南岸 ,西至宜 (兴)芜 (湖)公路以北的广大地

区连成一片 ,人口达 370 多万。浙西抗日根据地建成于抗日战争

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 ,新四军发展东南 ,是收复京、沪、杭的战

略基地。

事实证明 ,新四军挺进浙江 ,坚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是浙江

省区第二个时期抗战的主力 ,新四军所开辟的敌后战场也成为浙

江省区抗战的主要战场。

三 　新四军在浙江省区抗战中的反顽战役

众所周知 ,新四军在浙江省区的抗战中 ,在浙东、浙西进行了

几次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军事进攻的反顽战役。尤其是浙西天目

山三次反顽战役 ,其规模之大 ,战争之激烈为抗日战争中全国反顽

战役之最。

新四军的反顽战役 ,是被迫的为自卫而战。新四军渡海到三

北地区 ,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时候 ,日寇动

员上千兵力分三路对三北地区进行扫荡 ,企图消灭三北抗日武装。

国民党顽军却趁机袭击三北根据地的军政机关。三五支队在粉碎

日寇对三北根据地的扫荡以后 ,决定集中全部军事力量 ,给顽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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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性的打击。1942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5 日 ,在浙东进行了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 ,歼灭顽军大部 ,保卫了三北根据地。当以四

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 ,国民党顽固派调兵

遣将 ,积极部署反共战争。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接连发

出三次通电 ,呼吁制止内战 ,团结抗日。顽固派置若罔闻 ,继续进

攻。四明山根据地军民被迫奋起自卫。从 1943 年 11 月起持续了

8 个月的时间 ,取得了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抗战胜

利前夕 ,国民党顽固派对浙东抗日根据地再次发动大规模武装进

攻。此时 ,驻浙东的国民党田岫山部公开投敌。浙东游击纵队决

定发起讨田战役。当讨田战役取得胜利并乘胜解放了丰惠镇 (上

虞县城) 。国民党顽军却与伪军遥相呼应 ,向抗日根据地“进剿”,

限制根据地的扩大。浙东游击纵队奋起自卫还击。讨田战役和第

三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 ,使四明、三北、会稽三块根据地连成一

片 ,丰惠镇成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

浙西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 ,是新四军主力南下连歼日伪军、收

复大片国土、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发生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为阻止

新四军南下 ,限制新四军发展 ,向新四军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而新四军为巩固既得阵地 ,继续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 ,被迫起而自

卫。在半年时间里 ,连续发生三次反顽战役 ,且规模一次比一次

大。第一次 ,顽军集中 5 个团的兵力 ;第二次 ,顽军集中了 12 个团

的兵力 ;第三次 ,顽军集中了 28 个团的兵力 ,向新四军苏浙军区大

举进攻。浙西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顽军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

攻 ,坚持了孝丰、天目山、杭嘉湖敌后新区 ,为发展东南 ,准备战略

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浙东、浙西敌后战场接连大规模的军事摩擦 ,国共双方均遭重

大伤亡。四明地委书记陈洪、鄞江区委书记李敏和樟密区的徐婴

等中华儿女 ,不是牺牲在与日寇、伪军的作战中 ,而是牺牲在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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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刀枪下 ,使亲者痛 ,仇者快。在浙江敌后抗战中发生大规模军事

摩擦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全国的腹心地区 ,又是日伪侵略中国

的重点区域。浙东抗日根据地处于沪杭甬三角地带 ,又扼海上南

北交通的咽喉。浙西抗日根据地更是京、沪、杭三角地带 ,敌伪顽

三方在这里犬牙交错。因此 ,浙江敌后抗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三

角斗争特别尖锐激烈。而这一地带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向来

薄弱 ,浙江省区抗战的第一个时期 ,虽然杭嘉湖地区早在 1937 年

底沦陷 ,但是 ,该地区除了受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地方游击武装

外 ,新四军没有开赴浙西 ,建立浙西抗日根据地。当宁绍战役中浙

东沦陷后 ,新四军军部才派武装到浙东 ,建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

队 ,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 :“要使游击战争

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京沪线两侧 ,使沪杭两城及

沪杭线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① 接着 ,又指示 :“我

军为了准备反攻 ,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 ,对苏浙皖地区的工作应有

新发展的部署 ,特别是浙江工作 ,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苏南部

队 ,除巩固现有地区外 ,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 ,沿京杭国道

深入天目山 ,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② 根据中央

部署 ,新四军一师主力到达浙西 ,创建浙西抗日根据地。而顾祝同

认为新四军南下“其为害之烈 ,不在敌寇之下”,召开有关人员举行

绥靖会议 ,决定“对苏南采取攻势 ,皖南取守势”,“着二八军即以六

二师迅将该匪歼灭 ,并肃清广泗公路以南之匪 ,毋使坐大。否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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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将无立足余地”。① 国民党顽固势力是绝不允许新四军在浙西

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因此 ,新四军在浙江 ,始终处于两面作战 ,一

面与日伪的“清剿”、“扫荡”作战 ,一面与国民党顽军的“围剿”作

战。

第二 ,在浙江省区抗战的第二个时期 ,亦即创建浙东、浙西抗

日根据地时期 ,浙江地方的国共合作已经破裂。

在第一个时期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浙江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有生气、有特色、有成效。当浙江抗战进入第二时期 ,国共摩

擦愈演愈烈 ,在浙江省政府各级政权机构、团体、报社、军队中工作

的共产党员被迫相机退出。特别是在 1942 年 2 月 ,中共浙江省委

机关在温州遭到破坏 ,省委书记刘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并在 5 月

间在永康被杀害。从此 ,浙江地方的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当新四

军进入浙江开辟敌后战场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时 ,国民党当局百

般阻挠 ,并命令驻浙江地方的顽军进行阻击、围剿 ,也就必然的爆

发大规模的反顽自卫战争。

在浙东、浙西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中 ,新四军仍坚持统一战线的

政策 ,对留在敌后的国民革命军和地方势力 ,争取合作抗日 ,并取

得了很大成功。

(作者金普森 ,1932 年生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53·

新四军与浙江省区抗战

① 摘自《第廿八军在浙江长兴境内反共作战详报》,转引自《浙西抗日根据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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