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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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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
重庆成立，周恩来为书记（1943年 6月
改由董必武主持工作），负责领导南方
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及海外党
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
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
刊社等公开机构。南方局坚持贯彻抗
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广泛开展统战
等各方面工作。

◆1月 17日—2月 4日 陕 甘 宁
边 区 参 议 会 召 开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会

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
纲领》等文件。林伯渠当选为边区
政府主席。

◆1月—3月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主力同冀南军区部队一起进行反“扫
荡”作战，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1
月至 4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会
合冀中军区部队，连续粉碎日、伪军多
次围攻。7月至 8月，晋冀豫抗日根据
地军民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反
击日军5万余人的大“扫荡”。

◆7月—8月 毛泽东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
提纲）》中的《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后改为《矛
盾论》）。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会议指出，必须坚持统
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
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
日的群众运动。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
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
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会议决
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亦
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
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
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 4.6万人。红军前敌总指挥
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
副总指挥。之后，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
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
军（简称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 1.03 万人。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8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组建新的领导机
关。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还成立（或重新
成立）了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
局、山东分局、长江沿岸委员会、长江局、东南分局、东
南局、中原局、华中局、南方局、南方工委、西南工委、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局、晋绥分局。

◆9月22日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
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
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形成。

◆9月25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取
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 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
可战胜”的神话。

◆9月 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即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1月至翌年1月曾称陕甘
宁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人

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
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
方。

◆10月—11月 八路军配合国民党
军队进行忻口战役，相继取得雁门关伏击
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胜利。

◆11月 八路军开始逐渐向敌后
实行战略展开。在中共地方组织配合
下，到 1938 年 10月，创建了晋察冀、
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
东等抗日根据地。

◆1月10日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
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这是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敌后第一个统一
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1月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
对外称“粤华公司”。广泛联系海外
华侨、港澳同胞和国际力量开展抗日
斗争。

◆2月—12月 新四军开进皖中、
皖南、苏南、豫东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3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 1938 年
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开始
时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

◆4月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粉
碎 3万余日军的九路围攻，歼敌 4000
余人，收复18座县城。

◆5月26日—6月3日 毛泽东作
《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指出：日本是
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
建弱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
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
义的；日本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
争，中国是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
争；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
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第一点决定了
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
不能速胜；后三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
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
国。《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
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扩
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
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
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正
确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党在抗
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
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进
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各项工
作迅速发展。

◆10月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全
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
相持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八路
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 1600 余
次，毙伤俘敌 5.4 万余人，八路军发展
到 15.6 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 2.5 万
人，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
达 5000 万以上。广州沦陷前后，周
恩来通过潘汉年等把上海、南京等沦
陷区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包括
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茅盾、柳亚
子、蔡元培等，转移到广州、香港。其
中部分留在香港，加强了香港文化界
的抗日救亡力量。

◆10月—12月 中共广东地方组
织团结和领导汉、黎、苗等各族人民建
立抗日游击队，开辟了华南敌后战
场。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实
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抗日的民族
政策，发展了大量少数民族抗日武
装。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积极参
加抗日救亡活动。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
年生，河南确山人。在东北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张贯
一。1932 年赴南满领导抗日武
装斗争时，改名杨靖宇。

1923年，杨靖宇进入开封纺
织染料工业学校学习，开始接受
马克思主义教育。1925年 6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 4月，杨靖宇领导了
确山农民起义。1928 年秋到开
封、洛阳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
作。1929年春赴东北，任中共抚

顺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

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积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2年秋，他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 32军南满

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市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
据地。1933年 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军第 1独立师师长兼
政治委员。1934年 4月联合 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
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
员。1936年 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 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7月
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
抗日战争。日伪军连遭打击后，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军事讨
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同时对杨靖宇悬赏缉捕。中共六届六
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
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40年 1月，他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最后只身与
敌周旋5昼夜，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
至弹尽，于1940年 2月 23日在吉林濛江县（今靖宇县）三道崴子
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杨靖宇生前和死后都受到了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
后，日军曾派叛徒向他劝降，杨靖宇说：“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
日本侵略者投降的！”他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胃里
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看到后无
不感到震撼。 新华社记者 翟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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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1903 年 10 月 4 日出
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
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在魏野畴、
李子洲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开
始学习马列思想，积极组织学生
运动。

1924 年，陕北建立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支部，刘志丹成为榆林中
学第一批团员。1925 年，榆林建
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刘志丹随后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组织指派
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6 年，刘志丹从黄埔军校
毕 业 后 ，随 军 参 加 北 伐 战 争 。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
作。1928年 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
员会主席。同年秋，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陕北工作，任中共陕北
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1931 年 10 月，刘志丹与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
任副总指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刘志丹
任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
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 26 军 42
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1935年 9月，任红 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
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 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
窑堡警备司令。

1936年 3月，刘志丹率红 28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
屡克敌军。4月 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 33
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
甘宁边区政府将保安县改名
为志丹县。

新华社记者 李浩

数风流人物

刘志丹：

人民的英雄

杨靖宇：

白山黑水铸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