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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1月5日 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
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0 日，双方下达停
战令。

◆1月上旬 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
政府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等）和奉命来华

“调处”国共争端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后
曾由吉伦接替）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
国内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就恢复交通、
军队整编统编、东北停战等问题反复磋商，
达成部分协议。但由于国民党没有和谈诚
意，“三人会议”难以为继，6月下旬之后不
再活动。

◆1月10日—31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
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
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通过政府组织
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
案、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

◆5月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土地
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将全民族抗战时
期的减租减息改变为“耕者有其田”政策，并
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
本的历史任务。各解放区迅速开展土地改
革运动。

◆6月26日 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
政协协议，以 22 万人悍然进攻中原解放
区。其后，国民党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
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7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布《以自卫战
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党内指示。

◆8月6日 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说，反动派
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
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
我们代表进步。

◆11月2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
议，决定用“打倒蒋介石”作为最后解决国内
问题的方针。

◆12月30日 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
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举行示威
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由此掀
起。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
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
生运动。到 1947年 1月 10日，抗暴斗争扩
展到 14个省 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
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6年

◆2月 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共产党驻
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
代表全部撤回。3月上旬，共产党驻上述三
地人员分别撤回延安。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3月18日—19日 中央机关和陕甘
宁边区部队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此
前，3 月 13 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 25 万军
队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国
民党军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的重
点进攻。

◆3月29日—30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陕北清涧枣林沟召开，讨论中央机关行动
问题。不久，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由刘少
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
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
率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
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叶剑英、杨
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
统筹后方工作。

◆5月 1日 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
立，乌兰夫为政府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府。

◆5月20日 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学
生5000余名走上南京街头，举行“挽救教育
危机联合大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
等口号，遭到反动当局镇压。同日，北平
7000余名学生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
示威大游行（五二〇运动）。学生运动的高
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1947年，
全国 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 300余万工
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
和征税。在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以学生为
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
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

战线。
◆6月30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

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揭开战略进攻的
序幕。8月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
区。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
野战军一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9月，陈毅、
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铁路南
下，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打到外线，
布成“品”字形阵势。

◆7月17日—9月13日 全国土地会
议在河北建屏西柏坡（今属平山）召开。会
议由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 10日，中央批准发布。《中国土地法大
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
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
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大纲公
布后，解放区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热潮。

◆7月21日—23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
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战略
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财政金融
工作等问题。毛泽东提出计划用五年时间
（从 1946 年 7 月算起）解决同蒋介石斗争
的问题。

◆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
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
口号。

◆秋—翌年底 根据全国土地会议
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各解放区采取党内
党外结合等方法，普遍开展以“三查”（查
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
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基本内容的整
党运动，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
治上、组织上获得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
联系更加紧密。

◆8月9日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的声明。随后，朱德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中国
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8月 15日 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
《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
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重庆谈判）。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
协定）。

◆8月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解放战争
时期，中共中央还成立（或重新成立）了晋察冀中央
局、冀热辽分局、冀察热辽分局、东北局、北满分局、
西满分局、辽东（南满）分局、东满分局、华东局、华中
分局、华中工委、山东分局、鄂豫皖中央局、中原局、
豫皖苏分局、华中局、华北局、南方工委、重庆（南方）
局、南京局、上海分局、上海局、香港分局、华南分局；
西北局、晋绥分局的组织机构继续保持。

◆9月2日 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
日军 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
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9月 3日成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0月 25日，中
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 50年之
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
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
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
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
牲。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
万人；按 1937 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
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
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八
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 12.5万
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
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
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
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
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
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这为在取得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基础上，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胜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中国人民在抗
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
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
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
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9月 19日 中共中央提出“向
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强调
全党全军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
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力量并争
取控制东北。为此，派出 2万名干部
和 11 万人的军队进入东北，包括 10

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
◆9月21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
《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
示》。通过编组野战军或野战
兵团，从组织体制上完成了由
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我希望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贡献我的一切”……今年 4
月初起，叶挺将军纪念园首次
集中展出叶挺 12 封家书信件
手札，让所有参观者感动。

叶挺原名叶为询，1896年
出身于广东惠州农家，启蒙老
师陈敬如为其改名“叶挺”，意
为“人要上行、叶要上挺”，有挺
身而出、拯救中华之期冀。

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
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
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

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长信，抒发“振污世，起衰弱”之志。
1924年，叶挺前往苏联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叶挺任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后改任独立团团长，参加北伐战争。他
带领独立团进攸县、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
陷武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铁军”威名由此远播，“北伐名
将”享誉中外。

1927年 8月，南昌起义号角吹响，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同年
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成为首位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
败后，他漂泊海外。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叶挺亲自组建和领导新四军驰骋大
江南北，再展“铁军”雄风。1940年，叶挺率部取得反扫荡重大
胜利，被各界称为“中华民族的干城”。

1941年，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叶挺谈判时被非法扣押，被囚
5年多，叶挺不惧国民党威逼利诱，写信表示“个人之操守至死不
可变”；并作《囚歌》明志，誓言“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 年 3月，叶挺终于获释。出狱后第二天即致电党中
央，希望重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复电，决定接受叶挺重新
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 8日，因飞机失事，叶挺在山西兴县黑茶
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叶挺将军纪念园内，策马奋战、铁骨铮铮的将军雕像静静
矗立，守望着祖国大好河山；铿锵有力的入党宣誓、饱含深情的
家书朗诵、满腔热血的青春歌咏常常萦回于此。

新华社记者 丁乐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
一战》声明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离开
延安赴重庆谈判

1947年

数风流人物

叶挺：

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

“姐姐性格刚烈。她被敌人带
走时，特意把奶奶生前留给她的指
环摘下，取出手绢以及一个用完却
没扔弃的万金油盒交给了母亲。
母亲当时不解，事后才意识到，姐
姐既已把最珍视的东西留给亲人，
就是决意与敌人决战到底。”

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
内，66岁的刘继烈含泪向记者讲
述了74年前姐姐刘胡兰被捕的一
幕。彼时还未出生的他，幼时每
每听到母亲讲到姐姐遇害这一
幕，妈妈哭，他也哭。

1947年 1月 12日，因叛徒告密，刘胡兰被敌人杀害于文水
县云周西村，年仅15岁。

云周西村坐落在吕梁山下、汾河畔，1932年10月，刘胡兰出
生在当地一户农民家庭。当时，刘胡兰家对面是中共地下党的
一个“敌工站”，少年刘胡兰经常去听抗日故事，学唱抗日歌曲。

1942年，文水平川第一支儿童团在云周西村成立，10岁的
刘胡兰担任了儿童团团长。1945年 11月，刘胡兰参加县党组
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革命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1946年 6月
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她才14岁。

1947 年 1月 12 日，刘胡兰被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
在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
党！”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她以短暂的青春年华，
谱写出永生的篇章。

1947 年 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
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他汇报了
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8 个大字。
8月 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
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
党正式党员。

英雄已去，精神永存。
新华社记者 刘翔霄

刘胡兰：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