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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

藏展陈着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多个版

本。这是一篇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纲领

性文献，一经发表即受到全中国社会各

党派、各阶层民众以及海外人士的热烈

反响和高度评价。

一

1938 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

时刻，也是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紧

要关头，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和

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敏锐洞察力，于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

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

双方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对时代特点的

分析，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精辟地论

述了抗战的前途、历程和战略战术原则，

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

国的”科学结论，从而彻底地驳斥了“亡

国论”和“速胜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

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

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是一部伟大

的马列主义文献，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

军 事 理 论 的 杰 出 贡 献 。 全 文 共 120 小

节，论述了 21 个问题，包括持久战的三

个阶段、抗日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

本等内容。这篇文献进一步坚定了中国

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

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二

到 1938年 5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

人民十分渴望战争的胜利。可是，对于战

争的过程，以及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取

得胜利，不少人处于迷茫之中。更消极的

是，当时“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甚

嚣尘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对我

国坚持长期抗战将十分不利。因此，面对

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为了探求指导

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方略，毛泽东阅

读多种哲学和军事著作，进行理论研究，

与实践紧密结合，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

而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

为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阅读了

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只要在延安

能够找到的哲学书籍，他都认真进行研

读。因为他深知，在抗日战争中，社会上

之所以流传着许多错误的观点，是因为

人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因此，毛泽东阅读众多哲学书籍，增加知

识储备。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

生活》一书时，写下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在书眉和

空白处留下了上万字的批注；在读潘梓

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时，毛泽东更是一

气看完，专门撰文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

政治大学进行推荐，并重点探讨辩证法

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

题。对中国古代军事素有研究的毛泽东，

这 时 又 认 真 研 读 克 劳 塞 维 茨 的《战 争

论》，并在延安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采

取边读书边讨论的方法展开深入学习。

毛泽东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务求通过

研读《战争论》以及其他军事著作，把军

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这也是《战争

论》中的一些观点在毛泽东《论持久战》

中有所反映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的倡

导下，延安学术界曾掀起一阵翻译和学

习《战争论》的热潮。

《论持久战》通篇充满了辩证法和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它始终坚持从实际

出发，客观地、全面地研究和分析抗日战

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战争进程，始终着

眼于战争的全局，研究和分析敌我双方

存在的矛盾，以及造成这些矛盾的种种

因素，从而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走向，

即：“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

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

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三

1938 年 7 月，延安解放社印发单行

本《论 持 久 战》，各 根 据 地 官 兵 争 相 传

阅。当月，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

新华日报馆，相继出版铅印订正本。一

时间，《论持久战》供不应求，一扫国人心

中的迷茫。

《论持久战》不仅对八路军、新四军

的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

党及其军队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将其基本

精神向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了介绍。

傅作义等人深为赞赏，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武

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论持久战》

中所说的“抗日战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

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

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随后，经周恩来

的同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

将《论持久战》中所蕴含的思想“作为抗

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引起重大反

响。当时周恩来从武汉寄了一本给在香

港的宋庆龄，请她帮忙翻译成英文。读

完文章后的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

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

朋友、记者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

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

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版写了序言：“希

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

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

益。”《论持久战》在海外得到广泛关注和

高度评价，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国

际影响力。

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和

付出，通过深入研究，将丰富的革命战

争 实 践 经 验 升 华 为 高 度 的 理 论 概 括 ，

写出了正确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

践 的 光 辉 著 作 。《论 持 久 战》回 答 了 当

时 人 们 回 答 不 了 的 问 题 ，解 决 了 当 时

人 们 解 决 不 了 的 矛 盾 ，从 而 使 人 们 对

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中国的前途命

运 有 了 清 晰 的 认 识 ，也 大 大 提 高 了 全

国人民坚持抗战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和

信心。

一篇光辉文献的诞生与传播
■缪炳法

单行本《论持久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图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毛泽东哪首诗

词，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渔家傲·反第

一次大“围剿”》。

枪林弹雨，化为琅琅诗句。在毛泽东

的笔下，这首词定格了一个被朱德赞誉

为“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的历史画

面，成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生

动缩影。

行走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

主战场——江西省永丰县龙冈的崇山峻

岭之中，这首词的上阕自然回响在耳际：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

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

瓒。”短短五句，就形象地把龙冈的地理

环境和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喜悦之情表现了出来。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

战的胜利后，随即抽调 10 万兵力，组织

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企图在 3 至 6 个

月内消灭红军。这次“围剿”和以往有着

明显不同。过去，国民党军针对一省的

“进剿”和几省的“会剿”只是局部性的行

动；而这次是庞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统

一起来，重点对“朱毛”红军和中央革命

根据地进行“围剿”。可见，这次反“围

剿”的胜败，不仅关乎红一方面军的命

运，而且关乎红军全局，关乎中国革命的

前程。

为做好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斗准

备，17 日，毛泽东在峡江主持召开中共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史称“峡江

会议”），就红军的应战策略、行动方向和

根据地的工作展开讨论。

何长工曾在《井冈功业铭千载——

回顾毛泽东同志开辟和坚持井冈山革命

道路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写道：“在著名

的峡江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

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过

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

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

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地区。”

对 于 这 两 个 问 题 ，毛 泽 东 在 会 上

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

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

部去关门打狗。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绝

大 多 数 人 的 拥 护 ，但 仍 有 部 分 同 志 不

理解。

峡江会议只是揭开了东渡赣江的

前 奏 ，一 部 分 同 志 对 东 渡 赣 江 仍 心 存

疑 虑 。 为 等 待 一 部 分 同 志 的 真 正 觉

悟，毛泽东在会上没有急于作出决议，

而 是 按 原 定 计 划 ，率 部 继 续 向 袁 水 流

域进军。

25 日，毛泽东在罗坊主持召开了中

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

员会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继续

讨 论 在 峡 江 会 议 上 悬 而 未 决 的 问 题 。

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后正

调集军队向江西根据地推进，以及在全

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还远未

改变等情形，提出不应打南昌，主张红

军主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

地群众的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发现

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

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

中兵力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以粉

碎敌军的“围剿”。

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与会成员

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罗坊会议确立的“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军

事方针，是红军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没有“诱敌深入”

方针的确立，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

胜利，也不可能有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反

“围剿”的胜利。

恩格斯说得好：“最有效的防御仍

然 是 以 攻 势 来 进 行 的 积 极 防 御 ”。 在

获悉国民党军已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

根 据 地 进 行“ 围 剿 ”的 消 息 后 ，11 月 1

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发布命令，令

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

疲 惫 而 歼 灭 之 ”。 罗 坊 会 议 结 束 的 第

二 天 ，红 1 军 团 、红 3 军 团 即 分 别 从 南

北方面向巴邱、仁和进发，准备东渡赣

江。

但当时部分领导干部关于过不过江

意见不统一、作战决心有所动摇。彭德

怀在面对这个情况时，以“红军要打遍全

中国，不能搞地方主义”为号召，斩钉截

铁下定决心，为最终实现东渡赣江的作

战部署作出重要贡献。

1936 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

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红

3 军团一部分人要求红 3 军团从红军分

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

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

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94 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斗志昂扬

的红 1 军团和红 3 军团官兵，分别从峡江

巴邱、仁和一带东渡赣江，奔向第一次反

“围剿”的战场，以横扫千军之势，取得了

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此役，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

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取得了反

“围剿”的重大胜利，为粉碎敌人下一次

“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1931 年 2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

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他们在伟大

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

光荣的一页。”

在敌军即将发动第二次反“围剿”之

前，毛泽东完成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

“围剿”》：“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

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

下红旗乱。”在这里，毛泽东再发雄音，以

表第二次迎战之决心。

东渡赣江传捷报
■宋海峰

军史文苑

1948 年 3 月，西北野战军在陕西

宜川取得歼灭敌军近 3 万人的战绩，

一举扭转西北战场形势。敌军为确

保西安，急调驻守陇海铁路潼关至洛

阳段的第 5 兵团主力西援，洛阳仅留

青年军第 206 师驻守，洛阳以西、潼

关以东铁路沿线只有非正规军守备。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

西北野战军作战，并掩护晋冀鲁豫野

战军主力休整，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

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统一指挥华东

野战军第 3、第 8 纵队和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 4、第 9 纵队及太岳军区第 5

军分区部队，共 28 个团的兵力发起

洛阳战役。

洛阳地扼陕、晋、豫三省要冲，

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地势险要，易

守难攻，为历代兵家所必争。敌军

在此筑有永久性工事，以东门为例，

门外 100 多米的空地上设置了铁丝

网、壕沟等 15 道防御工事，城门外加

筑瓮城一道。此外，还有大量地堡

和梅花堡以地下坑道相连，各阵地

之间地雷遍布。但守军兵力薄弱，

青年军第 206 师既缺乏实战经验，又

处境孤立。

陈士榘、唐亮原考虑到敌军守城

兵力空虚、驰援力量较强、驰援时间

较久的特点，遂决心采取速战速决手

段，快速歼灭青年军第 206 师，拿下

洛 阳 。 我 军 部 署 是 ：以 第 3 纵 队 从

东、北两面包围洛阳，由东关、北关攻

城，重点置于东门；第 4 纵队从西、南

两面包围洛阳，由西关、南关攻城，重

点置于南门；第 8、第 9 纵队担任阻援

任务。

3 月 8 日，第 8 纵队袭占偃师，控

制嵩山隘路，第 9 纵队和太岳军区第

5 军分区部队袭占新安、渑池，分别

于洛阳东西两翼占领阻援阵地。9

日，攻城部队渡过伊河、洛河，完成对

洛阳的包围。11 日，未待全部肃清

外围守军，我军即发起总攻。

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第 3 纵队第

8 师第 22 团第 1 营第 1 连采取连续爆

破、连续突击或以云梯登城等方法

进行攻城，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在

纵深战斗中，连队官兵与敌开展激

烈 巷 战 。 指 导 员 王 跃 月 冲 在 最 前

面 ，冒 着 炮 火 的 重 重 覆 盖 冲 进 院

子。他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找

准时机将埋伏在窗口的关键火力点

机枪手击毙。同时，他利用院子狭

小的空间，寻找障碍物，示意战友进

行 火 力 掩 护 。 敌 军 火 力 逐 渐 被 压

制，王跃月带领官兵乘胜追击，歼灭

大量敌人。

副连长杨松昌带领一个排，采取

突然奔袭和强攻相结合的方法，向数

倍于己的敌人发起攻击，战士迅猛的

进攻打乱了敌军的阵脚。杨松昌见

状命令大家将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

一起向敌人扔去，机枪手随后对逃跑

的敌军进行扫射。敌军已无心再战，

向着敌长官公署逃去。杨松昌带领

战士一路追杀，直到敌长官公署附

近。最后俘敌 100 多人，我第 1 连官

兵士气大涨。

战士张德胜和李文瑞利用夜色

以及敌人夜晚警戒松懈时机，将地

堡周围铁丝以及障碍物秘密拆毁。

随后，两人用炸药包堵住敌人一个

大地堡的洞口。并将预先布设好的

炸药包引燃，瞬间将堡内的敌军消

灭。

第 4 班班长王玉德机智勇敢，凭

借着过硬的素质，提前对西院进行

勘察，趁着天黑，将炸药放在西院房

屋的周围。待到时机成熟，他起爆

炸药，房屋被大量摧毁，敌军伤亡惨

重。

与 此 同 时 ，战 士 胡 士 奎 等 人 主

动 请 缨 ，在 火 力 的 掩 护 下 ，潜 伏 到

敌 人 左 右 后 两 侧 并 对 敌 火 力 点 进

行 打 击 。 敌 军 腹 背 受 敌 ，溃 不 成

军 。 我 官 兵 最 终 俘 敌 副 团 长 以 下

百余人。

洛阳战役中，第 1 连官兵激战两

夜 ，歼 敌 1000 余 人 ，缴 获 大 量 战 利

品，为后续部队的进攻开辟了道路。

洛阳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挺进中

原以来对敌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发

起的攻坚战，歼国民党青年军第 206

师及保安团等部共 2 万余人，俘师长

邱行湘。

战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

部授予第 1 营第 1 连“人民英雄连”

荣誉称号。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

该连涌现出“爆破大王”马立训等百

余 名 英 模 人 物 ，并 获 得“ 突 击 模 范

班”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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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第 1 营第 1 连的“人民英雄连”荣誉奖

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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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1930年 11月——193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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