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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抗战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形势多么恶劣、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
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
行动，团结东北各阶层爱国群众，共同支
撑起东北救亡图存的希望，并取得最终的
胜利。

一、中国共产党吹响了
东北抗战的号角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关东军发
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日军
侵占东北的危机局面，国民政府一味忍耐
退让，命令军队执行“不抵抗命令”，仅仅
6 天就丢失了辽宁省的三分之二及吉林
省省城与铁路沿线城市。

危难之际，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冒着日
军搜查的危险，第一时间站到抗日斗争的
最前线。1931 年 9 月 19 日，在沈阳召开
常委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制定措施，当日
发表由赵毅敏连夜起草的《为日本帝国主
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 14 年
抗战史上、也是世界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
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正义宣言。

《宣言》痛斥了日本的强盗行为，指出这一
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为实现其

“大陆政策”，把“满蒙”变为它的殖民地所
采取的蓄意行动。《宣言》揭露了国民政府
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
的卖国妥协的实质，指出“只有工农兵劳
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
国”。

9 月 20 日，中共满洲省委又发表了
《为日本武装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
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9月 21日，中
共满洲省委再次召开全体紧急会议，作出

《关于日本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
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罪恶目的及反动本
质，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揭露国民党政
府对日本所采取的一贯妥协、退让的不抵
抗政策。9月 23日，中共满洲省委又作出

《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提出“党应加
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发动他们不让日
本军队缴械、反抗国民党长官之一切命令
的斗争”。

中共中央 9 月 20 日发表《中国共产
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
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公然对中国发动侵
略战争，揭露日本侵华的真相和国民党

“不抵抗主义”的本质。同一天，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共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

变”发表《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
早经预定的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
演”。22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
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示满
洲省委“加紧在满洲军队中的工作，组织
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
义以严重打击”。周恩来同志发表《日本
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
提出：“我们要领导与工农及一切被压迫
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
发表的一系列“抗日宣言”，犹如一声声反
击的号角，唤醒了陷入迷茫的东北民众，
鼓舞了濒临绝望的民族情绪，传达了中华
民族面对侵略绝不屈服的抗争精神，从此
开启了东北民众长达 14 年的前仆后继、
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二、中国共产党指明了
东北抗战的方向

1932 年底，随着义勇军主力相继移
至热河地区和退入苏联境内，以义勇军为
主导的东北抗战渐次沉寂，步入低潮。危
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挺身而出，开创
性地提出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
明了东北抗战的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中日民族
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
为次要矛盾，原有的“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脱离了客观实际，已显得不合时宜。中共
满洲省委在省委书记罗登贤的领导下，从
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始自觉地探索新
的统一战线模式，由于受全国革命环境的
影响，这种新的模式只能在原来的“下层
统一战线”的框架下去探索，也就是根据
东北不同于全国的特殊性对“下层统一战
线”进行一定的创新和补充，一种全新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模式开始孕育。

面 对 东 北 地 区 斗 争 的 特 殊 情 况 ，
1933 年 1 月 26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
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
信》，明确提出:“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计
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
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
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一二六指示信》说
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东北抗日斗争的
新形势，主动科学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开
创性地提出在东北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策略。《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后，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同其他抗日义勇军、抗
日山林队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在哈东、
吉东、东边道等地区先后建立起在中共领
导下的地区性的抗日联合组织。从此，中
国共产党逐渐担当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战
的重任，团结东北各民族、各阶层群众，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 年夏，华北危机日益加深。中
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听取了由东
北抗日前线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的代表们的报告。这些报告“详细汇报了
南满、东满、珠河、吉东、汤原等地的实际
情形”，代表团根据这些报告和其他的补
充材料，起草了《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
信》，即《六三指示信》。《六三指示信》分析
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总形势，提出坚持
长期抗战思想，重申扩大党的抗日统一战
线和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

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正式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
实行反帝统一战线策略。根据这一精神,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中国苏维埃
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
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
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
日,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
张。《八一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
的主张,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它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游击战场
上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八一宣言》提出建
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范围等主张，得到了中国东
北乃至全国民众的认可，从而开启了全民
族抗战的崭新局面。

在东北抗战走向低谷的关键时刻，中
国共产党以敢于担当的责任感，永不放弃
的坚韧品格，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根据
东北特殊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实
践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东北
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方向，并为全民族抗战
的爆发直至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好了
必要的理论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是东北
抗战永远不倒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红色游
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贯
穿了东北 14 年抗战，尤其是东北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提出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东北
抗战的领导核心，在东北抗战中起到了中
流砥柱的作用。

1931 年 10 月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
派遣 200多名优秀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
中参加领导工作。1932 年，派李兆麟等
到辽阳一带，派周保中、李延禄等去吉东
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军工作，派杨靖宇到磐
石整顿和发展游击队，派冯仲云去汤原创
建游击队。1933 年秋，派赵尚志到珠河
建立抗日武装。1932 年到 1933 年期间，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多支抗日游击队
在东北相继建立。

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虽然
仅仅是三十万义勇军中极小的一部分，有
些游击队成立之初甚至只有几十人，还要
向山林队、保安队借枪，但就是这支不起

眼的武装，在两年间其他义勇军纷纷溃败
的同时，却在一次次胜利中不断的壮大自
己，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一 二 六 指 示 信》的 指 导 下 ，到
1934 年，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地区已建
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与第
二军独立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绥
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
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等 7 支抗日
队伍，形成了大小 7 个抗日游击区。在此
基础上，反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推动了抗日
游击战争的发展，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多
次粉碎了日伪军的“讨伐”。东北人民革
命军的抗战严重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
东北的殖民统治，在义勇军溃败的情况
下，人民革命军力挽狂澜，寻机制敌、扰
敌、歼敌，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为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东北党组织于 1936 年 2 月发表《东
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在人民
革命军的基础上，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6 年至 1937 年，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
发展的时期。到七七事变时，东北抗日联
军已编成 10 个军、1 个独立师，共 3 万余
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 3 大游
击区，威胁着日伪统治，牵制了大量日伪
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斗争。

从 1939 年春开始，日伪统治者残忍
地推行“归屯并户”政策，切断了抗联与东
北群众的血肉联系，致使东北抗战形势逐
渐恶化。1942 年初，东北抗联主力部队
被迫转入苏联远东地区整训，整编为东北
抗日联军教导旅。抗联教导旅在苏联整
训期间，从未间断过对东北抗战的领导，
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东北腹地进行游击战。

为配合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远东方
面军对东北日军的总攻，抗联教导旅成员
也纷纷奔赴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
牡丹江等东北大城市，参与接收工作。全
军在一个多月中迅速扩充到 4 万人以
上 。 1945 年 9 月 ，中 共 中 央 东 北 局 成
立。同年 10 月 20 日，周保中、崔石泉等
同志向东北局移交了组织关系，东北抗日
联军及其前身至此完成了其长达 14 年的
伟大使命。

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前身东
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日本
侵略者的大后方，浴血奋战、艰苦斗争，涌
现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冷云等一批
抗日英烈，用生命书写了中华儿女为民族
解放运动不屈斗争的篇章。中国共产党
人这种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伟大爱国情
怀，犹如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在日伪长
达 14 年的黑暗统治下，激励着东北人民
不断战斗，直至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作者单位：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14年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高 洋

战争不仅仅是物质力量之间的比较，同时也是民族
意志、民族精神之间的较量。没有凝聚起强大的民族精
神，就不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
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
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
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
新的高度。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
的抗战精神。

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爱国情怀是
人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情感，是愿意为祖国奋斗献
身的价值取向。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人民的爱国
情怀被充分激发出来，举国上下用血肉筑起一座抵御侵
略者的钢铁长城。

二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
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而永不屈服的精神品质和高尚
追求。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无数中华儿
女奋起抗争、前赴后继，表现出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
高尚气节。

三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英雄气概是
为了祖国利益不惜流血牺牲的崇高精神。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军民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威胁义
无反顾，表现出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

四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必胜信念是
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心和顽强信念。中国人民
在持久抗战中顽强抗击敌人，最终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
侵略者，离不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培育的延安精神、
太行精神、抗联精神等，都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具体体现。
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抗日将领和英雄群体，都是发扬抗
战精神的杰出代表。

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
族精神。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抗战精神
推动了中国人民迅猛觉醒，促进了中国人民空前团结，
强化了中国人民不屈意志，坚定了中国人民必胜信念，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持续时间
长达 14 年，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精神作支撑，艰苦卓
绝的抗战不可能坚持这么久。正如我们国歌所唱“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所谓“新”，主要是说
这是一道民族精神长城。它是无形的，却坚不可摧、不
可逾越。这种强大的、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在抗战中
凝聚起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她成为指引中华民族
走向一个又一个成功、一个又一个辉煌的鲜艳旗帜。直
到今天，她也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激励着每一个中国
人，为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而奋进、前行、拼搏。

（新华社北京 8月 30日电）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
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回望屈辱和悲壮的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后的百
年间，世界列强几乎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尽管中国人民进行过一次又一次抵抗，但没有一次战
争不是以中国失败而结束的。抗日战争则不同，亿万
中华儿女逐步凝聚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举国御侮的
伟大力量，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
次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是一场促进民族觉醒和团结的战争。抗
日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气势震撼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心
灵，激发起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巨大能量，彰显出气
贯长虹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这种伟大的
民族觉醒和空前的民族团结，比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
行的历次抗争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广泛，从根本上决
定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
了中国自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屈辱地
位，一扫近百年屡战屡败的悲观阴霾，鼓舞着中国人
民走出灰暗的历史低谷，重新找回民族的自尊与自
信。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不但是战胜日本侵略者
的力量支撑，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是中华
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战争。从鸦片战争
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饱受列强欺压的
对象，不要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就连起码的
平等对话的资格都没有。抗日战争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
和解放创造了历史机遇。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国际
地位也随之提高。中国初步废除了各国通过对华不平等
条约攫取的许多特权，使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强加给
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重新确立了世界大国
地位。

抗日战争是一场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
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战争，
而且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深刻社会变革。在抗日战争
中，作为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
日，共赴国难，创造了团结御侮的光辉业绩。但国民党
统治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
肯放弃反共政策，不断强化独裁统治，逐渐失去了民
心。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广大民
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得到
了广大群众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
持。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发
生了重大改变，为新中国建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
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
民解放战争三年多就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
生。不久，新中国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踏上了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
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所有这些，归根到底就是由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
个历史转折、这个力量准备所造就的。中华民族走向复
兴的转折点，这是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历史意义所在。

（新华社北京 8月 30日电）

贵州举办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 学 术 研 讨 会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近日，

贵州省在镇远县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学
术研讨会。研讨会以“铭记历史、总结
经 验 、 缅 怀 先 烈 、 爱 党 爱 国 、 珍 爱 和
平、继往开来”为主题，参会专家学者
围绕贵州在抗战中的贡献、贵州抗战遗
址遗迹开发、贵州抗战精神的弘扬和培
育等进行了交流。

镇远县和平村旧址日前列入全国第二
批 10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和平村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政
部 第 二 俘 虏 收 容 所 的 别 称 ， 占 地 面 积
6422 平方米，是一组由高大土石围墙圈
围起来的建筑群。

抗战精神：

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

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新华社香港 8 月 30 日电 （记者张

晶） 30 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香港 14 队青少年制服
团队连同部分退伍军人机构，以“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
题，在香港尖沙咀举行纪念巡游。

上午 9 时 40 分许，巡游队伍聚集在
九龙公园罗马广场。虽然阴雨阵阵，但
这丝毫没有影响巡游队伍的昂扬斗志。
10 时左右，队伍从九龙公园罗马广场起
步，沿途经海防道、广东道、梳士巴利道
及弥敦道。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巡游队
伍精神饱满，队列整齐，引得不少游客和
香港本地人士纷纷加入巡游。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
华在巡游前致辞时表示，香港是抗日战
争中一个重要基地，自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日军侵华，中国人民开展了抗战，
香港一直支援内地同胞抵抗侵略。后来
香港沦陷，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
日子，年长一辈的市民对当年的艰苦岁
月仍然记忆犹新。

刘江华指出，今年特区政府将9月3日
定为公众假期及法定假日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一连串纪念活动也将同时举办。希望
香港青少年好好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珍
惜目前社会所享受的繁荣稳定，在和平发
展的道路上努力，开创美好的未来。

82 岁的老人黄立光是原东江纵队
港九独立大队的成员。虽然已是耄耋之
年，但他依然精神健旺，思路敏捷。“你别
看我现在是老人家，当年我可是港九大
队最小的‘小鬼’，10 岁就加入了。”他笑
着告诉记者。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正式成立于
1942 年，是一支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
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领导下
组成的游击队。香港沦陷期间，港九独
立大队始终坚持抵抗日军，为民族独立
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黄立光告诉记者，看到这么多孩子
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巡游，感到很欣
慰。他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希望他们能
更多地了解历史，明白战争的残酷，了解
抗战胜利的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的大三学生黄显中是
香港航空青年团的成员。参加这次巡
游 ，在 他 看 来 是“ 一 件 特 别 有 意 义 的
事”。他说，今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我
们在和平的今天缅怀先烈更有意义。没
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换不来我们这一
代人的幸福。

“记住历史才能更好地前行。我们
是香港的未来，要好好守护当下香港的
和平与繁荣，更要努力把香港建设得更
好。”他说。

香港举行巡游活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连 日 来 ，

全国各地的干

部群众来到狼

牙山五勇士纪

念 馆 缅 怀 先

烈。图为河北

省 保 定 市 白

沟新城国家税

务局党员干部

来 此 参 观 ，

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本报讯 记者周斌报道：“云南省德宏
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
抗日纪念活动”日前在云南省瑞丽市畹町
镇举行。抗战老兵代表、港澳台华侨及中
缅友好交流协会有关人士，海外侨团侨领，
南洋华侨机工后裔代表和数千名群众参加
了纪念活动。

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金表
示，举行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活
动是要牢记南洋华侨机工为中国人民抗
日 战 争 胜 利 建 立 的 不 可 磨 灭 的 历 史 功
绩，弘扬抗战精神，高扬爱国主义伟大
旗帜。

《南侨机工——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
战纪实》《南侨机工在德宏》《滇西烽火——
德宏抗战老兵采访录》等 3 种图书出版发
行及电视剧《南侨机工英雄传》首映仪式等
也在纪念活动后举行。

云南举行南洋华侨机工

回 国 抗 日 纪 念 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