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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会议

六届中央政治局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在陕北洛川

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

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

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

会议背景

（洛川会议旧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人

民战争路线。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并具体制定、

建立党领导抗战的纲领和政府，从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冯家

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

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以及各方面



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

荣桓、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等

22 人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经过

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他分析了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

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

关键在于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

战路线；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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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正面战场，

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

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

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等任务。



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和发言。毛泽

东作了会议总结。

会议结果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

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

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国共

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

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

徐向前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

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设立



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同时建立以周恩来为

书记的长江沿岸委员会。

8 月 25 日，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的命令。

会议意义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

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

敌入侵与推动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

级矛盾的关系。

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共产党在抗日

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

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

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第二次国共合作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概述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 年 8 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

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

的合法地位。这样，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正式建立。10 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

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

合作开始。



历史进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

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

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3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

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

战的协定。

三个条件即：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

（三）立即释放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

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

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

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

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

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

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1936 年 5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

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

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

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

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

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 6 项条件。



1937 年 2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

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

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

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

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

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

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

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

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

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

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17 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

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

事变），扬言 3 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

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 月 14 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

抗战声明书》。



8 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

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

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

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

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

赴华北抗日前线。

10 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

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

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 月 22 日，国民党

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

合法地位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

合作开始。



历史意义

1、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

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为中共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3、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使得外国列强

刮目相看。

4、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论持久战》的发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

上海、南京等地。一时间，对抗战失去信心者大肆宣



扬悲观失望的中国“亡国论”，严重扰乱抗战军心民

心。1937 年 9 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1938 年三四

月间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于是又有人高唱迅速

击败日本的中国“速胜论”，但就当时中日两军的实

际情况而言是不太现实的。

为彻底批驳“亡国论”“速胜论”，毛泽东决定

撰写一部关于抗战理论的著作，对全面抗战 10 个月来

的战争经历和经验做个总结性的概括与解释，回应全

国人民关于抗战前途、抗战策略、抗战方式的关切，

从而指明抗日战争的前进方向。

经过不分昼夜的反复修改，《论持久战》如及时雨般问世。

1938 年 5 月底 6 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长

篇讲演，有力地批驳了社会上弥漫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

误论调，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论持久战》明确指



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论持久战》科学

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

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中国必将从劣势到中日平衡再到占

据优势，而日本必将由优势到中日平衡再转向劣势。

《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

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再次说明

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体现了人民

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战

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

不仅指明了经过持久抗战中国人民必能取得最后胜利

的光明前景，而且提出了在战争中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通过持久战不断削弱日军优势、壮大和发展自己

的有生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抗战策略，大大增强了



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的纲领性文献，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论持久

战》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