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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投降斗争
闫亚平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

【摘要】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国内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形形色色的投降活动，分裂抗战

阵营，加剧了抗战的艰巨性。针对各种投降卖国活动，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巩

固和发展，挫败了投降主义的阴谋，为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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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期间的投降活动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全面抗战爆

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毅然拿起武器，

被迫进行抗战。

由于日本对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并精心准备以及国民

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等因素的影响，抗战初期，中国

军队虽顽强抵抗，但仍然丧失了大片领土。1937年11月，

日军占领上海，12月，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西迁重

庆。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以及大片国土的沦陷，国内一

些人开始动摇了抗战意志。其实，早在抗战初期，华北、

华中等地就开始出现了投降活动。1937年9月张家口就建

立了以于品卿为首的伪察南自治政府。10月中旬，大同

地区建立以夏恭为首的伪晋北自治政府。1937年12月，华

北地区成立以汤尔和、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1938年3月，汉奸梁鸿志等人在南京成立“中华民

国维新政府”。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以汪精卫

为代表的“低调俱乐部”，他们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

大乱”，积极酝对日“和平运动”。一时间，投降活动甚

嚣尘上。特别是1938年10月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

本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

辅”，刻意拉拢国民党政府放弃抗战，进行反共投降。在

日本的诱降政策下，1938年12月，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国

民参政会议长等职的汪精卫及其同伙公开叛国投敌，并于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将投降活动

推向了高峰。在随后的几年内，一些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

领也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而大批降日。抗战期间的投

降活动对中华民族的抗战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严重地削弱

了抗战力量，加剧了抗战的艰巨性和民族危亡的严峻性。

与此同时，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也发生分裂与投降的

危险。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

办法》，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掀

起了反共高潮，使抗日根据地发展和人民的抗战活动受到

了严重制约，加剧了抗战的严峻性。至此，投降、卖国与

反共结合了在一起。

二、中国共产党对投降活动的斗争
面对严峻的投降活动，如不加以反对，中国的抗战

就不能真正展开，势必将葬送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作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担负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责

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此予以坚决的反对，引导全党全

国人民认清投降实质、坚持团结抗战。

首先，在政策、理论上反对投降主义。早在抗战爆

发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敏锐地觉

察到抗战期间存在着投降的危险性，进而提醒全党防止抗

日战争中的投降活动。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

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共产党人

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愿同全国人民一道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

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1]公开亮明了自己反对投降、

妥协的态度。

在随后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也明确提

出：“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奸理论。”[2]第一次明

确提出了反投降的观点。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同英

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克服投降主义的办法，就是要

在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

投降运动，并断言投降主义是得不到群众的。[3]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提出：在党

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

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并就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关系进行

分析。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民族投

降主义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

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

的进步和转变。[4]毛泽东的报告为全党及时防止投降主义

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

1938年10月后，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和日本侵华政策



48

的调整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行为，投降、卖国与反

共结合了起来。为此，借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毛泽东专

门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他对抗战中存在的投降

活动的行为和表现进行了揭露、剖析和批判。他指出：

“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

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

摇，……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

“对此，他代表共产党提出：”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

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

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

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同时，针

对反共逆流，他号召“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

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

形势中投降是主要的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特

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反对投降和分

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

急任务。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

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5]

毛泽东关于《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是抗战期间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宣言书，它向全国、全

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分裂的鲜

明态度，对于指导全党抗战、全国人民抗战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坚

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

对倒退“三大口号。[6]事实证明，三大口号成为抗战期间

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坚持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

其次，在行动上坚决反对投降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反投降活动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是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出逃叛国，

1939年1月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发表谈话，指出汪

精卫的出逃是投降行为，并号召国人愤怒声讨汪精卫的投

敌行为。同日，《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声讨汪精卫叛国

的社论。第二天，该报再次在社论中号召国人对“民族

叛徒的仇恨和声讨。”并指出：“伟大的民族义愤应变

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和热烈的浪潮。”[7]1月5日，中共中央

向全党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中号召全党

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

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

分。”“在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

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以

“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8]

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主题之一就

是强化国民党，限制共产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

共、反共”的方针。五中全会的召开，表明国民党从抗战

初期的积极抗战开始转向消极抗战。配合国民党五中全会

精神，国民党开始消抗日，积极反共，在对日本实行妥协

政策的同时，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并先后制造了袭击八路

军、新四军的博山惨案、确山惨案、平江惨案等反共磨擦

事件和反共惨案，企图借此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一时，

分裂、投降活动进一步加剧。

为了克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投降行为，坚

持抗战到底，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

舆论上、群众上做好准备，对一切投降、叛变的阴谋和行

为予以坚决打击。1939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

级干部会议上号召全党：“同一切受国进步分子，一切爱

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群众）亲

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

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

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9]

根据这一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

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以及党领导的各抗日救亡团

体、报社、书店，以及各进步报刊杂志，纷纷召开大会，

发表通电，谈话或评论，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

绩，热情颂扬国共合作抗日的事迹、意义，强调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对于抵御日本侵略、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重大意

义，揭露投降派、反共分子的阴谋实质，动员各阶层人

民、抗战将士和爱国侨胞，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反对投

降、反对分裂的斗争。如《新华日报》在1939年7月7-12

日间出版了《“七·七”两周年纪念特刊》，全文发表了

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八路军全

体将士通电》以及毛泽东、洛浦、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

宋庆龄、李济深等人的文章，大力宣传团结抗战、反对妥

协投降，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延安、重庆等

地还举行悼念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把反汪、反投降斗

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6月下令

通缉汪精卫。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同日本签订了《日支新关系

调整纲要》的卖国协定。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主子的

导演下，汪逆等大小汉奸不顾国人反对，聚集南京，粉墨

登场，举行所谓的“还都南京”，公然成立伪“国民政

府”，使投降的闹剧达到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

又掀起和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面临着投降主义的严重挑战。

针对汪伪的卖国投降活动和顽固派的反共行为，毛

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指导全党把反投降斗争也推向了

一个新的高峰。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

会上发表演说中指出：“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顽固派两家

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我们共产党和全

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势力，抵抗一切

投降的倒退的势力，”“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

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

们。”[10]同时，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

决定》中也提出要 “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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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

派。”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各抗日根据地纷纷

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反投降反汉奸反摩擦的热潮。从1939

年底到1940年3月间，八路军先后打退了阎锡山对晋西北

的进攻，朱怀冰、石友三对太行、晋南的进攻，粉碎了顽

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把反投降斗争引向国统

区，教育广大人民认清投降分裂的实质，《新华日报》在

南方局领导下，相继发表了《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汪

派卖国条约！》、《反对汪逆伪“中央政权”》等反对汪

伪叛国行为的社论，引导国统区民众开展讨汪活动，湖

南、重庆等地各界民众掀起了反投降群众性活动，在全国

造成了极大的声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行为的蔓延。

中共的反投降斗争贯穿于抗战始终。1943年10月，毛

泽东仍然强调“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

和内战危险。”[11]1944年底，他又强调：“必须警惕投降

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12]在整个抗战期

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反投降、反分裂的大

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巩固地和

壮大，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

要基础。

三、中共反投降斗争的意义
抗战期间，中共发动的反投降斗争是中共进行抗战

的另一条战线，对于动员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确保抗

战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内投降活

动的猖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时、严正地揭露投降的

实质并对投降行为进行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各种公开的和

隐藏的投降行为，遏制了投降逆流，对各种隐藏的或潜在

的投降企图予以极大的警告和震撼，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

不战而降的企图。其次，中共发动的反投降斗争有力地维

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团结了

抗战力量，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战胜利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汪精卫的公开

降日，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行为也暗流涌动，特别是顽固

派的反共活动极为猖獗。面对这一局势，中共从抗战大局

出发，深刻揭露和打击统一战线中投降行为，如，在中共

领导反投降斗争的压力下，国民党集团不得不表示坚持抗

战、开出汪精卫的党籍、下令通缉汪精卫等做法，确保了

抗日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第三、中共的反投降斗争有

力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

为党和人民应付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争取抗战胜利和最

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重要基础。第四、抗

战期间中共反投降斗争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财富，它对于

我们今天应对国外反动势力的攻击、打击国内一小撮妄图

分裂祖国图谋以及维护祖国统一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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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4页）的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目前，秦皇

岛北戴河新区已经开始着手兴建“北京新城”，并计划建

设较大规模的养老服务机构，以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

养老服务事业。

四、尊重市场，开拓银色产业
老年人口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

基础之上，发展养老服务，开拓银色产业，对于促进社会

发展而言，无疑是有价值的。一是制定政策，支持养老服

务机构的建设。目前秦皇岛市区已经建成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有19所，可以为城区的老年人进行服务。但是就

全市来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不足的，其网点

的建设也没有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差别。充足的养老服务机

构是老年人生活保障的基础。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养老机

构，吸引民营企业加入到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中来。二是

发展以老年人为主导的养老产品消费市场。老年人的市场

需求巨大，这也是秦皇岛市经济发展的一次机遇。企业在

进行市场调查时要充分考虑这一情况，以便制定正确的

竞争战略，作出品牌，提高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

求。

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秦皇岛在

适宜养老的基础上，应该更加重视这一问题，以便做好准

备。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课题“秦皇岛

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研究”（编号：201401A326）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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