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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抗战初期的南调命令是国民党在发展和维护它的华中敌后利益 ,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利益

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抗战的新形势 ,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 ,

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 ,尤其因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以来共产党在华中采取攻势策略 ,国民

党更显缺乏心理和策略准备 ,南调命令最终在国民党内外重重阻力下不了了之。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它

在国共关系史上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皖南 ,国共都因为南调命令而发生了策略变化 ,两党由此不可

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 ,直至事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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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er of GMD for the N4A to go south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influences

from the autumn 1939 to the summer 1940

———A new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New Fourth Army Incident”

TANG Yu2bing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 ,China)

Abstract :It was in the early time of Chinaπ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when GMD developed and protected its interests in

the Central China behind the Japanese lines ,especially in the base area of Dabie Mountains ,that GMD issued the order for the

No14 detachment of N4A to go south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1Because of the nwe condition ,GMD actually had no more than im2
mediate and thorough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new policy and deploy against CCP after losing the military means of exterminating

CCP in great force1Furthermore ,since the new direc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n May ,CCP had taken the offensive strate2
gy in the central China ,which made GMD seem to be more lacking of mental and politic preparations1Thus the order ultimately

ended up with nothing definite before the obstruc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GMD1But all these did not mean that the order made no

any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MD and CCP1In the South Anhui , GMD and CCP both took new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order ,and from then on the conflicts began to accumulate until the New Fourth Army Incident broke out1
Key words :The order to go south ; GMD ;CCP ;the Central China ;New Fourth Army Incident

　　学术界对皖南事变已经做过相当多的研究 ,其中

许多研究都很深入 ,一些研究还因为种种争论而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看法。但是 ,目前研究者们更多的是从

1940 年夏国共两党划界谈判开始论述这段历史的背景

和过程的 ①,而对此前两党围绕华中问题的斗争情况 ,

或者不予重视 ,或者语焉不详 ,以至于对皖南事变起源

的解释缺乏更加深厚的历史基础 ; 而即便有许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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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战初期新四军的早期历史给予关注和研究 ①,也

未能从华中角度进一步挖掘其间潜伏下来的国共矛盾

对皖南事变起源的影响。基于这种学术史背景 ,本文

拟以 1939 年秋国民党的南调命令为中心 ,对抗战爆发

后直至 1940 年夏国共划界谈判之前 ,国共两党围绕华

中问题和新四军问题的斗争情况给予简略的说明 ,以

澄清这一段不为前人所重视的历史过程 ,并以此对皖

南事变的起源提供一种新的分析。

一、南调命令的由来

抗战期间 ,国共两党为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发展对

华中敌后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首先都将目标投放

到了华中地区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鄂豫皖边大别山地

区。“大别山毗连鄂、豫、皖三省 ,东可出津浦 ,西可出

平汉 ,南可下长江 ,北可出陇海 ,地形险要 ,且山之纵深

大”②,是华中地区的战略心脏。国共内战期间 ,这里

曾发展起共产党强大的红四方面军 ,后虽遭国民党军

队的围剿而被迫转移 ,但是仍然留有红 28 军和游击队

坚持活动 ,直到抗战爆发后才下山改编成新四军第四

支队全部离开大别山。但是即便在抗战的新形势下 ,

共产党人仍然没有忘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重新进入这

一地区发展。

1938 年初 ,共产党人估计日军攻取南京后 ,有可能

通过徐州会战而北上将主力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共产党

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 ,所以开始讨论八路军避免被

日军封锁于黄河以北地区而向黄河以南转移的问题。

尤其出于对国民党独立保卫武汉能力的怀疑 ,毛泽东

估计蒋介石容许八路军转入鄂豫皖边区的可能性“就

存在”③。这前后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

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已被要求派到河南“组织和领导鲁

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④。毛向彭表示准备转移时 ,

“最好是在鄂豫皖边”,他希望彭“大力发展该区工

作”⑤。即便徐州失守后日军转向华北及西北打游击

队及切断中苏交通暂时不可能 ,八路军再无急切必要

转移 ,毛仍然对鄂豫皖边区情有独钟。他判断河南将

很快落入敌手 ,随后日军必将进攻武汉 ,“那时候蒋介

石将同意我军南进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后方活动”,故

“第一二九、第一一五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不

过“未到适当时机 ,不应向蒋介石等提出这一点 ,只是

自己预作准备”⑥。待到武汉会战期间 ,毛则要周恩来

直接“向陈诚、白崇禧透漏此意 ,让蒋 (介石) 知道”⑦。

但是 ,国民党中央吸收华北经验和教训 ,显然不希望共

产党插足华中敌后地区 ,在桂系白崇禧提议下 ,国民党

中央于武汉失守前命令桂系廖磊率第 21 集团军等留

驻鄂豫皖大别山地区 ,完全杜绝了八路军合法转进鄂

豫皖边区的设想。

共产党人在迟迟得不到国民党的表示和应允的情

况下 ,转而被迫在大别山东边地区寻求发展。在南方

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立新四军的过程中 ,国共两党中央

达成的妥协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位于长江以北“出动津

浦、平汉战区”,“暂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

挥 ⑧。于是 1938 年 3、4 月间第四支队开到合肥以南的

舒城、庐江、桐城、巢县、无为一带 ,直至南京后方。这

就是位于大别山东边的皖中地区。

但是 ,第四支队开进皖中不久 ,徐州即于 5 月 19 日

失守 ,华中形势又发生了较大变化。新四军军部更重

视向东发展 ,曾于 21 日建议从皖中向东“挺进至滁县、

全椒、嘉山 (明光) 以南 ,巢县以北 ,定远以南”地区活

动 ⑨。而中共中央考虑到日军继续进攻 ,国民党会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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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共产党再次进入鄂豫皖边区 ,所以无意如此过早地

要求东进皖东 ,它在第二天首先强调的是“立刻成立鄂

豫皖省委”,以“领导津浦路以西 ,平汉路以东 ,浦信公

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而第四支队要“成为这一

区域的主力”①。此后日军从南京沿长江继续向西进

攻中国内地 ,舒城、桐城、潜山、怀宁、安庆等县城也于 6

月中旬相继沦陷 ,不仅皖东、皖中 ,而且皖西部分地区

也开始变成敌后。到 8 月上旬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

亭决定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同时向东、向西发展 ,即第

四支队第八团向寿县、合肥、全椒方向出动 ,到皖东发

展 ,而第七团向皖西方向的六安合肥公路和安庆合肥

公路全线出击 ②。不过向东是江淮平原和水网地区 ,

而向西则是大别山区 ,按照共产党人的基本观念 ,山地

游击战显然更具有吸引力 ,尤其到 10 月日军为集中兵

力攻武汉而主动撤出桐城、舒城、潜山后 ③,第四支队

向皖西大别山区发展的条件和空间更加扩大。

新四军第四支队确定以皖中为基础向西发展的方

针 ,势必再次触动国共两党在华中最为敏感的利益神

经 ,并与留驻大别山的桂系军队直接碰头。经过安徽

省政府主席廖磊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交涉 ,双方

达成新的协议 ,即第四支队退出皖西地区 ,划给皖东作

为新的游击区域 ,而皖中共产党人的地方游击队则由

廖磊“收编”,给予“江北游击纵队”的名义和经费 ,作为

皖东新四军和皖西桂军之间的缓冲地带。1939 年 1 月

7 日 ,新四军军部就此向中共中央汇报称 :“第四支队向

淮南即津浦路南段活动 ,限三个月内开拔完毕 ,只留一

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系”④。为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 ,新

四军军部于 3 月 29 日、30 日分别向两党中央请示 ,表

示为统一指挥皖东第四支队和皖中江北游击纵队的活

动 ,拟在江北成立“指挥部或者办事处”性质的野战领

导机构 ⑤。蒋介石当即复电同意 ,表示“准如所请”⑥。

在皖东达成地方协议的同时 ,前次按照毛泽东意

见到达豫南竹沟的彭雪枫 ,也根据华中形势多次提出

东进豫皖苏区的建议 ⑦。彭认为“豫皖苏地区广大”,

“除地形条件稍差以外 ,其余各种条件均极便于开展游

击”和“建立根据地”,“我军如有较大之武装活动于豫

皖苏边开展 ,前途当不可限量”⑧,中共中央据此开始

重新估计华中发展形势。周恩来提议新成立的中共中

央中原局“以靠近雪枫为宜”,并“把中心工作放到开展

豫东、皖北游击战争”⑨。毛泽东也认为“在豫皖苏地

区发展将来游击战争 ,创立根据地计划是很对的”,并

考虑八路军从东面秘密转入华中接应彭雪枫 ,决定八

路军第 115 师师部及其所属第 343 旅主力两个团“全部

去山东、淮北为适宜”�λυ 。1938 年 12 月 30 日 ,他就此通

知彭雪枫决调第 115 师“主力东向”,“拟分布豫胶济路

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λϖ 。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中央也就要求新四军军部综

合利用皖东地方协议的合法机会 ,以第四支队为基础

到皖东建立共产党在华中的中心力量和根据地。1939

年 4 月 21 日的指示称 :“我应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

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武装力量之领导

中心”,仅有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主持江北指挥部还不

够 ,“应有大将主持”,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或

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同时华北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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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一部在适当时机转移到华中”①。4 月 24 日 ,中

共中央书记处再次来电明确提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

地”的口号 ,并强调“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以

此作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②。

由于 5 月底斯大林已经改变对德政策 ,决意将战

争祸水西引 ,共产国际指示要警惕“现在有新的慕尼黑

协定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③。毛泽东从 6

月上旬开始提出为提防国民党乃至蒋介石叛变投降 ,

要在每省建立一个到几个根据地 ,保存精干 ,准备一切

都要自力更生 ,必要时打游击战争 ,华中共产党人更要

“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以为全国长期抗战

的枢纽地带”④。为此 ,华中共产党人需要从新的国

际、国内战略目标出发重新看待敌后战略的部署和意

义 ,他们要在大别山以西根本没有合法区域的鄂豫边

建立根据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 6 月 19 日发出新的指

示 ,要求鄂中应城县各游击队“立即编为新四军”,“勿

再迟延”;“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 ,是在于最短期内 ,

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

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 ,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

久摩擦之下 ,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 ,才有可能应付各

种事变”⑤。此后共产党人在鄂中公开打出了新四军

旗号 ,并会合豫南地方游击队 ,成立了以李先念为司令

员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

新行动。

共产党必欲仿照华北先例 ,分别在桂系大别山根

据地东西地区实施独立自主的根据地发展计划 ,给已

经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并准备向第五战区 ,尤其安徽敌

后各地全面渗透的桂系以极大的警觉 ,何况国民党中

央已经因为华北共产党问题而于 1939 年初召开了五

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随后又秘密颁发了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⑥,所以桂系从 4 月份开始对敌

后共产党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在安徽 ,廖磊开始向

蒋介石状告第四支队的所谓种种不法行为 ⑦;在鄂豫

边 ,桂系解散了国共合作的“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

会”,撤换了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信阳县县长 ,桂系正

规军还吞并了共产党领导的应山县抗日自卫团第 2 大

队杨威中队 ,并吃掉共产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拥有千

余人枪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等等。

到 7 月初 ,桂系进一步受到刺激。因为中共中央

自五月共产国际新指示以来 ,经过一个月的充分准备

和部署 ,已经在党内全面贯彻了新的政策 ,至 7 月 7 日

又以此为核心 ,向党外的社会各界发布了著名的《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⑧。

“七七宣言”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影响。桂系一方

面同情共产党反对中途对日妥协及东方慕尼黑阴谋的

主张 ,另一方面也认为这是“自西安事变以来 ,中共第

一次较前强硬力”,桂系断定“这一宣言要国民党

头”⑨。

8 月 23 日 ,廖磊向桂系领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

宗仁提出全面解决安徽境内共产党武装问题的新建

议。李于 27 日转呈蒋介石称 :“(一) 查新四军彭雪枫

部 ,在淮北扩大实力 ,不愿抗战 ,拟请电饬调归建制 ,在

指定游击区内活动。(二) 苏鲁豫游击支队彭鸣叶部 ,

不但漫无限制扩编 ,抑且缴枪勒款 ,无所不为 ,拟请调

宿箫 ,远出皖境 ,使归还易于指挥监督之地。(三) 新四

军拟成立第五支队 ,万恳不可批准 ,该部在江北者约万

余之众 ,若再增加一支队 ,将更加不可收拾。(四) 该军

由江南连运大量弹药过江北补充 ,若补充完毕 ,恐不但

不受指挥 ,将更扩充不已 ,拟请对该军械弹补充上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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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相当限制。”①廖、李意见有两点 :第一 ,皖东北 (淮

北)不是共产党游击区 ,那里的共产党游击队应“远出

皖境”;第二 ,皖东虽是第四支队合法游击区 ,但是也要

限制编制 ,并从军械弹药方面“予相当限制”。

接着 ,桂系开始在大别山根据地内部实施反共政

策。9 月 1 日 ,桂系驻鄂东一带的第 172 师两个团 ,配

合鄂东国民党地方团队 ,以行动自由、违抗命令为借

口 ,将由共产党湖北黄冈、浠水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立的

第 21 集团军独立游击第 5 大队“以匪论剿办”,第 5 大

队“损失颇大”,共产党人被枪杀“百人以上”②。随后

鄂东专员程汝怀、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呈请蒋介

石取消第 5 大队番号并继续追剿其余部。蒋于 13 日分

别致电何应钦、廖磊和严立三 ,批准取消了第 5 大队番

号 ,“准予备案”,并要廖磊“派队协剿”③。这就是鄂东

惨案。

鄂东惨案促使蒋介石进一步思考华中共产党问

题。他鉴于廖磊和李宗仁并未否定前次达成的皖东地

方协议 ,就将皖东正式划定为所有华中共产党军队 ,包

括皖东北、鄂中以及鄂东各地方游击队的游击区域。

为此 ,他连续两电新四军军长叶挺 ,命令皖东北彭雪

枫、鄂中李先念等部队迅速调至指定的“皖东防区”④。

中共中央对此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 ,只不过表示“在

目前还不能依从国民党的要求”,而需要进一步“争取

我军于将来不得已调动时的有利条件”⑤。

但是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蒋又放弃了此策

略。多半因为桂系随后改变态度 ,翻悔否定皖东地方

协议 ,转而想借助国民党中央的军政权威 ,要共产党全

部远出皖境 ,蒋才不得不跟随桂系改变态度 ,于 1939

年 9 月 17 日下达新的“筱辰令一亨电”,称新四军“原属

第三战区战斗序列 ,应在江南京芜村附近一带作战”,

并命令叶挺“迅将该军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作

战”⑥。9 月 20 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转发蒋电

给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称 :“奉委座筱辰令一亨电开 :‘据

李长官、严主席先后电称 :新四军在京山、应城、安陆各

县附近自由活动 ,诈抢勒款 ,宣传共产。等情。除令新

四军在江北活动之部队撤回江南京、芜附近该地区境

内担任作战 ,并电李长官、严主席取缔外 ,特电知照。’

等因。除电叶军长遵办具报外 ,希知照。”⑦

结合国民党的这两份电报 ,可以清楚地看出 ,蒋

“筱辰令一亨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几天前对共产党地

方抗日游击队如湖北新四军的态度 ,不再要求其调集

皖东 ,而是要求李宗仁和严立三予以“取缔”;另外对共

产党正规军第四支队 ,蒋则根据桂系利益 ,按照最初谈

判“暂归”第五战区指挥、而“原属第三战区战斗序列”

的历史理由 ,动用中央权威否认了皖东地方协议 ,命令

其悉数南调至第三战区内南京、芜湖一带对日作战。

取缔华中共产党地方游击队和南调新四军第四支

队 ,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政策后 ,

国民党中央首次正式提出自己的华中敌后共产党策

略。从其目标来看 ,它实际上是内战期间国民党华中

共产党策略的翻版 ,即必须从华中地区彻底驱逐或者

消灭之。不过 ,其涉及的利益内容和策略手段却在抗

战新形势下发生了较大变化。它是国民党的华中新利

益 ,即抗战初期华中敌后利益 ,尤其是桂系华中敌后利

益发展变化的结果。当桂系初入大别山 ,尚无力顾及

皖东、皖东北等深远敌后时 ,只是要求第四支队从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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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 (二) ,江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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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即军令部一厅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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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立三致蒋介石电》(1939 年 9 月 7 日) 、《严立三

致蒋介石电》(1939 年 9 月 10 日) 、《蒋介石复严立

三电》(1939 年 9 月 12 日) 、《蒋介石致廖磊电》

(1939 年 9 月 13 日)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9 年

9 月 13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

员会 :《新四军参考资料》(2)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54 —255 页。

《项英关于廖磊制造鄂东惨案情况致中共中央等

电》(1939 年 10 月 9 日) ,《新四军文献》(1) ,第 614

页。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呈报新四军彭雪枫部

在淮北扩大势力不顾抗战请调归建制在指定游击

区内活动电》(1939 年 8 月 27 日) ,《中华民国重要

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 (二) ,第 166

页。当时共产党在皖东北一带活动的游击力量主

要有从豫南东进的彭雪枫部、当地发展起来的武

装以及南下的八路军张爱萍部、彭明治部及八路

军陇海路南进支队。他们的具体发展情况参见徐

君华等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

社 2001 年版)相关章节。另外 ,新四军第五支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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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团扩编为一个新的第五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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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皖中向皖东撤退以远离大别山 ;而桂系一旦在大别

山站稳脚跟 ,并开始向皖东等深远敌后地区进行渗透

时 ,就借助于国民党中央的军政权威 ,翻悔否定了皖东

地方协议 ,要求第四支队全部南调远出皖境。而对华

中共产党地方游击队 ,国民党先也打算予以承认 ,随后

又根据在华中的全面利益 ,决心予以取缔。不过 ,国民

党并没有提出全面的实施计划 ,除了对共产党地方游

击队继续其一贯的各个取缔和剿办策略外 ,对共产党

正规军第四支队 ,则基于国共合作格局 ,希望其能够在

一纸调令下主动南移。同时 ,南调命令的提出 ,也与

1938 年 10 月桂系留驻大别山 ,尤其 1939 年 5 月共产国

际新指示之后 ,共产党华中敌后策略的变动相关。共

产党在华中敌后采取的攻势策略 ,是国民党炮制南调

命令和取缔策略的重要背景。

二、南调命令的实施

蒋介石不惮以统帅人格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

180 度地改变华中共产党政策 ,多半也是企图利用桂系

的积极态度 ,杜绝华中共产党根据地的出现 ,并进一步

笼络桂系 ,加强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基于这种心态 ,蒋

对南调命令的实施一度甚为积极。1939 年 11 月 8 日

他给军令部下达指示 ,再次要求对因为“擅自扩军”而

在华中各地出现的共产党地方游击队 ,尤其对那些未

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命令饬知者 ,“着视匪伪即立

予剿办 ,以遏乱萌”①。对新四军正规军 ,蒋则在一周

以后即 15 日再电安徽当局敦促执行南调。不过安徽

当局在未获悉桂系领袖的具体布置前 ,只是顺手推舟

将任务推给了蒋 ,他们在 18 日、20 日两次电蒋称“新四

军第四支队 ,现尚未有一兵一卒开回江南”,“尚乞明令

遵照钧令开过江南 ,归还建制为祷”②。蒋只得再次以

“明令”通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实施南调。11 月 22 日 ,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已经收到“令我江北部队开赴江南”

的明令电报 ③。

对于蒋的急切情绪 ,桂系并不以为然。至迟 12 月

7 日白崇禧已经直接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表示要

“以和平方法”压迫江北新四军过江 ④。桂系希望以和

平方法温和执行南调命令 ,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第一 ,

当时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都同时打进了广西 ,南宁争

夺战使桂系老巢受到严重打击 ,出于避免两面作战的

考虑 ,他们并不希望再与共产党新四军在安徽发生直

接的军事对抗 ;第二 ,1939 年 10 月 23 日廖磊突然病逝

后 ,安徽政局跌宕 ,尽管国民党中央很快任命李品仙为

安徽省政府主席 ⑤,但是李品仙直到 1940 年 1 月才到

任。在皖省政局还未稳定之前 ,桂系无意按照蒋令立

即动手。事实上在 1939 年 11 月份和 12 月份 ,安徽当

局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强迫新四军南调。

在桂系温和南调的这两个月时间里 ,鄂中、豫南共

产党游击队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冬季攻势 ,收复

“钟祥、仙桃镇及信阳东侧之谭河镇、黄龙寺等处”,“在

安陆、云梦、孝感、应城等地已获得政权 ,建立根据地”,

“给养完全解决”,部队人数“已达九千人”,并开始转入

对敌后国民党顽固武装的反攻 ,“准备争取礼山县 ,南

下大悟山 ,建立根据地”⑥。皖东方面 ,已经到达皖东

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反复考虑 ,最终认为在桂系

温和南调的情况下 ,共产党在皖东仍然可以“求得生根

与巩固”⑦。

李品仙于 1940 年 1 月初就任省政府主席后 ,并非

一开始就拿共产党是问 ,他首先向与国民党中央和共

产党关系都比较密切的皖东北专员盛子瑾开刀。李一

到任 ,就以省政府名义将盛子瑾调离皖东北 ,同时派马

馨亭赴泗县接事。盛子瑾与皖东北一带共产党张爱萍

部联合武力对抗李品仙的调令 ,结果张爱萍部等将马

馨亭赶出了皖东北。李在援军不能及时赶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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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除了“请令江苏省政府派队协剿”①外 ,就只能向

李宗仁倾诉说“皖东北今日局势已非个人问题 ,而为一

极严重之党派问题”②。中共中央中原局也明令指示

“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

历来的主张 ,独立的去进行”,“决不要帮助盛子瑾扩大

武力”,“对于任何阻碍我们发展的东西 ,有理有利的条

件下须坚决克服之”③。在国共双方的压力和排斥下 ,

盛子瑾被迫离开泗县。共产党人由此完全控制皖东北

敌后地区 ,巩固地建立起八路军从东面秘密南下华中

的前沿阵地。

李品仙在皖东北反盛不成 ,反而便利了共产党在

这一地区的活动。而在皖东 ,他在桂系领袖未有明确

武力计划之前 ,也没有拿出更加牢靠的办法来 ,只能通

过政治的、地方的力量向皖东逐步渗透 ,即一方面频频

向国民党蒋介石状告新四军的所谓种种劣迹和罪行 ,

以求得到国民党中央的重视 ④,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撤

换所有进步县长”,据共产党人得到的情报称 ,“无为、

合肥、寿县、舒 (城)县、亳州诸县长均在内”⑤。

不过 ,既然皖省当局已经在政治上明确鼓动“防

共”、“限共”,安徽各县国民党人势必闻风而动 ,各种针

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逮捕、暗杀、缴械行为也就频繁出

现。到 3 月初 ,皖东国民党地方团队 5000 余人发动了

自抗战以来华中最大的武装摩擦行动。皖东专员李本

一等统兵三路 ,袭击位于皖东定远大桥地区的新四军

江北指挥部。共产党人坚持“绝不向进攻我之顽固势

力让步”的原则 ,决心不仅仅要“给予坚决回击”,而且

要“消灭主力及李本一部”,并且“借此肃清皖东顽固武

装”,“建立政权”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 ,皖东国民

党地方团队被歼灭 2500 余人 ,新四军则进一步攻占了

定远县城。

共产党人自 1939 年 6 月以来一直在华中取攻势策

略 ,自 1940 年 3 月皖东地方摩擦出现之后 ,中共中央更

于 3 月 5 日明确表示 ,对于“蒋令四、五支队南开”一

事 ,“应一概置之不理”,“必要时需回他几个电报 ,声明

确难执行”,或“提出新的问题要求他答复。例如现在

可以江南、皖南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为理由 ,请蒋准予抽

出数千人北开皖东即是一例”⑦。接着 ,新四军军长叶

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 3 月 18 日明确电告蒋介石 ,说

明碍难执行南调命令 ,甚至要求再抽部队由皖南北

调 ⑧。

鉴于桂系温和南调以来 ,共产党在鄂中和皖东迅

速发展 ,并在皖东北牢固建立起八路军秘密南下的前

沿阵地 ,桂系地方部队在皖东进剿也遭到失败 ,尤其共

产党新四军还正式明确表态反对南调 ,国民党中央很

快开始密切关注华中问题 ,军令部考虑动用正规军执

行南调命令 ,并于 3 月 22 日制定了一个以肃清华中地

区新四军力量为目的的《剿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

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主

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旨在说明此一计划的方针 ,

即要“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 ,压迫于大江以南或

相机剿灭之 ,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连

系”。第二部分则是具体部署 ,准备动用正规军如“第

二十一集团军须派出有力之一部 (至少一个师) 及地方

游击团队”、“第九十二军 (附何柱国骑兵一师及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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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之地方团队)”和“第八十九军以一部”以“驱逐”新四

军。第三部分规定了行动的时间 ,即“将进剿之步骤区

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 :预期于五月中旬完成”,“第

二期 :预期于六月中旬完成”。

对此 ,前次态度甚为积极的蒋介石 ,此次又似乎颇

为谨慎。对军令部计划的第一部分 ,蒋批示称 :“此用

正式作战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 ,应以政治工作为

主 ,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 ,须纪律最严

明 ,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 ,方能奏

效也。”对第二部分 ,蒋则认为“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

河以北地区 ,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

亏”。对第三部分 ,蒋态度是 :“此种进剿不可用是期计

划 ,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 ,若一开始动作 ,最多不能

半月 ,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

间未能奏效 ,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 ,作第二次进剿

办法 ,方为妥当。如果正规军在向淮河以北地区防剿

至半月以上 ,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 ,而倭寇亦将乘

机来攻也。”①

蒋介石的批语显示他并不想动用正规军直接“剿

共”,而是希望以“小部队”进行游击战压迫新四军过

江。此后蒋于 3 月 25 日再次电令新四军军长叶挺“将

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 ,不得故意延

宕”;28 日蒋又分别命令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和江苏

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执行南调命令。只不过鉴于此前李

品仙等所属地方部队进剿失败 ,蒋的态度显然不像军

令部那样充满信心。那就是 ,用武力迫使新四军南调 ,

必须“以政治工作为主 ,并侧重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

尤其不宜用正规军进剿 ,只能以“小部队”的形式进行。

因为必须警惕日本人会乘机进攻 ,故“如果半月时间未

能奏效 ,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②。

军令部的正规军武力计划 ,不仅遭到蒋介石的限

制 ,也没有得到桂系的全面支持。正当国民党中央紧

张筹备、重新布置南调的时候 ,桂系内部发生意见分

歧。李宗仁继续支持南调命令 ,倾向军令部的部署。

他于 3 月 26 日电蒋催促实施南调 ,称 :“新四军皖北部

队在高敬亭统率时期不过千余人 ,殆因政府对其宽容 ,

遂逞其野心到处勒缴袭击地方自卫武力 ,破坏行政系

统 ,一年以来扩充势力达数万众 ,近更公然暴动 ,企图

夺取政权 ,养痈遗患 ,隐扰日深 ,拟请钧座严令该党必

须恪遵前令 ,速开江南岸不得再藉词违抗命令 ,以维政

府威信”③。而白崇禧则不希望在广西、安徽与日军开

战的同时 ,再以正规军与新四军发生正面冲突。早在

军令部制定新方案后两天 ,他即向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提出新的建议 ,“颇主张新四军往河北使与八路军合”。

4 月 16 日白又上书蒋介石 ,要求“令新四军编入十八集

团军战斗序列”,“在漳河以北之地带 ,划定第十八集团

军作战区域”④。19 日 ,白再次提出“新四军开河北与

十八集团军合并”。至此 ,蒋介石被迫同意“渐次推

行”⑤北调方案 ,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向周恩来等提出

进行新的谈判 ⑥。得悉蒋的态度后 ,军令部于 4 月 21

日不得不重新拟定新的建议方案 ,表示以北调“为

利”⑦。

这样一方面因为广西老巢危险 ,桂系内部发生分

歧 ,另一方面因为蒋明确命令以“小部队”相限制 ,并有

意以北调方案与共产党进行新的谈判 ,所以桂系正规

军到底没有立即大规模出动皖东 ,李品仙在安徽除了

向蒋请求“速示对策”外 ⑧,只是为对付日军进攻寿县

而一度向东增援。即便如此 ,这也引起皖东新四军的

极大怀疑 ,以为“寿县之顽军 ,可能进攻定远”⑨。但是

4 月 13 日寿县失守后 ,至 17 日津浦路西“桂军向西撤

退”,“吴山庙、下塘集桂军全部撤至六安方向”�λυ 。当

时桂系严格执行蒋令 ,正规军仅有以营为单位的“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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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配合地方保安团向皖中一带实施游击清剿 ①。尤

其在八路军发言人表示“决不会坐视旁观”的形势面

前 ②,李品仙已经向新四军“提出皖东问题的谈判”③,

白崇禧也表示安徽境内“已被新四军占领区域 ,亦暂不

争夺 ,静待中央合理解决”④。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实际

上不了了之。南调命令的实施过程及结果表明 ,由于

抗战的新形势 ,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

的新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 ,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

深入的考虑 ,尤其对共产党自 1939 年 6 月以来的突然

攻势行动 ,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和策略准备。

三、南调命令的影响

新四军 1938 年初成立时 ,由四个支队组成 ,长江

以北地区是第四支队 ,暂归第五战区指挥 ,长江以南地

区是第一、第二、第三支队 ,当时在皖南岩寺一带集中

编组成立 ,属于第三战区指挥。毛泽东认为后三个支

队最有利的作战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⑤,

蒋介石也要求新四军务必“出南陵 ,依大茅山脉向芜

(湖) 、宣 (城)”⑥方向袭击日军。随后第三战区总司

令长官顾祝同具体划定了新四军的游击区域 ,即“由岩

寺经泾县推进至南陵附近 ,尔后即向当涂、溧水、天王

寺、丹阳、镇江、南京一带地区从事游击”⑦。这是因为

当时皖南尚未出现敌后地区 ,顾祝同要求新四军第一、

第二、第三支队全部出动到苏南方向去。

但是新四军军部并不打算三个支队全部出动到苏

南敌后。新四军领导人继续内战时期的南方游击战

略 ,以坚持南方战略支点考虑问题 ,先是计划第三支队

“以一营”的力量配合新四军军部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

山地发展根据地 ,并且准备在适当时机南下“争取天目

山脉和仙霞山脉”⑧,随后进一步决定第三支队全部留

在皖南待机 ,即除了第一、第二支队主力全部出动外 ,

“其余暂留此地帮助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政委项英甚

至设想如果日军进攻动作快 ,第二支队尚未出动的两

个营恐怕也要“留此间”⑨。新四军这种依托军部在南

陵与泾县间山地发展根据地的坚持南方策略 ,到 1938

年秋中共中央为发展华中而分别成立中原局和东南

局 ,并确定东南局的发展战略为“向北发展”以后 ,最终

于 1939 年初与中共中央的华中战略融合成为“巩固江

南 ,发展江北 ,向东作战”的全面战略方针 �λυ 。

1938 年 9 月底 ,在日军从安徽广德、芜湖、湾氵止一

线向皖南内地进攻的情况下 ,第三战区国民党人也要

求新四军留下部分队伍在皖南抗战 ,担任“青弋江至父

子岭之守备任务”�λϖ 。新四军军部按照计划派第三支

队接防。此后中日战争在皖南腹地展开 ,铜陵、繁昌于

1938 年冬相继失守 ,第三战区又要求新四军第三支队

进入铜陵、繁昌一带担任攻城与守备作战。第三支队

并没有按照新四军军部的要求帮助建立根据地 ,而是

按照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要求 ,在皖南背靠国民党后方

对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和攻城守备战。而国民党军队

也在同一阵地并肩战斗 ,双方之间不涉及敌后资源的

争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矛盾 ,所以新四军在皖南的

战斗部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 ,并没有积累起不可调和

的政治、军事矛盾。直到 1940 年夏国民党要求皖南新

四军悉数北调 ,否定其在皖南前线继续进行阵地防御

和攻城守备的作战任务 ,第三支队才成为皖南事变发

生的因素之一。

事实上 ,军事矛盾首先出现在第三战区国民党军

队与新四军军部和苏南新四军之间。因为江南是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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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λυ

�λϖ 《赖传珠日记》,1938 年 9 月 28 日、29 日 ,第 135 —

136 页。

这个完整提法只见事后的重提 ,如《中共中央南方

局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致中共中央电》(1939 年

10 月) ,《新四军文献》(1) ,第 131 页。中共中央书

记处后来在给新四军的指示中提到 ,“新四军向北

发展的方针 ,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 ,后来周恩来

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 ,向北发

展’的一致意见”。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

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 年 1 月 19 日) ,《新四军文

献》(1) ,第 141 页。

《项英关于第一、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致陈

毅信》(1938 年 6 月 23 日) ,《新四军文献》(1) ,第

234 —235 页。

《项英关于第一、二、三支队部署与任务致毛泽东

等电》(1938 年 6 月 15 日) ,《新四军文献》(1) ,第

220 页。

《顾祝同关于新四军集中整训即将挺进敌后致蒋

介石电》(1938 年 4 月 17 日) ,《新四军参考资料》

(2) ,第 56 页。

《项英关于蒋介石令我部开经南陵去茅山是否可

行致毛泽东等电》(1938 年 3 月 18 日) ,《新四军文

献》(1) ,第 213 页。

《茅山山脉利于新四军发展》(1938 年 2 月 15 日) ,

《毛泽东军事文集》(2) ,第 156 页。

《李涛关于白崇禧为保持广西召开高干会议的情

况致叶剑英并中共中央电》(1940 年 6 月 6 日) ,《八

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 ,第 313 页。

《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1940 年 5 月 8

日) ,《刘少奇年谱》上卷 ,第 285 页。

《赖传珠日记》,1940 年 5 月 9 日 ,第 217 页。

《赖传珠日记》,1940 年 4 月 15 日、22 日 ,第 21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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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要“誓死必争”①的战略要害地区 ,他们决难容忍新

四军军部以根据地计划来坚持江南 ,最终难免会采用

其内战时期惯用的军事“剿共”手段。而更加重要的

是 ,1939 年秋国民党提出南调命令以后 ,江北新四军南

调的直接目的地在南京芜湖一带的苏南地区 ,这些势

必引起第三战区的相关军事部署 ,尤其因为 1940 年春

蒋介石已经有条件地批准了在必要时不惜使用“小部

队”执行逼迫新四军南调命令的作法 ,第三战区更要作

出相关响应。在 1940 年 3 月 25 日蒋介石电令新四军

军长叶挺“将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 ,不

得故意延宕”并批复了军令部《剿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

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之后 ,第

三战区已经依据蒋令做出部署 :“(一) 第五二师应抽集

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 ,准备对付该军主力 ,以捣毁扑灭

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 ⋯⋯(二) 第一四四师必要

时由绩溪进驻旌德 ,预密为制裁之准备 ; (三) 电冷副总

指挥及另派员 ,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 ,并设法牵制其北

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 ,

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 ,以遏乱萌。”②

顾祝同的这个电报是目前可以见到的第三战区有

意对皖南新四军采取军事行动的最早的文件。但对该

电仍应有所分析 ,而不能简单地认定国民党在 1940 年

春就阴谋消灭皖南新四军了。这是因为 ,该电首先是

顾祝同为响应蒋令而做出的一种表态 ,因而才会有仅

以两个团左右的兵力对付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队主

力 ,包括可能从前线返回作战的相当于一个旅的第三

支队的设想 ,且提出的军事行动也仅止于捣毁皖南新

四军军部的“泾县附近根据地”;其次 ,《剿灭淮河流域

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

案》所针对的主要是江北新四军 ,而其南调目的地在苏

南 ,因此顾祝同主要是要位于苏南的第三战区第二游

击区副总指挥冷欣打探江北新四军是否遵命南渡 ,监

督并设法牵制当地新四军不会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

到军部地区。而这也是和军令部方案中对第三战区的

要求 ,即“对于渡江南窜 ,自由行动之异党 ,须严密监视

并预作有效之处置”的要求相一致的 ③。故蒋介石于 4

月 5 日批准了顾祝同的这一部署 ,要顾“切实督令遵

照 ,并将实施情形续报”④。1940 年夏天以前 ,这也是

国民党内部对解决新四军问题的基本方针 ,即为了实

现“截断南北伪军之联系”的目标 ,在江北使用“小部

队”压迫新四军第四支队南调 ,在江南则以武力监督新

四军军部及苏南新四军不至违反命令自由行动 ,甚至

于进一步北移 ,以此来实现迫使新四军整个离开华中

地区的战略目的。

不过 ,在国共实力对比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共

产党人 ,对国民党有限部署南调的活动高度敏感和警

觉。毛泽东在 4 月 3 日特电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项英 :“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

充分准备 ?”“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

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 ? 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

有利 ,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 ?”在国民党实施南

调的情况下“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⑤项英复

电表示“党内准备 ,半年前已进行”,但是“准备程度

差”;“对袭击已有相当准备 ,可能冲出”,但是“损失不

可避免”;具体办法是“当受袭击时 ,要争取与三支队

(铜陵、繁昌)会合”,至于向南、向东、渡江都不可取 ,因

为“向南为黄山、天目山 ,纯石山 ,人少粮缺”;向东则第

三战区“已有布置 ,须冲破两道封锁”,而且苏南“处于

敌友夹击 ,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

续战斗”;“渡江 ,绝对不可能 ,敌在长江封锁更严 ,江北

桂军已经密布江边。”⑥

但事实上皖南军事矛盾并非如此严重。顾祝同考

虑到矛盾并非因为当地战斗部队直接引起 ,而且并非

不可调和 ,所以还是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他在进行

军事部署时 ,还与新四军军部进行谈判 ,而新四军军部

为避免发生冲突出现损失 ,当然也同意谈判。1940 年 4

月中旬皖南地方谈判开始 ,第三战区坚持南调命令必

须执行 ,江北部队一定要南移 ,“如交通困难 ,可逐渐以

小部队分批南调 ,不限时日”,同时鉴于今后第三战区

作战重心在苏南与浙西的形势估计 ,“新四军皖南兵力

过多 ,宜向苏南增移 ,以加强敌后及作战布置”。作为

以上要求的交换条件 ,第三战区答应“苏南地区可酌量

扩大”,新四军军部可以郎溪为后方交通线 ,并保证实

施南调后的新四军各支队再“不分割建制和指挥”⑦。

新四军军部虽然反对国民党要求皖东第四支队南

调的命令 ,但是为缓和矛盾 ,主张此前从苏南北渡到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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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⑦ 转引自杨奎松 :《失去的机会 ———战时国共谈判实

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01 —103

页。

《项英关于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致

毛泽东电》(1940 年 4 月 9 日) ,《新四军文献》(1) ,

第 153 页。

《毛泽东询问皖南部队是否已作好应付突然事变

的准备致项英电》(1940 年 4 月 3 日) ,《新四军文

献》(1) ,第 152 页。

《国民政府军令部制定反共指导方案及蒋介石批》

(1940 年 3 月 22 日)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政治 (二) ,第 264 页。

④转引自刘岳化、尤亮 :《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

变真相》,《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周恩来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1939 年 3

月) ,《新四军文献》(1) ,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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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沿江一带活动的原以叶飞任团长的新四军第六团和

以张道庸 (陶勇) 任副团长的第四团一部 ①南调应付

局面。由于叶、张两团是从苏南突破国民党限制渡江

进入华中地区的 ,因而第三战区对这部分共产党军队

的南调要求比第五战区对皖东第四支队更加坚决。项

英就此连续发出六份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求叶部和张部

南调 ②。苏南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粟裕等也极力支持

项英的主张。陈、粟于 4 月 21 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

示“坚持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历来

同意 (新四军) 军分委之主张”,“我们坚主叶张两部回

江南”,而留彭雪枫、李先念等部配合八路军“即可能解

决华中”,尤其是国民党要江北部队南调 ,“宜南调一部

敷衍他”,并可让新四军“占得集中”③。

事实上 ,共产党上下对坚持江南战略都抱有一贯

的情感和兴趣 ,尤其自 1939 年 6 月以来共产党一直在

强调国民党投降阴谋的危险性 ,这使得他们对坚持和

发展江南据点长期抱有希望 ,因而即便中央军委和中

共中央 1940 年 4 月 18 日、20 日连续两电以严厉口吻反

对南调 ,表示“现在和将来 ,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

并从组织上决定“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暂归中原局指

挥 ,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央的电令”④,甚至于 4 月 22

日通知项英终止谈判 ⑤,但是中共中央最终还是于 26

日表示新四军江北部队“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⑥。在

这种情况下 ,新四军军部在与第三战区的谈判中 ,就以

初步协议的形式 ,答应在苏北已经与叶飞部合编成新

四军挺进纵队的原由苏南地方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管文

蔚部遵命南调 ,对叶飞团和张道庸团 ,以及第四支队、

包括由共产党自己决定从第四支队第八团扩编成的第

五支队南调问题 ,“不作决定 ,呈报蒋 (介石) 请示办

法”⑦。

不过 ,共产党此前以坚持江南为核心目标的东南

局敌后战略 ,经此南调与反南调的冲击 ,事实上还是出

现了较大的裂痕和危机。东南局书记项英就认为不论

国民党投降与否 ,“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

江南不可”,为此甚至可以使“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

立作战单位”⑧。他强调即便在皖南与国民党发生摩

擦 ,新四军军部也要争取到铜陵、繁昌地区与第三支队

会合继续坚持。而东南局委员、苏南新四军领导人陈

毅则认为皖南虽然是山地 ,“地形好 ,为向苏浙赣发展

战略要点”,但是“目前坚持力量不够 ,应先放弃皖南 ,

集中全力发展苏南 ,直到海边”,因为“苏南为解决人、

枪、款良好地区”,而“集中力量充分发展苏南后 ,再向

南可取苏浙皖边区之广大根据地 ,皖南仍落我手”,尤

其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 ,完全迫使我军进入平

原”,“我们应将计就计 ,以退为进”⑨。

中共中央支持陈毅坚持苏南的主张 ,不反对新四

军军部按照国民党的要求东移苏南 ,还表示江北部队

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所以皖南谈判达成的初步协议

中就包括“军部先率两个团移苏南 ,直属队陆续转移 ,

开发费 2 万元”的规定 ,第三战区也同意酌量将苏南新

四军的游击区增大为“镇江、丁庄铺、延龄至郎溪及溧

水至南漪湖之大茅山两侧地区”�λυ 。随后中共中央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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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λυ 转引自杨奎松 :《失去的机会 ———战时国共谈判实

录》,第 101 —103 页。此前苏南新四军游击区多有

变动 ,这次所谓游击区的扩大主要体现在溧水

———武进公路以南、郎溪及南漪湖以北地区。

《项英就军分会与东南局联系会议致中央电》(1940

年 1 月 14 日) ,南北、董之曦 :《皖南事变纵横谈》,

元世炯、杨立平主编 :《纪念“皖南事变”50 周年专

辑》,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37 页 ;刘树发

主编 :《陈毅年谱》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63 页。

转引自杨奎松 :《失去的机会 ———战时国共谈判实

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03 页。

《中共中央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1940

年 4 月 26 日) ,中央档案馆编 :《皖南事变 (资料选

辑)》,第 56 —57 页。

《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1940 年 4 月 22 日) ,转自

邵英子 :《刘少奇在华中》,《江淮文史》1995 年第 4

期。

《中央军委致项英电》(1940 年 4 月 18 日) ,《毛泽东

年谱》(中) ,第 186 页 ;《中央关于蒋顾阴谋及拒绝

四、五支队南调给项英、刘少奇的指示》(1940 年 4

月 20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 ,第 368 页。

⑨《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建议皖南部队东移

苏南致中共中央电》(1940 年 4 月 21 日) ,《新四军

文献》(1) ,第 157 页。

项英电报要点如下 :“在某种情况下 ,对叶飞部队

可允设法南调”(4 月 10 日) ;为避免冲突 ,“目前可

允江北部队南调”(4 月 14 日) ;“我主张将近调江

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 ,以应大事变”(4 月 16

日) ;“为便于争取苏北 ,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

大作用”,“叶部再坚请南调回江南”(4 月 20 日) ;

“叶张南调 ,一方既以缓和战区之压迫 ,一方即以

增强反击力量”,故“再度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

(4 月 22 日) ,转自徐君华主编 :《新四军的组建与

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87 页。

1939 年 11 月 ,叶飞任团长的新四军第六团与丹阳

共产党人管文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

挺进纵队 ,旋即北渡长江 ,活动于泰州、扬州地区。

张道庸 ,又名陶勇 ,新四军第四团副团长 ,1939 年

11 月率领第四团主力以苏皖支队名义北渡长江 ,

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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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电催新四军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①。陈毅

在 28 日也再电中共中央表示“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

南”②。不过 ,中共中央还是提醒项英在军部后方机关

及皖南主力移苏南时 ,“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 ,并须

设置轻便指挥机关 ,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③。

为乘此机会彻底消除东南局对皖南山地的军事依

恋 ,完成此次东南敌后战略部署的调整 ,中共中央发出

了那份严厉的“五四指示”,批评东南局书记项英没有

全面实施 1939 年 6 月以来在斗争中提防国民党投降的

攻势策略 ,没有更早地主动撇开皖南山地 ,集中力量到

相对较远的苏南敌后谋求巩固 ,并向“西起南京 ,东至

海边 ,南至杭州 ,北至徐州”的区域内独立自主地扩大

军队 ,建立政权 ④。结果引发项英 5 月 9 日、12 日连续

两电辞职和申辩 ,项“自信在方策和路线上未有与中央

相差之处”,而中央指示“已充分包含方策与路线问

题”,故“非改变领导不可”。中共中央于 23 日复电肯

定“不是路线错误 ,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

别策略问题错误”,而项“应该继续担任东南局及军分

会书记之责”。这实际上否定了此前对项的指责 ,也等

于否定了对东南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

事实上 ,中共中央改变态度的时间 ,正值国际形势

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希特勒德军 5 月 10 日发动对西

线的进攻 ,欧洲战局急转直下。共产党人担心日本因

此更加嚣张而国人更加悲观 ,所以加重了 1939 年 6 月

以来对国民党投降危险性的估计。《新华日报》在 12

日发表社论称 :“在交战国更拼命地图将各国卷入战争

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更警惕 ,更谨慎 ,也就更需要坚持

团结抗战的国策。”⑤中共中央在 23 日给项英的同一

份电报中 ,也表示“现当时局严重转变关头 ,全党同志

应当团结一致”,进而“中央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全体

同志在项英同志领导下 ,亲密团结起来 ,为执行中央路

线 ,克服投降危险 ,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⑥。既然国

民党投降危险加大了 ,在投降事变的预想下 ,皖南阵地

就有着突出的独立坚持抗战的战略意义 ,中共中央因

此中止了调整东南敌后战略的努力。但是此前出现的

战略裂痕 ,却并未得到弥合 ,危机继续存在 ,直至皖南

事变后东南局合并进中原局成为新的华中局。

而国民党第三战区在第四支队南调这个根本问题

解决之前 ,也不可能真正落实扩大苏南新四军游击区

域的初步协议 ,加上这时候日军再次分路进攻皖南 ,并

攻陷南陵 ,向青阳、太平等皖南敌后进攻 ,皖南国共“摩

擦较前缓和了些”⑦。由于苏南、皖南多方面原因 ,直

至 6 月上旬第三战区“尚未明令发表”新四军军部东移

通知 ⑧。新四军方面则担心“如自行移动”,很可能被

第三战区“借词进攻”,故“军部移动已停滞”,“目前只

有作待机移动”⑨。此后 ,第三战区以军事部署监视新

四军军部并相机破坏其建立的根据地的状态继续存留

下来。围绕南调与反南调 ,皖南国共之间不可避免地

开始积累矛盾和危机 ,直至事变爆发。

(本文的写作 ,得益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奎松先生所指引的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 :汤宇兵 (1978 —　) ,男 ,湖南南

县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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