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 南 事 变 的 原 因 探 析

吴凤琴　张冬华

1941 年 1 月,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主力共 9000 余人由皖南北移, 途经泾县茂

林地区时, 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预谋部置的 8 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除 2000 多人突出重围外,

约 7000 名新四军将士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导致皖南这场历史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下文就这一问题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首先, 皖南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蓄谋已久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必

然结果。

1935 年 10 月, 主力红军长征以后, 留在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 8 省保存了

革命的战略支点, 蒋介石认为这些革命武装的存在、发展、壮大构成了对其统治的严重威

协, 所以曾千方百计进行清剿。1937 年二三月间, 国共两党西安谈判时, 我党曾提出在改

编陕北主力红军的同时, 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共同抗日。国民党在“北方合作, 南方不合

作”的口号下, 一面提出要红军游击队无条件集中, 由国民党派一批人来担任军职等无理

要求, 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七七”事变爆发后, 急剧变化的国内形

势和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蒋介石为了

达到控制、收编红军游击队的目的, 1937 年九十月间, 单方下令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将南方各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交叶挺军长编遣调用。但事与愿违, 1937 年底, 叶挺赴延

安, 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并表示“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 在党

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抗战到底!”①使蒋介石的阴谋破产。

1938 年 1 月, 新四军正式组建工作展开后, 各支队迅速挺进华中抗日前线, 随后在大

江南北的敌后地区展开, 从敌伪手中收复失地。到 1940 年底, 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

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 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

地, 军队由组建时的 1 万余人发展到 10 万余人。这对于坚持华中抗战, 进一步发展壮大人

民革命力量,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 使蒋介石感到极度恐慌,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

会以后, 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限共”的同时, 加紧了“军事限共”活动, 不断制造反共磨擦

事件, 并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 年 3 月以后, 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磨擦的

重点由华北移向华中, 把矛盾指向新四军。他们在对皖东、苏北新四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

攻失败后, 决意进行报复, 消灭皖南新四军。正值此时, 1940 年 9 月 27 日, 德意日三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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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攫取东南亚, 加紧诱降蒋介石。而英美为了

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 也极力拉蒋, 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时的苏联为了避免

东西两面受敌, 也以大量贷款、支援物资、派军事顾问等方式积极援华, 1940 年 10 月 16

日, 斯大林还亲自致电蒋介石。所有这些无疑抬高了蒋的身价, 造成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

际环境, 使蒋介石更坚定了发动皖南事变, 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的决心。

第二, 中共中央对形势分析的失误和项英的不主动, 导致皖南新四军错过了北移的时

机, 使蒋介石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能够得逞。

1940 年 10 月苏北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要报复, 便着手布置皖南事变。10 月 19 日, 何

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指使下, 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 向八路军总司

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 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

围自由行动; 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 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 不打敌人专事吞并

友军”, 并宣布限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 1 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②。中国共产党

为顾全大在局, 11 月 9 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的名义向何应钦、白崇禧发出《佳

电》, 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佳电》声明, 中共决定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同时

也列举了部队北移的种种实际困难, 要求国民党中央“宽以限期”,“对于江北部队, 则暂时

拟请免调”③。可见, 中共中央北移的方针是确定无疑的, 但由于中央对皖南情况缺乏直接

和具体了解, 只能从全局出发, 所以, 对何时北移最为有利, 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十分准确的

估计, 以致几次指示项英“拖一两个月”④, 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汤恩伯部队停止东进

的交换条件, 又批准苏北部队发起曹甸战役, 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项英率部北移的决

心。而作为皖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项英, 对皖南新四军所处的险恶形势缺乏正确的

认识, 舍不得放弃南进的错误设想, 对北移犹豫不决, 在中央下定决心之后, 仍迟迟不肯北

移。所有这些, 都使皖南新四军丧失了在国民党军队围剿部置就绪前进行北移的有利时

机。

第三, 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上选择的失当, 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事变造成口

实。

新四军撤出皖南, 北渡长江, 路线主要有两条: 一是由云岭向东北进入苏南, 再通过敌

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沿途我军设有兵站, 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另一条是从繁昌、铜

陵之间通过日伪封锁线渡口, 到达江北无为地区。这条路线最大的优点是路程近, 而且是

皖南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往来的路线。以上这两条路线虽有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

但皖南新四军如按这两条路线北移遇到危险, 可以得到其他就近部队的策应。可是, 由于

项英南进思想的作怪, 而选择了所谓“声东击西, 迷惑敌人”的方案, 向南绕道茂林、三溪、

宁国, 到达漂阳再待机北渡。从军事上看, 这条路线山路难行, 国民党军队密布, 又得不到

新四军其他部队的策应和支持, 我军很难通过。而且, 由于蒋介石早在 12 月 10 日就已下

令新四军“只准其由江南就地北渡”⑤。所以, 从政治上讲, 向国民党的后方行动, 无疑会给

顽固派提供挑起反共内战的口实。项英选择这条路线无异于自投罗网。

第四, 项英优柔寡断的错误指挥, 致使皖南新四军损失惨重。

在北移的军事行动中, 当 1 月 7 日部队从高岭向星潭进发受阻后, 军部召开最高军事

会议, 叶挺等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 冲出包围的正确主张, 项英不同意, 自己又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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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它方案, 会议持续了 7 个小时之久, 项英仍犹豫不决, 最后在叶挺的一再催促下, 项英

作出了不攻星潭, 部队原路折回, 改从高岭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而 1 月 8 日部队到了高

岭, 碰到敌顽 79 师部队, 项英为避免作战, 又提出部队再撤回里潭仓, 改从茂林方向突围,

部队又走了一次回头路。项英这种举棋不定的错误指挥, 使近万人之大军辗转反复于敌人

重围之间, 不仅影响了军队的势气, 而且也丧失了多次化险为夷的机会。特别是在最危机

的关头, 项英竟擅离指挥岗位, 一度离队私自出走, 致使军心涣散, 最终使整个皖南部队陷

入绝境, 为敌所败。

第五、新四军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 本身固有的封建沉垢和积习、小生产者的狭隘

和偏见, 也是导致惨败的原因之一。

这一方面表现就是当时的新四军部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项英凭着令人倾慕的

革命经历, 同时担任着几个显赫的军政职务, 具有强烈的封建专制意识, 在新四军军部自

当拥有绝对的权威, 以至于在皖南部队转移的整个行动中, 根本不接纳军部其他首长的正

确意见, 结果给皖南新四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另一方面, 新四军各支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 尤其是皖南新四军,

虽是军的直属部队, 扩充得没有像其他在敌后作战的部队之迅速, 但 70% 以上都是皖南

当地人。这些战士之所以参加队伍, 是因为他们要保卫家乡、保卫皖南, 要他们离开皖南北

移, 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朱、彭、叶、项在复《皓电》的《佳电》中就曾指出:“缘华中敌后各

部, 多属地方人民为抵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 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

在, 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 远赴华北, 其事至难。”⑥为此, 皖南新四军领导

和各级干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北移的时间。

总之,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 它的发生, 是国际、国

内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国共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 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经验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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