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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四军成立之初，四支队即与军部存有芥蒂。此后，四支队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和军部

命令，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意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愿率部继续东进敌后。叶挺军长巡

视江北，整饬军队。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加强了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统一领导。后来江北部队

转由中原局指挥，才最终解决了江北部队与军部领导脱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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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经过

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将在南方八省14块

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三年游击战的红军、游

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

军)，开赴抗日前线。新四军全军共一万余人，下

辖四个支队，抗战初期，第一、二、三支队均在江南

抗战，唯有第四支队远在江北抗战，但就是这支远

离军部直接指挥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

屡立奇功，为民族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抗日过程中，四支队与军

部关系微妙，本文梳理相关史料，就四支队与军部

关系试作分析，肤浅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独特的新四军四支队

1．四支队的前身——光荣的红二十八军

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坚持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

和鄂豫边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其主力是红

二十八军。说到红二十八军，就不能不提及其光

辉的战斗历程。1934‘年底，遵照中共中央指示，

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作为北上第二抗13先遣

队撤离战斗多年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省

委在撤离前派人带给时任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

书记高敬亭同志一封指示信，授命他重新组建红

二十八军。

1935年2月初，高敬亭根据省委指示信精

神，在太湖县凉亭山坳召开党的会议，决定将红

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又一次组建红二十

八军(系第三次组建)，高敬亭担任军政委。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中，高敬亭率领红

二十八军转战大别山区，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根据

地政策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保卫根据地上采取

组建军政合一的便衣队等办法，在游击战上实行

“四打、四不打”原则，红二十八军击败了处于绝

对优势的敌人的无数次疯狂剿杀，保卫了根

据地。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以红二十八军为主力的

鄂豫皖红军和游击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最多

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计歼敌18个营零15个

连和大量反动民团武装，有力地支援了红二十五

军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南方其他游击

区的斗争；使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J6～。

对此，毛泽东同志对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曾给予

高度赞扬，他在接见即将赴鄂豫皖开展工作的同

志时说：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那样少的部队

(指红二十八军)，“吸引了国民党的17万正规部

队，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是作出重大贡献

的”[2两。

红二十八军不仅取得了历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战斗中还发展了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的力量。后

来，编入新四军的原鄂豫皖革命力量即有1800余

人，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红军、游击队留守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三年游击战期间，坚持南方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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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游击队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频繁而野蛮

的剿杀，各革命根据地、游击区大多损失惨重，鄂

豫皖能够成建制地保留红二十八军和相当的革命

力量，使大别山红旗不倒，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

难得的奇迹。

2．开南方红军游击队签订停战协定之先河

1937年7月中旬，高敬亭从皖鄂特委书记何

耀榜那里得到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

形势和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中共中央为西安

事变告全党同志书》两个文件，了解到形势已发

生重大变化，遂写信给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

立煌，倡议举行联合抗日的停战谈判。经过艰难

谈判，双方于7月28日在岳西县九河签订了停战

协议，这是南方各根据地与国民党当局最早达成

的协议。

1938年3月8日，在黄安七里坪集结起来的

四支队(缺8团)召开东进誓师大会。随即，7团、

9团、手枪团先后从七里坪出发，经经扶、商城东

进；8团从信阳县邢集出发，经潢川、商城东进。3

月下旬四支队会师于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疃，

4月初到达皖中，这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最先出

发东进的部队。5月12日，四支队9团2营首战

巢县蒋家河口，歼灭日军一部，威震皖中，此为四

支队东进皖中的第一仗，也是挺进敌后的第一仗，

从而“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在新

四军抗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118。

3．中央对鄂豫皖边区和四支队极为重视

大别山处在鄂豫皖边区的中心地带，位于国

民政府首都南京和华中重镇武汉之间，南枕长江

天堑，西控平汉铁路，东边俯瞰千里江淮平原，战

略地位极为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7月初，当远在西北的党中央获知红

二十八军仍然在大别山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时，感到十分振奋。为加强对这一地区工作的领

导，很快就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四位

同志先行到大别山，帮助指导红二十八军和鄂豫

皖根据地的工作。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和长江局

又先后派聂鹤亭、郭述申、戴季英、方毅、彭康等干

部去鄂豫皖边区，以加强对这一地区和红二十八

军的领导。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

和长江局要求鄂豫皖党组织在维护统一战线基础

上，努力扩大部队以增强抗日力量，并决定成立新

四军四支队军政委员会，由高敬亭任主席；成立中

共鄂豫皖特委，由郑位兰为特委书记。

在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中，是将鄂豫皖和四

支队活动的江北地区视为一个北与华中地区、南

与江南地区相呼应的重要战略支点。

4．四支队的特别之处

1938年2月中旬，遵照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指

示，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

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

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后由戴季英接任)。四支

队下辖7团、8团、9团、手枪团和一个直属队，全

支队共计3loo余人。

在新四军下辖的四个支队中，四支队显出不

少特别之处。

首先，四支队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唯一有正

规红军组成的部队，也是当时人枪最多、战斗力最

强的支队。据1938年4月12日新四军秘书处统

计，在四个支队中，四支队兵员占36％，长短枪占

38．4％，轻机枪占62．5％E2]193。当时国民党只允

许新四军每个支队两个团的建制，但是四支队却

有四个团。

其次，其他三个支队均由多块根据地的红军

游击队组成，而四支队的指战员来自鄂豫皖和鄂

豫边区。8团在新四军内外往来的电文中一般称

为“8团队”，显然，与7团、9团相比较，8团保持

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在8团的战斗历程中亦不难

看出。

第三，四支队“在建制上编归新四军，在指挥

上暂归第五战区”[1埘，而新四军军部及其下辖的

其他三个支队在隶属关系上则属第三战区。同

时，四支队和鄂豫皖地区党的经费多由长江局拨

给，军费多由江北五战区解决，而皖南、苏南地区

新四军和地方党的活动经费则是由东南分局(东

南局)拨给，军费则由三战区拨给。

二、四支队与军部最初的芥蒂

1937年12月底，高敬亭从鄂豫皖赶到中共

中央长江局所在地汉口，就鄂豫皖地方工作、部队

改编等事宜进行商谈。在长江局召开的一次军事

工作会议上，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声称：“要一

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

⋯⋯”高敬亭对此难以理解，他分析利弊、据理力

争，提出要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就是“让

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p1。王明对

此极为气愤。当时，刚刚组建的新四军军部领导

多在武汉，在工作上接受长江局的指导，项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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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等也参加了此次长江局会议。这说明，高敬亭

与军部对当时统一战线基调下的政策与策略是有

分歧的。

在领导干部配备上的分歧：同样在此次长江

局会议上，高敬亭获知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内定

由他担任四支队司令员、郑位三任副司令员(实

为政委)，萧望东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时，心中甚感

不满。为发泄这种不满，性情耿直的高敬亭坚决

不肯睡在长江局为其安排的客房里，而是在廊道

中与警卫员一同打地铺，这使长江局和军部领导

甚为尴尬。后来，四支队没有设副司令，成为四个

支队中唯一没有副司令的部队。考虑到高敬亭的

情绪，郑位三、萧望东先后调离了四支队，改派戴

季英来四支队工作。不料在工作中，高敬亭与戴

季英也没有搞好关系，甚至发生严重冲突。

在部队改编上的分歧：按照国共两党谈判达

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新四军各支

队下辖两个团。四支队的编制是七、八两个团。

但高敬亭没有依照这一规定，他宣布四支队下辖

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另外还有一个直属队。

此外，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都按规定以设副

职之名行政治委员之实，惟独四支队公开在团、营

一级设政治委员。从中不能看出，在四支队成立

之初，就已经与军部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

矛盾。

三、发展战略有距离：扩军与东进

1．艰难的扩军之路

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当局对新

四军的人员编制进行严格限制，企图以“点验”、

限制给养、克扣军饷、限制活动地域等种种手段限

制新四军的发展。由于受到长江局书记王明“一

切经过统一战线”错误思想的影响，新四军军部

领导对于部队发展多有顾忌。例如，在皖南岩寺

接受国民党“点验”时，将“超编”的“一部分干部

战士充实到基层，一部分调到军机关，一部分干部

集中培训”【6 J，项英、叶挺希望以这种曲线方式避

免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干涉和抗议。新四军成立初

期，许多热血青年想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但

是，由于“编制”所限，新四军不敢接受，担心国民

党方面指责“擅自扩大武装”。1939年5月，新四

军副军长、东南局书记项英关于江北工作在给中

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江北新四军和

党的活动应该“以巩固扩大统战为主，求得各方

合作和配合，以便我军转展减少阻碍和限制，”

“对行政采取多方赞助”，对地方武装“勿用直接

吞并办法，以免造成政府、地方与我对立”[1]107。

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

协议中，国民党方面位居前列的条款就包括：“不

经许可不得扩军”，“军事行动要事先呈报”[1]11等

项内容。

但是，高敬亭并没有顾忌这些限制，而是坚持

独立自主，放手扩军。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游击

队在黄安七里坪集中时，四支队便一边整训，一边

扩充军队，全军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不含8

团)U]13。在东进过程中，四支队沿途继续扩大部

队，到1939年5月，四支队已经发展到10000余

人，“除了在舒城成建制地发展两个游击大队、一

个游击纵队、4个游击中队1000余人外，陆续在

舒城吸收参加四支队的还有1000余人。”1939年

1月新四军秘书处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四军四个

支队增加兵员数目为4523人，其中四支队净增

3805人，占总增加数84％[1]197。

高敬亭的扩军行动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

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战区和新四军

军部诬告四支队“擅自招兵买马”、“乱缴民枪，乱

筹饷款”、“在皖省横行骚扰”等七大罪状。军部

领导认为高敬亭“对党的不扩大部队政策完全不

执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责“高敬亭仍在收

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大为三个

团”IS]。

显然，四支队坚持独立自主、扩大部队的做

法，不仅没有得到军部的理解与支持，反而加深了

相互问的矛盾。

2．东进战略的贯彻实施

早在新四军完成组建之前，中共中央对新四

军未来作战进军方向和作战区域发出明确指示，

提出“(新四军)长江以南各部队⋯⋯可向东开”，

“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在该地准备沿江游

击”∞1，并指出江南新四军应该出击苏南地区，在

茅山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久，中央又电令高

敬亭率领该部“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

战”up5。新四军军部也曾多次电催四支队东进

抗日。

遵照中央指示和军部命令，结集于黄安七里

坪和信阳邢集的四支队，于1938年3月誓师东

进。4—5月问，高敬亭率领的四支队主力部队到

达皖中舒城、庐江、巢湖一带，首战巢县蒋家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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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甚大。此时，规模空前的徐州会战刚刚结束，

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逃亡，皖东、苏北十分空虚，

正是抗Et力量深人敌后的大好时机。但是，高敬

亭意欲经营皖中，对东进甚为犹豫。高敬亭的这

种态度，主要原因有--：其一，高敬亭不愿意放弃

原来的大别山根据地，舒城一带山峦属于大别山

东侧余脉，他想建立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

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必要时还可以恢复大别山根

据地；其二，对平原地区的作战信心不足，三年游

击战时期，高敬亭所部已习惯了在山地作战，对缺

少自然屏障的平原地区，他担心部队会遭到重大

损失。

军部对于四支队滞留皖中一带，很是不满。

叶挺军长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指出：四支队在皖

中一带“地形情况条件均不利迅速开展，应挺进

至滁县、全椒以西”¨儿02。此后，军部多次电催高

敬亭东进，但收效甚微。

四、调解四支队与军部关系的努力

对于四支队与军部之间难以协调的关系，中

共中央和长江局已有觉察，并先后派叶剑英、董必

武等到四支队，期望提高认识，化解分歧与矛盾，

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38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国

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受命从武汉来

到七里坪，视察红二十八军的整训情况和东进抗

日的准备工作，他向高敬亭详细阐述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析了江北皖中、皖东地区

的形势，部署了东进抗日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任务。数日后，又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和鄂豫皖

特委，以加强对四支队和地方党政军工作的领导。

1938年5月中旬，长江局派董必武携聂鹤亭

等人来到舒城视察四支队，在四支队驻地召开的

军政委员会会议上，董必武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

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他还“分析了全国抗日

的形势，传达东进指示，协调四支队与军部的关

系’’‘1协。

同年秋，长江局又派何伟以新华社记者身份

陪同美国进步作家、女记者史沫特莱前往舒城采

访四支队，何伟借机向四支队作时事报告，进行形

势教育。

·鉴于四支队情况特殊，中共中央和长江局还

先后派出包括郑位三、萧望东、戴季英等许多干

部，来四支队担任重要职务。在这些干部中，不少

以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事党和军队工作，与

高敬亭熟悉。中央意在帮助四支队提高对中央政

策、策略和抗日形势的认识，使其能够遵从中央指

示，服从军部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施

东进战略，但情况并没有多少改观。

因武汉沦陷，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中原局又

刚刚成立且距离遥远，原接受长江局工作指导的

四支队直接归新四军军部领导。为加强对四支队

的领导，1938年11月，军部派参谋长张云逸率部

分武装从皖南渡江北上，抵达无为地区，视察四支

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张云逸给四支队分析江

北抗日形势，积极鼓励四支队东进敌后。他还在

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陪同下，前往金寨与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交

涉，并就新四军江北部队活动区域、部队给养等事

项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四支队开到皖东津浦

铁路南端两侧活动，并留一部在无为、庐江地区

⋯⋯担负皖中抗战任务，负责保障与皖南新四军

军部的交通联系。”¨Ⅲ

但是，高敬亭对四支队东进皖东的战略方针

始终保留意见，他还向张云逸陈述“在舒、桐、庐

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

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H1。无奈之下，张云逸只

得率领坚决执行军部命令的8团东进，希望以此

影响和推动整个四支队东进敌后。

五、叶挺军长巡视江北与江北指挥部

的成立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由军

长叶挺陪同，冒着纷飞的战火，从重庆取道桂林、

金华，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视察工作。

周恩来在云岭军部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

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等报告，全面传

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

展华中的指示精神，论述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

形式、原则、方法及发展前途。周恩来指出，新四

军活动的地区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新四军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

民众，愈能创造根据地。周恩来号召新四军指战

员“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经

过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陈毅等反复研究，

确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

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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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巡视皖南军部意义重大。他全面传达

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明确了新四军未来

的作战任务、作战方针和发展方向等许多重大决

策，对新四军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即，

项英、叶挺多次就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向中央、中

央军委提出建议，其内容包括：组建新四军江北指

挥部；新建第五支队；派罗炳辉等过江任职以加强

领导；开辟皖东地区；等等。

在中央和皖南军部的多次电令催促下，1939

年3月底，高敬亭率部由舒城东西港推进到合肥

众兴集一带，但没有多久，高敬亭因病返回，同时

把手枪团与特务连也带了回去，四支队主力也一

直徘徊在淮南路西地区。

四支队不能坚决贯彻执行东进战略，军令难

行，军部首长对此感到非常焦虑。项英在致中共

中央的电文中称“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

队调回后方⋯⋯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特别不愿回

后方，致用各种方法，首先争取部队东进作

战’’[1】1∞。

为了解决四支队对抗战形势认识不一、军令

不畅、给养困难等问题，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

长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

发，经铜陵渡江北上。5月5日，叶挺在庐江、汤

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

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统一指挥

新四军江北部队。同时，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前委，张云逸兼书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

标志着新四军在江北武装力量有了一个统一的指

挥中心。

数日后，叶挺前往四支队司政机关所在地舒

城西港冲，随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分析了江北

抗战形势，重申了新四军挺进敌后实施东进战略

的重大意义。叶挺要求高敬亭率四支队东进，向

合肥、定远、滁县、全椒等地进军，高敬亭也举手表

示同意。但是，就在部队开进的征程中，高敬亭却

又写信要把部队撤回来。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

胡继亭抵制了这一命令。7团在撤回途中，由于

军心浮动，团长曹玉福、政委杨克志竟然带着少数

人携款逃跑，投奔国民党桂系军队。

一向以治军甚严著称的叶挺，对于高敬亭的

行为及四支队出现的突发情况显然难以容忍，于

是，叶挺在青龙厂褚老圩下令逮捕高敬亭，不久即

根据五战区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个所谓的

“白崇禧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

准”【纠的电报，将高敬亭处决。四支队与军部在

战略发展上的分歧与矛盾，最终酿成了悲剧，实在

令人痛心。高敬亭为中国革命曾作出过巨大贡

献，由于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没有坚定地贯

彻新四军东进战略方针，是有错误的，但是这属于

思想认识问题，可以采取帮助教育或调整工作等

方式加以解决，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以枪毙极刑

处置这样一位有大功的新四军高级干部，是不妥

当的(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对高敬亭予以平反，

恢复名誊，认为他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

中是有功的，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1939年6月底，对江北部队进行重新整编，

四支队被分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整编后的江

北部队很快开进到津浦路东、津浦路西地区，经过

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初步打开了皖

东敌后抗战的局面。四支队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

的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五支队稍后开辟了以半

塔集为中心的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

队也建立了以无为、和县、含山为活动区域的抗日

游击根据地。

1940年1月，鉴于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已

到达淮南、皖东一带，项英向中央建议：“以后除

某些行政为对外的关系外，一切均归中原局负责，

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以便统一。”⋯121中央接受

了项英的建议，新四军江北前委取消，江北部队统

一由中原局领导。至此，四支队以及其他江北部

队的领导权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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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4th Army and its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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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n the New 4th Army wa8 founded，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4th branch and its headquarters．Since

then，the 4th branch didn’t carried out the command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headquarters’order of the New 4th At-

my．Gao Jing-ting the commander of the 4th branch，wished to established anti—Japanese base alias in central Anhui province

and would like to marched east to the enemy’S rear areas．General Ye Ting made an inspection tour to Jiangbei，consolidated the

army．The Jiangbei headquarters Was set up，which strengthened the leadership to the troops north Changjiang River．Lately，the

leadership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entral Plains Bureau，finally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the troops north Changjiang River and its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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