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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苏北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的内容与特点’

杨学功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新四军各级党政军领导人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开辟和

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坚固基础。同时各级领导人根括苏北抗日

根据地的具体的实际情况，对统一战线加以灵活运用，使得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除了

具有全国统一战线所具有的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对于我们今天

实现国家的统一，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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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领导人。在苏北抗日根

据地内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有关政策。同时根据根

据地内的特殊情况，对统一战线加以灵活运用，制

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科学的政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

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大力巩固华

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鉴于华中地区具有

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刘少奇认为发展和巩固华

中的关键是开辟苏北根据地。苏北“是有最大发

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的方向。应集中最

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

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军最

重要的生命线。”【l】一九三九年初，我江南新四军

遵照党中央关于“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

展”的指示，派出部队向江北发展。执行开辟苏

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当时的苏北，情形十分复杂，日伪军占领着主

要交通干线和大中城市，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

实力也相当强。第24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为江

苏省政府主席，以兴化为据点，占据兴化、东台、盐

城一带，广罗苏北土杂武装，先后整编为lO个保

安旅，连同其他正规部队，号称lO万人马(实约7

万人)，此外还有泰州地方实力派鲁苏游击总指

挥部总指挥李明扬部约2万人，以及驻曲塘一带，

直属财政部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约3000人。除

了这些军事实力派以外，根据地内社会阶层结构

也异常复杂。除了乡村原有的地主、富农、中农、

贫农、雇农、佃农、手工业者、工人、乡村知识分子、

僧侣等社会阶层以外，抗日根据地还涌现出大量

的新的社会阶层，包括中共党政干部、奔赴抗战第

一线的知识分子、军人身份的八路军、新四军。以

及公营企业工人等。在根据地内，也存在着少数

的汉奸等民族败类。要想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

地区落下脚，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极为重要。

以陈毅为首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灵活的运用统一

战线这一法宝，斡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既团结又斗

争，充分显示了中共党人的风采。

以陈毅为首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对于不同的

集团、不同的阶层根据其自身各个方面的具体情

况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l、对于投靠日军的伪军、汉奸，中共除了予以

坚决彻底的打击之外，也注意进行分化瓦绥工作。

在1941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扩大

交朋友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对顽化的伪军，对伪

化的顽军，对两面派的伪军，对打仇了的伪军。均

应分别采取“分化”、“争取”的打拉并用的政策，

·收稿日期：2005一12一18

作者简介：杨学功(1982一)，男，江苏沭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国民党史。

  万方数据



一切以扩大敌伪矛盾为政策的出发点BJ76。1942

年陈毅在华中局扩大会上的军事报告《论军事建

设>中认为民族仇恨在伪军部队中并不能完全泯

灭。因此要扩大敌伪矛盾。争取伪军【2jl柏。在抗

日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中共华中局领导人多次

强调争取伪军工作的重要性。

对于对汉奸的统战工作，由于资料的缺乏，关

于苏北抗日根据地内的具体方针无法加以明确的

了解。但张闻天和毛泽东在1937年10月15日

发出的《关于对汉奸没收政策的指示》中强调“在

一切汉奸分子当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

中层分子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

于没收。工农中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

说服教育为主。”【31根据这份文件，我们可以得出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内对于汉奸也采取了打击的同

时进行分化争取的统战对策。

2、对于在苏北的国民党几个军事集团，陈毅

等人采取了分化瓦解和既打又拉的统战对策。陈

毅在领导新四军抗日斗争中，强调在发展进步势

力的同时．又要重视争取中间势力。中间势力之

一便是：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是属于国民党

的地方势力，他们有可能同共产党共同抗日。但

不愿意同共产党一道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争取

中间势力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完成。这些条件

包括。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要尊重他们的利

益、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等。陈毅不仅非常

重视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而且身体力行，取得显

著的成果。苏北当时有国民党嫡系韩德勤的部

队。韩任鲁苏战区副总兼江苏省主席，有7万人；

其次的地方实力派就是李明扬和李长江，两者分

别担任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总

指挥部设在泰州，有3万人；陈泰运的税警团是苏

北另一类型的实力派，税警团直属财政部。这三

者之间名义上以韩德勤为首，但“二李”和陈泰运

与韩德勤在地盘、税收、军火、军饷方面存在着矛

盾。处于“面和心不和”的状态。针对此种情况，

陈毅提出了“击敌、联李、孤韩、争陈(泰运)”的方

针。“孤韩”的同时也“击韩”“拉韩”。这一政策

在夺取黄桥和保卫黄桥的战役中表现较为充分。

我军对何、陈两部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由于陈泰

运同韩有矛盾，我军对他采取了争取的方针。在

对陈部给予一定的打击后，我方如数交还俘虏、发

放枪支，并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磨擦打内

战。应团结抗日。陈泰运很受感动，表示愿意与我

军合作抗战。何克谦是反共顽固派，我军决定予

以消灭，于(1940年)7月28日，我军对黄桥发动

攻击，经一夜战斗，将其全部歼灭。29日，解放了

黄桥。占领了黄桥之后，我军广泛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并动员苏北社会名流韩紫石、朱履先等发出

通电各方，呼吁各方召开以“停止苏北内战，一致

团结抗日”为中心的各方代表协商会议，赢得了

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人的响应。各界代表于

9月27日在姜堰召开了会议，李明扬、陈泰运均

派代表出席，而韩德勤拒不派人参加，引起与会代

表的纷纷指责，从而达到了孤立韩德勤的目的。

在稍后的黄桥保卫战中，韩德勤以其主力第89军

和独立第六旅共15000人，并以李明扬、陈泰运和

5个保安旅分置左右翼，分三路进犯黄桥地区，企

图聚歼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新四军苏北部队。陈

毅当即派朱克靖驻“两李”的总指挥部做工作，稳

住“两李”。“两李”最终采取了观望态度，这对于

黄桥保卫战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

对于地方上的土匪，中共也采取了相应的统

战政策。苏北历来是土匪的出没地，例如黄克诚

就曾指出，“阜宁全县没有一个乡没有土匪的，多

的占全乡壮丁的80％——一90％，少的占10％，三

五成群，大的七八百人，小的一二十人。”【41在日

军大举进犯、民族危亡在即的情况下，中共将团结

和争取一切力量进行全民的抗日战争作为这一时

期最主要的任务。为此中共对土匪武装的总策略

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土匪参加抗日队伍，同时逐渐

改变他们的性质，将其改造为人民军队。中国共

产党认为，“土匪是几千年来历史社会的产物，在

整个社会制度未有所改变之前是难于根除的

⋯⋯。为要巩固后方增加抵抗力量，我们必须用

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一些地方武装力量。”151只

要土匪参加抗日，中共不计较其曾经是否反共，都

愿意与之合作，但对敌占区及接近敌区内不愿与

中共合作也不抗日的土匪，中共力劝其中立，让其

不要破坏抗日，残害百姓，否则就会在适当的时候

剿灭他们。而对抗日根据地内不愿与中共合作也

不抗日的土匪则坚决剿灭他们或将他们赶出抗日

根据地。中共基于抗日的前提对苏北的土匪加以

改编或者合作，与活跃在洪泽湖的刀会头子严小

六和罗通义言归于好，结成抗日联盟峥·。

对于苏北地区的帮会组织，中共也大力进行

统战。统战的方式大概有这样两种形式：一将帮

会组织改造为抗日民众武装组织。1941年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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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领导的苏鲁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

合抗日司令部派人说服如皋青帮史国藩，将史的

保安一旅收编为联抗支队【7 J。二是利用秘密帮

会建立地下交通线，秘密运输物资，护送干部。

1942年秋，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干部利用海面

上的一些帮会组织开辟了一条海上交通线，以保

证物资供应和苏中军区司令部及机关必要时的转

移㈨。

3、对于苏北地方上的地主富农、绅士、农民、

工人、新旧知识贫子以及工商业者等人，以陈毅为

首的党政军干部开展多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发扬

民主。尽可能的将他们拉进抗日阵营中。

政治上。建立了容纳各个阶层的抗日民主政

权。1940年11月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议

会，并号召各县召开参议会。到1942年春天，苏

北各县参议会先后成立。参议会的性质是动员和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而设立的人民代

表机关，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的组织形

式。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

和农民)占I／3；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

占I／3；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

和开明绅士)占I／3。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治关系

上正确处理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满足不同社会

阶层的政治利益需求。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在政

权的形成、结构、组织原则中充分体现了各阶层利

益，充分调动其在抵御外侮、民主革新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

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

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

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p1

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累进税等

政策法规，在经济利益上缓和社会阶层冲突，兼顾

各阶层的利益需求。对于农村中的两大对立阶级

农民与地主，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对公粮

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兼顾了双方的利益诉求。对

于根据地内的民营工商业，采取减轻税赋，严格实

行“一物一税、税不重征”的政策，并在贷款上也

予以支持，这一政策使得苏北根据地的手工业和

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首屈一指的是益林

镇，当时有‘苏北小上海’之称，百业兴旺，商贾云

集，经济繁荣：有30多家纺织厂、油坊，有上百家

南北货行，有一批批零兼营的商店⋯⋯”¨则根据

地抗日民主政府还规定了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

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法规、政策，既有

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主、资本家的

合法利益。

在文化上，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并提供给他们

发挥才干的舞台。由于各级党政军干部对文教工

作的充分重视，苏北根据地的文教事业呈现出繁

荣景象如在苏北一带建立了抗大分校、华中党校、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盐阜师范学校、涟水中

学、盐阜区二联中等中高级教育机构，创办了<前

线报》、《盐阜大众》、《淮海报》等报刊。同时成立

了淮海剧社、十旅剧社等各种文艺宣传队。当时

的盐城云集了大批文化人，他们分别来自重庆、上

海、香港甚至敌占区。其中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丘

东平、陈岛等；有从事美术的莫朴、刘汝醴等；有从

事音乐的何士德、孟波等；有从事戏剧的刘保罗、

许晴、吴蔷等；有从事诗歌创作的许幸之、林山、

辛劳等；有从事新闻出版的王阑西、黄源、刘述周

等，另外还有著名文人学者彭康、钱俊瑞、孙冶方、

李一氓⋯⋯故而，当时盐城又被誉为“文化城”。

对于那些旧知识分子，以陈毅为首的党政军领导

人也尽可能加以团结。如陈毅与海安名绅韩国

钧、知名士绅庞友兰、黄桥名绅朱履先等一大批地

方开明绅士的交往，使得他们留在抗战阵营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矛盾极端复杂，影响

社会发展变化的因素众多。．根据地内的社会阶层

结构及关系的发展变化同样错综复杂。苏北抗日

根据地也不例外。苏北抗日根据地地处宁、沪、

徐、蚌联结处，是国、共、日三方的必争之地，斗争

极其复杂多变。为了扎根于此，以陈毅为首的新

四军展开了灵活多变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一

切抗日的人们。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属于

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因而它具有全

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特点如广泛的民族性和极大

的复杂性；两个政党、两个军队的合作；没有双方

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处于一

种既有利又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等等。苏北

抗日根据地作为处在日伪、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

带的对敌斗争的基地，它的统一战线又表现出自

身独有的特点。

第一、统一战线的对象极其复杂与广泛。如

前所述，以陈毅为首的苏北党政军领导人为了更

好的抵抗日寇的进攻，对一切抗日阶层、阶级都进

行了广泛而有实效的动员。统战的对象极其广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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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乡村中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佃农、

手工业者、工人、乡村知识分子、僧侣、奔赴抗战第

一线的知识分子、地方上抗日的土匪、帮会、国民

党的党政势力甚至包括属于敌对阵营的汉奸、伪

军。只要是能够对抗日有益的势力，苏北抗日根

据地的中共领导者就不会加以放弃。

第二、统战的形式和方法灵活多变，注重实效

性。为了团结一切抗日阶层。苏北抗日根据地的

党政军领导们采取了包括正式的政权参与、经济

利益的政策照顾、个人的交往、说服、打人敌人内

部、策反、既打又拉、虚心纳谏、买东西送礼、请老

头子说和、对反共军家属的疏通、设堂收徒等等各

种形式且十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三三制政权、

各级参议会为抗日根据地内的各阶层、阶级提供

了政治参与渠道，使民意得以充分表达。减租减

息、合理负担、累进税等政策法规兼顾了社会各阶

层各阶级的实际利益。陈毅等人以其自身的才

参考文献：

智，与苏北名流韩紫石、朱履先等人的诗词交往，

使得大批地方上的绅士改变了中共军队“草莽英

雄”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新四军的亲

近感。中共不仅在抗13根据地内进行统战工作，

而且还将统战工作做到了敌人的阵营中如在顺

安，派遣中共地下党员周之德打进顺安维持会。

第三、统一战线中合作与对抗相互交织。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结成的最广

泛的组织形式，它不仅包括工人、农民、中小资产

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反动会道门。这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是各阶级融合一体的组织，而是不同阶级的联

合战线。因此统一战线内的各个势力对抗战的利

益和出发点考虑必然不同前文所述的新四军在黄

桥战役中对反共顽军韩德勤部的既打又拉的策略

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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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Northen Jiangsu Province

YANG Xue—·gong

(Social Development Institut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All leaders from the New Fourth Arma united all people who resisted Japan by using the Unified Front which WaS con-

sidered as magic weapon of flexibility，which resuaed in opening up a domain鹊foundation tO resist Japan in the noah of Jiangsu

province．In the proces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domain，all leaders used the Unified Front in flexibly according the actual situa·

tion，which makes the Unified battlefront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These characteristics still ha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bout a·

ehieving nation’8 integration today．

Keywerds：the Unified Front；the north of Jiangsu province；ChenYi；The New Fourth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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