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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全 面 抗 战 爆
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
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正式形成。同年年
底，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
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
汉期间，周恩来战斗在统
战工作的第一线，积极宣
传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
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
进步人士，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领导出版《新华日报》

1938年 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
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武汉获准注
册出版、公开发行。《新华日报》由于积
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界的抗战
言论，歌颂英勇杀敌的抗日将士，动员
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迅速成为抗
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和中国共产党在国
统区公开联系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桥
梁，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2月份就发
行了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

《新华日报》创刊刚刚7天后，就
有数十名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特务、
暴徒，手持铁棍、利斧来到位于汉口民
意一路的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砸
坏室内物品，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
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临危不惧，一面指
挥《新华日报》正常出版，一面组织力
量谴责暴徒、向群众揭露真相，并当面
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他设法制
止此类行径的再次发生。

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武汉会
战拉开帷幕。同日，《新华日报》发表
《保卫大武汉》的社论。6月15日，周恩
来、秦邦宪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
《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
题的意见》，具体地阐述了保卫武汉和
有效地开展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
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
法。《意见》指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
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
仅对于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
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的影
响，我国人民应该发扬西班牙兄弟保
卫马德里的精神那样来保卫大武汉。

这份《意见》对于促进蒋介石坚持
抗战，进行武汉保卫战，以及激发群众
的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10月 7日到 9日，《新华日报》连
续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长篇社论《论目
前抗战形势》，该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
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
方针是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固
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
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做孤注
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
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
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
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10月下旬，武汉危在旦夕。为使
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
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一
旦武汉停刊，重庆马上接着出报。

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汉沦陷前
一天，周恩来在编辑部口述了次日的
社论，题为《告别武汉父老》。社论以坚
定的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
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
到中国人民手中。”在紧急关头，周恩
来临危不乱、大无畏的气概和掷地有
声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坚持抗
战的信心和勇气。

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通过阳
翰笙等同志的积极活动和广泛联络，
经过充分酝酿，正式成立了由各阶层
组成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
组，周恩来邀请作家老舍出任“总务主
任”。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
界抗敌协会成立。当天，周恩来以名誉
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会后，被推举为文协理事的冯玉
祥在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者，
五六百人欢聚一堂，那种团结向上的
热烈气氛，即便是在 10 年后回忆起
这段往事时仍然令冯玉祥兴奋不已，
他写道：“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
是看见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
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

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
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
有的。”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
立，不仅使文艺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
而且使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一致接受了
共产党的领导。5月中旬，周恩来应邀
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
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
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
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
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
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
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
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
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眼泪）他
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
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
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
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
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文协成立后，电影、戏剧、美术、音
乐各协会纷纷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宣传活动，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
剧团，也分散到前线、农村、工厂去演
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著名演员金山、
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袁牧
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
都起到了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开展海外统战工作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
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
隔绝状态。周恩来等到武汉后，情况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外国使节、各国记者，一
些外国团体和人士频频到访汉口的八路
军办事处。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长
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
由周恩来领导。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斯诺、史沫特
莱、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
触，并先后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
朗、路易·艾黎、爱泼斯坦、荷兰进步电
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
丁、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
国际友人。在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
歌》、斯特朗于 1938 年出版的《人类的
五分之一》和贝特兰1939年出版的《华
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在武汉同周恩来
交往的记述和评论。美国学者肯尼斯·休
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
认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
联系达到了“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
自由接触”。

1938年 1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
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
尔，通过卡尔的帮助得到英国香港总督
的准许，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同年
3月和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
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给后者留下了
深刻印象。卡尔逊于1940年出版《中国
的双星》，写到了这两次会见。他认为：

“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

疗队来到中国。一天深夜，周恩来在武汉
八路军办事处与他会见，并向他介绍了
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听到白求恩急于“上前线”的要求后，周
恩来立即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做出安
排。考虑到当时日军正自华北向南进犯，
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本军机轰炸扫射。
周恩来建议白求恩先北上延安再前往前
线。白求恩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先到延
安，不久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

9月底，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汉口，
他们中有柯棣华、爱德华、巴苏等医生。
10月初，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
他们。巴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
我们去看望周恩来，他正在办公室里举
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
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
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
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国发动群众抗
击敌人。”

几天后，巴苏与柯棣华再一次见到
周恩来。巴苏在日记里满怀敬意地写道：

“在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
剑英和周恩来。”“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
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
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说，20年
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而感到骄
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
就感到骄傲。’”

此后，医疗队在各地都坚持为伤
员治疗，1939 年 1 月 22 日，医疗队前
往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
欢迎。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恩来武汉搞统战
刘明钢

1949 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
党政府的败亡已成定局，蒋介石宣布

“下野”，退居幕后，李宗仁任代“总
统”。但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企图
以“和谈”为名，调整力量，伺机反
扑。李宗仁迫于形势，积极进行“谋
和”活动，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
态度。1949 年 3 月 26日，中共中央
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以毛泽东1月
14日发表的 《关于时局的声明》 所
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在北平（今
北京）举行和谈。李宗仁立即发表声
明，表示愿意进行和谈。4月1日上
午，黄绍竑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
之一，陪同首席代表张治中乘飞机抵
达北平。

抵达北平后，双方代表按既定办
法，首先进行个别交谈。根据安排，
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
谈。为了推动和谈的顺利进行，毛泽
东也分别与南京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会
谈。他邀请黄绍竑、刘斐到香山当面

叙谈。当二人乘专车到达北平香山
时，毛泽东站在门口迎候，并热情地
迎上前和他们握手，笑着说：“欢迎
两位和平使者的光临。”

双方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黄绍
竑等到北平的生活情况。当谈到和平
协定方案时，毛泽东问：“这个协定你
们觉得如何?李宗仁会同意吗?”黄、刘
二人都表示尽自己最大努力做李宗仁
的工作。随后，毛泽东留二人吃饭。席
间，毛泽东对黄绍竑说：“听恩来说，季
宽先生很会填词，我也是个好结识诗
人词友的诗词爱好者，怎么样，我们不
妨来一首?”黄绍竑回答说，他此前也
曾拜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那种雄
浑洒脱的风格，是当今诗坛中无人能
与之相比的”，他自己也曾填词，只是

“聊以寄怀”，并提议“待协定签字完
了，定向主席讨教”。毛泽东爽快地回
答说：“好，那我们一言为定!”

4月13日，和谈进入正式会谈阶
段。谈判中，中共方面还主动提出，若
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中国共产

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
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其
间，黄绍竑明确表达了希望达成和平
的愿望。16日，双方拟定了协定的全
部文本。张治中特派黄绍竑、屈武回南
京说服李宗仁签字。

16 日，黄绍竑和屈武携带 《国
内和平协定》文件乘专机前往南京。
临行前，周恩来乘车赶到机场，专门
会见黄绍竑和屈武，勉励他们努力完
成这项使命，并叮嘱他们:“请你们
转告南京方面，协定签字，应该自拿
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 ”

黄绍竑和屈武回到南京后，立即
把和平协定文本交予李宗仁。李宗
仁听了黄绍竑的报告和看了《和平
协定》后，沉默不言，而白崇禧在旁
气冲冲地说：“谈不成就打!”黄绍竑
立即反驳说:“能打得过共产党我们
还用得上谈吗?”李宗仁召集桂系将
领和亲信开会讨论。会上，黄绍竑
谈了他希望达成和平的愿望，并传

达了中共给予桂系的特殊优待条件。
白崇禧仍然态度强硬，李宗仁犹

豫不决，其他桂系将领也莫衷一是。
蒋介石拒绝 《和平协定》 的消息传来
后，李宗仁再次召集桂系将领开会，
讨论决策。黄绍竑在会上再三强调，
应该接受和平协定，但白崇禧顽固坚
持“划江而治”的立场，经过激烈的
争论，会议不欢而散。黄绍竑给在北
平的代表团打电话说明情况后，便动
身前往香港。

随着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统治霎
时土崩瓦解，黄绍竑在香港不避风险，
出面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引
起强烈响应。8月13日，黄绍竑等人举
行港澳记者招待会，联合44名国民党
人士，领衔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
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痛斥蒋
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表示同蒋介石彻
底决裂，“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

“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
力”。此后，黄绍竑等人又联名发表了
《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
召全体国民党将士弃暗投明，实现局
部和平。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开除
黄绍竑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并加以通
缉，并派特务到香港刺杀黄绍竑。由
于中共秘密战线的同志采取保护措施并
及时将黄绍竑转移，国民党特务的阴谋
没有得逞。

1949年9月，黄绍竑在中共驻港负
责人的安排下，从香港赴北平。

北平和平谈判中的黄绍竑
贾晓明

1948年冬，解放战争胜利在望。11
月 3 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领导同
志：“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临时中
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
立，拟请林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
哈尔滨参加政协。”西北局于11月7日
回电中央：林伯渠在年前赶到中央。

1948年12月16日，林伯渠告别了
战友，乘汽车离开延安。西北局、边区
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同志以及各界群
众都赶来送行。经过 11 天的长途跋
涉，林伯渠于12月26日下午抵达河北
平山西柏坡。

林伯渠到达西柏坡后，一面向党中
央汇报情况，出席政治局会议；一面与
在西柏坡的民主人士分别进行会晤，充
分交换意见。

1949年 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后，
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
行。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
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中共中
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金城、申伯
纯、周子健等遵照周恩来要求，由李家
庄前往北平安排接待工作。林伯渠出发
前，曾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等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
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具体问题。

2月14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经
石家庄、深县，取道天津北上，两天后
到达沈阳。当时在沈阳的民主人士有：国
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
主促进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无党派民主人士等30多人。他们都是响
应中共的号召，先后由香港、上海和国外

许多地方陆续来到东北的。林伯渠到沈阳
的当天晚上，与东北局的领导同志研究了
日程安排后，就去大和饭店看望下榻在那
里的民主人士。

19日，李富春召集在沈阳的民主人
士全体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讲话，代表
党中央欢迎他们到北平共商大事，并
征询了大家对行期等方面的意见。
李济深代表全体民主人士致词，表示
对中共中央的衷心感谢，并商定于23
日启程赴北平。

在沈阳的几天里，林伯渠与民主人
士频繁接触，向他们介绍情况、分析形
势，阐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解答他
们的疑虑，同时听取了他们许多好的意
见，进一步增进了共识。

2月23日午后，林伯渠陪同民主人
士乘火车离开沈阳，于翌日晚抵天津，
25 日抵达北平。中共北平党政军领
导、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全国学代会代
表、铁路工人代表共百余人到车站欢
迎。欢迎仪式后，民主人士分别前往北
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榻。26日，人民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军管会、
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
各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宴
会，热烈欢迎从东北、天津等地来北平
及留平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
士，林伯渠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由于
要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林伯渠同北
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
叶剑英面商，请他对民主人士“政治生
活的充实问题多加关注”后离开北平，
赶往西柏坡。

林伯渠赴沈阳迎接民主人士
刘晓可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王必
成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同
年冬接任第二团团长。其间，他参与指
挥多次战斗，连战皆捷，威名远扬，被
茅山根据地群众誉称为“王老虎”，所率
第二团被称为“老虎团”。

1939 年秋，日军为巩固江苏省南
部占领区，维护其长江下游的交通运输
安全，从常州抽调1个大队的兵力，会
同镇江、丹阳等地日军守备部队，向丹
(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进犯。为打破日
军的企图，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在丹
(阳)北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
沿镇(江)澄(江阴)公路两侧开展游击
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陈巷桥是今江苏省常州市西夏墅镇
的一座桥，位于孟河之上。镇澄公路经
过陈巷桥。当地日军经常向以访仙桥为
中心的丹阳一带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进
犯。9月8日上午，二团就在西夏墅与日
军交火，打死打伤敌军40多人。为了夺
取更大的胜利，王必成率领“老虎团”
三营和特务连从丹阳出发，急行军两个
多小时赶到西夏墅镇陈巷桥。

当天刚好是白露节气，即农历七月
二十五。晚上有些凉意，但“老虎团”
指战员个个热情高涨。王必成一面指挥
部队在公路上设置好路障，阻断交通，
一面对指战员进行动员和部署——两个
排埋伏在西陈巷村东侧担任正面阻击，
两个排埋伏在陈巷桥至安桥公路之间两
侧圩埂上担任侧击，并派3挺重机枪埋
伏在公路西侧的圩埂上，准备以密集的

火力打击敌人；团侦察排和营侦察班埋
伏在桥南侧担任侦察任务和尾击，另派
一个排在河东土埂上防止敌人越河逃
窜，同时派哨兵在地方抗日武装的协助
下，在安桥至陈巷桥一线警戒，封锁消
息。

各部战士就位后，王必成命令一部
兵力袭击西夏墅据点，诱使敌军出援。
晚10时，战斗打响。特务连两个排由
北向南，一个排由南向北，以“围攻”
的架势向西夏墅镇敌据点发动猛烈进
攻。战斗进行了1个多小时，据点敌军
一面顽抗，一面向周边敌人求援。

常州城内敌人收到求援情报后果然
中计，立即向西夏墅据点派出援兵。深
夜11点多，满载全副武装日军的7辆卡
车进入伏击圈。敌人车队开到“老虎
团”设置的障碍石前，只得停车。日军
纷纷跳下车，企图借助车灯的亮光搬掉
障碍物。见战机已到，王必成在土埂后
一挥驳壳枪，喊声“打！”战士们顿时将
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群，敌人被打了个
措手不及，慌忙胡乱开枪迎战，依托路
旁沟坎和汽车顽抗。

在王必成的指挥下，“老虎团”指
战员乘黑夜勇猛出击，与日军展开白刃
格斗，很快焚毁7辆汽车，消灭了包围
圈里的敌人。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迅速
打扫战场，并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胜利
返回驻地。此战，“老虎团”毙伤日军
180 余名，缴获手枪 2 支、步枪 20 余
支、指挥刀5把，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
军用品，取得了一场围点打援胜利。

“老虎团”围点打援歼敌寇
周二中

张化民，河北省临城县北高村人，
农民家庭出身，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受党的委派，以小学教员的身份
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
发后，张化民先后担任临城县抗日武装
委员会主任、太行一分区敌工站站长，
从事对敌政治宣传、策反及情报搜集和
分析等工作。他经常深入敌伪统治区，
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建立秘密关
系，并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方法，
开展卓有成效的对敌宣传教育工作，争
取了相当数量的伪军及伪组织人员投诚
反正，被临城抗日军民称为“敌工战线
上的攻心专家”。

1938 年，临城盘踞着一股土匪武
装。张化民发现，这股土匪中的大部分
青年属于“被逼入伙”，于是化装打入
土匪内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半个
月的时间里，就做通了大部分青年的工
作，并通过他们把土匪头目的情况了解
得一清二楚。不久，张化民率地方武装
包围了这股土匪，在内应的配合下，一
举消灭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目和少数顽
固不化分子，并将大部分青年吸收进抗
日武装。

1943 年，受组织上派遣，张化民
来到临城水峪村敌人据点，做瓦解伪军
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下，驻守据点的百
余名伪军携带武器投诚。

1945年1月，张化民带领侦察班几名
战士化装前往临城县白牛寨炮楼做瓦解敌
伪工作。由于敌人突然换防，地下关系无
法及时接应，张化民不幸被捕，关押于临
城日伪军前方总指挥机关所在地。

被捕后，张化民面对敌人的威逼利
诱，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开口泄露任何
党组织的秘密。不久，敌人把张化民的
家人抓入监狱，企图从他们身上找出突
破口。但几位家人与张化民默契配合，
使敌人的这一诡计落空。狱中恶劣的
生活环境，使张化民患上了肺结核，
但他依然不失时机地在敌人内部开展
工作，向狱卒甚至审问他的特务开展
整治攻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述
抗日即将胜利、与人民为敌就是死路
一条的道理，让不少人受到教育。同
年8月，党组织领导的越狱成功，张化
民被搭救出狱，回到抗日根据地，任中
共太行一分区敌工科长。其后，多名在
狱中受到张化民教育的伪军、特务携带
武器来到根据地投诚。

临城解放后，张化民当选为第一届
人民政府县长，领导了全县的锄奸、反
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运动；1948
年任中共邢台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中
共邢台地委统战部副部长。1952年5月
23日，张化民由于积劳成疾，在邢台
逝世，终年48岁。

临城敌工战线上的“攻心专家”
梁银安

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埃德加·斯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