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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
战略支持
!

胡德坤

摘
!

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虽无完整统一的战

略配合计划&但据日本战史资料记载&实际上却在对日作战方面做到了相互配合'相互支

持(尤其是敌后战场的抗战&在日本制订对正面战场的作战计划及具体作战中起了重要

的牵制作用&使日本在对正面战场作战时&不得不顾及敌后战场的牵制和制约&被迫进行

两线作战&顾此失彼&最终战败投降(可见&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中国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

的可靠保证(

关键词!敌后战场+正面战场+战略支持

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抗日

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国民党战场即国民党领导下

的正面战场&解放区战场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中国敌后战场是指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日本占领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广

泛的抗日游击战争&随着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扩展'抗日武装的壮大'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成为中国抗日的另一个战场(

一'敌后战场对日本作战计划的牵制

!CMD

年
!!

月上旬太原失陷后华北会战结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

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并迅速从山

西扩展到整个华北日本占领区(

!CM%

年
1

月&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挺进上海至武汉之间

的长江两岸日本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到
!CM%

年
!"

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

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六个抗日根据地&

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此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互相呼应'互相补充'

里应外合&坚持持久抗战&迫使日本在中国战场进行两线作战&顾此失彼&导致日本对华战

略与作战计划屡遭变更(

!CM%

年
$

月上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制订武汉会战计划时&原准备由日本华北方

面军一部沿平汉线南下&与日本华中方面军沿长江西进夹击武汉(后来考虑到华北地区

八路军频繁出击而导致,治安不良-&难以抽出兵力&从而放弃了沿平汉线南下参加武汉会

战的计划#

(由于八路军的牵制&日本华北方面军未能南下与日本华中方面军两面夹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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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坤!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支持

武汉&为国民党军队进行武汉保卫战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CM%

年
!"

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

了战略相持阶段(

!0

月
&

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昭和十三$

!CM%

%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

指出!,以攻占汉口'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

治安-(按照这一总方针&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对占

领地区的政策&应把治安第一作为当前的目标-&,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

的-(在国民政府军控制的,作战地区-&配置兵力,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少限度内-(仅起到在政治上和战

略上压制国民党军队的作用"

(即是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不准备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

模的军事作战&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治安战-&则要配备重兵&这就意味着敌后战场不可避免地

要成为日本对华军事作战的主要目标&这对刚刚进行完武汉会战急需休整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喘息的

机会&是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重大战略支持(

!CMC

年
$

月
0"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治安肃正要纲/&决定
!CMC

年度的军事作战主要是维

持占领区的,治安-&作战目标是占领区内的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分三期进行(在制订计划时&

日军还比较重视占领区内国民党军队的存在&一度把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八路军同等看待(经过日

军第一期,肃正作战-后&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大多被击溃(经过第二期,肃正作战-&国民党军队大多

退出了占领区(这时&日军才深感在占领区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八路军(在第三期,肃正作战-

中&日军就完全把作战重点指向了八路军#

(即是说&

!CMC

年底至
!C$"

年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已开始将

作战重心转移到敌后战场&从而减轻了华北正面战场的压力(

!CMC

年
C

月
0M

日&日本大本营给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陆命第三百六十三号/命令&规定日本

华北方面军负责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第十三军负责上海&杭州一带的治安+第十一军配合向国民党发动

的政治攻势&以武汉为中心&在安庆&信阳&岳州$阳%'南昌一带展开军事作战+第二十一军驻守广州地

区&负责切断国民党政府的外援之路(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拥有
0$

个师团&其中&日军第二十一军的

$

个师团只起战略牵制作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
C

个师团
!

个骑兵兵团&日军第十三军的
$

个师团&主

要任务是在华北'华中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只有驻守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的
D

个师团主要是对正面

战场作战%

(在这一部署中&日本中国派遣军有
!M

个师团是针对敌后战场的&而只有
!!

个师团是针对

正面战场的&表明日本对华作战重点已经向敌后战场转移(

!CMC

年
!0

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

会议认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共产党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全境&就连北平周围&共产党组织也深入到了通

县'黄村$大兴%县的民众之中(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肃正最坚韧的敌人(为此&加强情报收集&确立排

除中共势力的对策&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在会上指出&,中

国共产党及其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打破这种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

合之上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

'

(

!C$"

年
0

月&河北省日本特务机关有这样的记载!

八路军,占据了河北省的八成地盘-&河北省,已成了中共独占的活动舞台&是成立新中央政权$指汪精卫

伪政权%的一大障碍-

(

(可见&八路军由于力量的壮大已被为日本华北方面军视为主要对手(

!C$"

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
!C$"

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从
$

月至
C

月&第

二期
!"

月以后(根据两期作战设想&日本华北方面军规定治安作战的重点,全面指向中共军队-(继而

又在.

!C$"

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的.要纲/中指出&,以治安第一为基调-&,将作战重点放在剿灭共产党

军队方面-+在该文件的.要领/中指出&,实施彻底讨伐肃正-&,讨伐重点置于剿灭共产党军队-

)

(据日

0

M!

0

"

#

$

%

&

'

(

)

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
C

0日中战争
0

/&东京!美铃书房
!CD%

年&第
11M

*

11$

页(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

0华北的治安战
!

/&东京!朝云新闻社
!C&%

年&第
!$$

页(

!CMC

年
C

月&日本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日本华北方面军'驻上海的第十三军'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和驻广

州的第二十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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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战史丛书/记载&日军的,肃正作战-&,虽然比较容易击破重庆政府军队&但中共军队采取退避分散战

法&捕捉击灭极其困难(-,中共组织民众&实施扩军工作&滚雪球式地扩大党和军队势力(-

"这表明&

!C$"

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将军事作战重点指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但经过日军多次,肃正作

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不仅没有被击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C$"

年
1N&

月&欧洲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军队闪击西欧&击败英'法军队&法国败降(在日

本的威逼之下&

&

月
!0

日&荷属东印度当局宣布取消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对日出口的限制&继而法

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关闭越中交通线&

D

月
!D

日&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
M

个月(英'法等国的对日妥

协退让&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月
!

日&日军第十一军发动宜昌作战&于
&

月
!0

日攻占

宜昌(从
&

月至
%

月&日本陆海军对重庆等地进行了
$"""

多架次的空袭和轰炸&给重庆等地造成了重

大的损害#

&对国民政府产生了重大压力(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不利局面&蒋介石出现了抗战以来的严

重动摇&在国民党内也涌动着一股投降暗流&蒋介石的代表同日方代表的秘密会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着&甚至于
D

月
0M

日签订了备忘录&同意
%

月上旬在长沙由蒋介石与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

郎当面协商日中停战问题$

(在这危机关头&

!C$"

年
%

月&八路军出动
!"1

个团的兵力在华北日本占领

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表达了中国抗战力量的抗战决心&遏制了国

民党内的投降暗流&也坚定了蒋介石的抗战信心(

!C$!

年
0

月
!$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司令

官会议&决定将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和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封锁战-&作为当前对华政策的两大内容(

其中重点是进行,治安战-&,治安战-的主战场放在华北(由此表明&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中国派遣

军正式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日军将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表明敌后战场名

副其实地担负看中国抗战主战场的重任&也就意味着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

!C$!N!C$M

年&日本对正面战场只是,封锁战-和,短促作战-&即是说&敌后战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抗击着大部分侵华日军&为正面战场提供了难得的训练整顿'积蓄力量的机会(

!C$0

年
$

月&日本参

谋总长杉山元提议&要利用太平洋战场的初战胜利来解决中国问题(

1

月
!&

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

边盛武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最重要的是&无论处于何种形势&对处理中国事变必须倾注全力&以最快

的速度解决(,为此&如全盘形势许可&今年秋季进行西安及宝鸡方面作战&以摧毁敌之西北根据地&努

力切断西北通道&同时&加强对重庆的压迫态势(-,此时&若重庆政府不肯屈服&根据情况&明春以后伺机

实施更积极的作战&以政治谋略相配合&促使重庆屈服或崩溃(-根据以上考虑&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准

备进行西安作战和四川作战(西安作战的目的是&,歼灭西安正面之敌&攻占西安及宝鸡附近的要地&努

力切断西北通道&同时加强对重庆的压迫态势&以支持政谋略的推进(-四川作战的目的是&,利用大东亚

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实施进攻作战&歼灭该方面的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并攻占该平原要地&以

政谋略相配合&促进重庆政权的屈服'崩溃或分裂(-在准备西安作战'四川作战的同时&,确保现占领

区-

%

(可见&自
!C$!

年起&日本对华作战重点进一步明确为敌后战场(但日本要发动西安作战和四川

作战并非易事&其前提是能否摧毁敌后抗日区根据地&,确保现占领区-(

1

月
0$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西安作战-计划&准备集中
D

个师团的兵力进行,西安作战-(

对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内部许多人认为不宜进行,西安作战-&他们认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正在全力剿共

55只进攻西安反而对华北的主要敌人中共军队有利(-,日本同重庆方面虽一时相争&却有共存的性

质(但日本同中共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在于消灭延安(-

&这

种分析是日军内心的真实表白!日本同国民党的矛盾虽然尖锐&但还有,共存-的一面&而同中共的矛盾

却是你死我活的性质&进攻西安反而有利于华北的八路军(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不同意进攻西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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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坤!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支持

见&敌后战场的抗战使日本不敢肆意发动西安作战(在日本参谋本部也有不少人认为只进行,西安作战-

而不进行,四川作战-&对解决中国问题效果不大(于是&到
&

月&,西安作战-便并入了,四川作战-计划(

此时&日本急切期望利用太平洋战争的初战胜利解决中国问题&仍坚持要在中国发动大规模作战&

打垮国民政府&结束中日战争(

&

月末&日本参谋本部,四川作战-计划出台&准备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出

动
!&

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对这一方案&日本中国派遣军经

过反复研讨&深感没有胜算(

%

月
01

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目前形势下的陆军作战准备/中指出&拟

在中国战场发动,四川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并攻占四川省的要地&摧毁敌抗

战根据地&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
&!

万人增加到
CD

万人&即

增加
M&

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
!0

万人&从中国东北抽调
!%

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
&

万人(作

战时间预定为
!C$M

年春季以后"

(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对,四川作战-深表怀疑&他认为&

,进攻四川的作战完全是一种赌博行为&以此打开局面是一种悲壮的决心(如果从对美关系和我战力考

虑&不允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用来进攻重庆&但作为打开局面的穷极之策&陆军省也同意了参谋本部的

意见55目前实施作战的可能性只有五五开(-

#对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对参谋总长杉

山提出&,根据最近通知的事项&中央虽已内定于
C

月实施西安作战&根据情况于明年实施四川作战&同

时在占领地区维持治安(但若不增加很多兵力而实施以上作战&我军在占领地区内的治安不得不做出

部分牺牲&希望预先予以考虑(-

$就连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也认为四川作战计划不可能实

现&他在参谋本部的.业务日志/中写到&,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险&这一点若无

十分的把握&进攻重庆作战则就是极其危险的投机(-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当局深知&不解决中国问

题就难以在太平洋战场同美国抗衡&而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四川作战(但由于日本陆

军主力正在中国同敌后战场作战&要发动四川作战就要减少在敌后战场的兵力&这样一来&中共势力会

乘机崛起&日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这是日本当局最大的后顾之忧(

!C$0

年
!0

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

的瓜达尔康纳尔岛争夺战中遭到重创&使日本大本营对四川作战计划彻底失去了信心&

!0

月
!"

日&下

令停止,四川作战-准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坚持战斗在日军后方&使日本当局的许多对华战略'对华

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得不经常改变&从而在战略层面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二'敌后战场对日本在正面战场作战的牵制

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不仅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而且在具体的战役中也

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如前所述&

!CMC

年
$

月
0"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治安肃正要纲/时&日军还比较重视占领区内的

国民党军队&一度把国民政府军队和中共军队同等看待(经过日军两期,肃正作战-后&占领区内的国民

党军队大多退出了占领区&在第三期,肃正作战-中&日军就完全把作战重点指向了八路军(由于中共在

敌后开展的是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日军的,肃正作战-无功而返(据日军

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中佐回忆&在五台山作战中&,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建有根据地&曾认为

可以逐步摸清情况&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如坠云雾&是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

施过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周密巧妙&预期落空&毫无结果(-

&日军深感八

路军存在与发展直接威胁到其后方的安定&不打赢,治安战-&后方不稳定&也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分兵进

攻在日本占领区周边的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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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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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第
#

期

!C$!

年
0

月
!&

日至
M

月
!M

日&日本第十三军出动三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向苏北地区发动,扫荡-

作战&据日本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日记记载&本次作战目的是!,一是击溃江北兵匪&特别是新四军&毁

灭其地盘+二是扩大江北占领区域&打开物资流入的通道+三是处理$国民党政府%李明杨军队(-经过这

次,扫荡-作战&国民党军队被击溃&李明杨率领
$

万人投降&但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歼灭&反而在国民政府

军队退出地区得到了发展&控制了盐产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日占区"

(新四军的顽强作战&及

时填补了国民党军队被击溃后留下的空白&使日军尝到了始料不及的苦果(

!C$!

年
1

月
D

日至
&

月
!1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晋东南的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
0$

个师牵制了日军
M

个师团的兵力&便向中条

山发动,中原会战-&击溃了国民党守军&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但其结果却大出日军意料&中共武装立即

乘机进入中条山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反而给中共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课

参谋山崎重三郎少佐回忆&,中条山是蒋介石系统中央军扰乱治安的基地&这次的确遭受了铁锤般的打

击(但6扰乱治安基地)只是一个名义&实际并非如此&同共产党系统军队相比是极其低调的(然而&一

当蒋系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失去根据地时&共产党军队便虎视眈眈&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

军&建立根据地(因此&华北的游击战便为共产党军队所独占(-

#在华中&自
!C$0

年日军发动浙赣作战

后&新四军立即进入日军新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占领区,治安恶化-(

!C$M

年

$

月
!

日&日本大本营第十五课课长松谷诚大佐在向大本营汇报中认为&,中原会战'浙赣会战后&共产

党新四军都进入了占领区&使日军进行扫荡作战的后方治安紊乱'恶化(共产党问题是很深刻的问题&

从华北的现状也可以看到&同共产党的作战是变相的日苏战争-(

$

月
D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俊六大将会见汪精卫时&提议双方共同调查研究,关于共产党的对策-(

1

月
%

日&日本参谋本部总长

杉山元大将在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大将的对谈中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扰乱我占领

区的的政策谋略活动是极为必要的-

$

(

!C$M

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对经过日

军三年,扫荡-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情况做了如下估计!,日军占领着中国东部的重要地区&重

庆政府被压迫于黄河以南的内地及山岳地带&仅仅保住了残余势力(与此相反&中共军队乘日军转用减

少之机&在华北'华中富庶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地盘&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强大

的势力55他们的首脑部在长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苦难的历程&其坚强意志和智谋不是

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

!C$$

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指南/中指出&,由于皇军历次剿共作战的结

果&将中共军政领导机关驱赶到很远的山间僻壤&使其独立抗战活动显著下降(但纵观占领区内的全盘

治安形势&难以说治安提高了&相反&却出现了恶化而又复杂化的趋势(-

&可见&无论是华北还是华中日

本占领区&即使日本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被打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扎根于群众&坚持游击战

争&坚守抗日根据地&从而有利于全国的抗战(

!C$$

年&日本法西斯进入了内外交困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兵分两路向日本太平洋战线进行

,双叉冲击-&使日本当局精心构造的,绝对国防圈-开始崩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便绞尽脑汁寻找

死中求活的出路&决定使用
!M

个师团的庞大兵力&于
$

月至
!0

月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打通大

陆交通线&通过中国贯通日本与南洋地区的联系&以便在太平洋与美英盟国进行长期战争(由于发动

,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日本不能不减少对敌后战场作战的兵力&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华北方面军

预料&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中共敌后战场必定会发动反攻(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宣称中国

已进入反攻阶段&号召准备总反攻&展开了顽强的政治攻势-(,中共的总反攻并非徒劳地进行困难的单

纯的军事进攻&而是通过政治政势争取$汪伪%新政权的武装团体&使其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反叛(同时&

以$汪伪%新政权的工作人员为内应&策动我方地区内民众一起举行武装起义(-中共的反攻,并没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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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坤!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支持

的战线&而是在我占领区内各地进行(-,中共的总反攻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国内实际情况&难有急剧的转

变(但他们正采取政治谋略与军事行动相配合'与$策动汪伪%新政权里应外合的策略&避免欲速而不

达&稳扎稳打(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必然会实施总反攻&预计将会选择战略要地&在各个地方分别开始

行动(-根据这一分析&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对中共总反攻的对策是!,$

!

%粉碎中共对$汪伪%新政权的策

动和利用+$

0

%事先歼灭中共的抗战力量&彻底摧毁其总反攻的准备工作+$

M

%加强改善对中共的情报调

查活动+$

$

%针对中共里应外合袭击&进行应对战术研究(-

"由此可见&

!C$$

年日本要对正面战场实施

,一号作战-&不得不应对敌后战场的反攻&而不能抽调更多的兵力(经过历时
%

个月的,一号作战-&日

军打通了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线&击溃了沿途的国民党军队&从表面看&日军战果赫赫&但从

全局来看&是得不偿失(由于,一号作战-&日本原占领区兵力减少&后方空虚&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乘

机开始了反攻作战&日军不得不退守,点-$大城镇%和,线-$重要交通线%&使日本原占领区面积急剧缩

小(正如日本华北方面军从,一号作战-一开始就担心&,中共军队会乘机出动&犹如失去了重石的腌菜

一样&急剧变轻浮向水面(-在,一号作战-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秦郁三郎中将向大本营报告说&,原日

本占领区的治安急剧恶化了-

#

(据原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五十九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回忆!,当时的

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收集不准确&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没有把握&从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

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原日本华北

方面军高级参谋寒川吉溢大佐&在回忆
!C$$

年秋季华北占领区治安状况时指出&

!C$$

年末&,日本华北

方面军占领的
M

个特别市'

$""

多个县中&治安良好的除
M

个特别市外&只有
D

个县&占总数的
!#$O

+几

乎没有配备军队'听任中共活动的有
!MC

个县&占
M!#1O

55目前治安恶化状况是明显的(-

%由此可

见&到
!C$$

年底&日本占领区缩小到,点-和,线-&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显著扩展&形成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中共在敌后的局部反攻作战&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一号作战-&支持了正面战场

的作战(更重要的是&因,一号作战-而扩大的日本占领区内&日军兵力严重不足&进入
!C$1

年后&不得

不收缩战线&从广西'湖南'江西等省撤军&国民党军队乘机进行尾追作战&与敌后战场共同形成了对日

军的里外夹击之势&加速了日本败降的步伐(

纵观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尤其是敌后战场给予正面战场的巨大支持&我们可以

清楚地认识到&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中国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在当今世界&中国正在快速和

平崛起&如果国共两党能实现再度携手合作&一定会加快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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