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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抗日战争研究会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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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２０１８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与实践研究”（１８ＣＤＪ００８）。
　 　 　 作者简介：张忠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暨政治与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摘　 要：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经验，提高红军的军事理论水平，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共中央

发起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 毛泽东主持研究会，组织编辑《抗日战争丛书》，传播了中共持久抗战战略和游击战战

术；编译《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广泛译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和苏联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创办《八路军军政杂

志》，宣传推广了八路军抗战经验和战术战法；召集军事理论报告会，探讨了军事战略理论。 上述活动，围绕中共中

央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展开，带有鲜明的现实关照。 研究会的编辑出版和理论研讨活动，推动了中共军

事理论体系的系统阐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广泛传播，提高了广大干部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中

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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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６ 月 ３ 日，毛泽东应抗日战争研究会邀请，作《论持久战》的报告。① 有研究
指出，此处的抗日战争研究会成立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 １９３７ 年夏天，是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抗日战
争的理论研究发起的研究团体。② 由于相关文献的缺失，目前学界对抗日战争研究会的研究近乎空
白，关于其发展演变的记载语焉不详，尚未出现专题研究论文。 鉴于此，笔者拟对该研究会成立缘
起、主要活动和历史影响进行深入探究，力图还原其历史概貌，从一个研究机构的视角呈现抗战时
期中共军事理论研讨及其实践探索的历史脉络。

一、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成立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国政治局势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历史节点。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纷纭交织的复杂环境，迫切要求中共党内在路线问题上统一认识，对形势作出
科学的分析，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系统地对
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总结。 毛泽东此时高度关注军事战略问题，对这
一问题的思考与求索，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宏大战略举动。 中央军委发起成立抗日战争研究会，并由
毛泽东“主持”该研究会③，则是这一宏大战略行动的具体步骤。 概言之，成立抗日战争研究会旨在
对抗日战争军事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性的理论阐释。

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观察战争实践与总结经验
的过程。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对于抗日军事战略问题亟待研究阐明。 １９３６ 年由于陕北红军处于
与国民党军的东征西战之中，毛泽东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旨在从阶级革命的角
度总结此前军事斗争经验教训，“对日作战的问题还远没有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进入
１９３７ 年，国共两党就苏区改制和红军改编问题开始正式谈判之后，中共中央致力于此，在半年时间
内几乎没有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再进行具体讨论研究。 因此，党内决策层在对日军事战略问
题上尚未达成一致，在此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充分体现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
地游击战争”应是红军的战略方针的观点，事实上并未能完全说服与会的多数领导人。④ 在此形势
下，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起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宣称其旨在“提高红军军事学识，
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确定“其主要任
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
关”。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民族抗战形势，军事研究委员会随即“改组”为“抗日战争研究
会”。⑥ 就其成立主旨而言，毛泽东指出，“过去对战略比较忽略，现在我们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中
央组织部因此也发起抗日战争研究会”⑦，赋予其研究阐明中共抗日战争军事战略问题的重要使命。

最初成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组成，朱德任主任，“下设秘书
处及编、译两委员会”。 为推动工作开展，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提名萧劲光任秘书长，李德任编委会
主任，伍修权任译委会主任，着手编译工作，“并计划出期刊杂志”。 要求各兵团分别组织军事研究
委员会，“并与中央军事研究会发生密切联系。 办理情形，希即报告”。⑧ 委员会隶属于中央军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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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的编、译委会各由主任指定若干人参加。① 据目前的史料判断，该委员会由于其成员各有本职

工作，且在多个领导机构或委员会兼职，难以成为一个独立运转的实体组织，而是一个相对松散的

军事理论和战略问题研究咨询机构，其研究成果提交给中央军委，供其决策参考。 委员会遵循为抗

战服务的指导方针，主要贯彻中央军委负责人的指示，对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军事理论问题进行

研究。
研究会改组初期，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

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②。 当时中央军委为了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

略转变，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为中共军事理论尤其是抗

日战争具体战法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为加强中央对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指导，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为

主任，王稼祥为副主任”。③ 这一时期，在军事干部教育工作中，强调高级干部应集中研究战略问题

和近代军事知识。④ 同时，中共立足于其军事力量弱小与军队装备落后的实际，在军事理论研究上，
非常重视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等问题。 在毛泽东倡导下，高级干部发表了许多有关

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者参考。⑤

总之，毛泽东提倡为总结革命经验而写作军事论著，在全党进行战略问题的研究教育，均属为

实现对军事战略问题进行总结的宏大战略行动的具体步骤。 抗日战争研究会的发起和活动的展

开，显然服务于这一战略行动的实现，是实施这一战略任务的研究团体。

二、主要活动

研究会成立后，为服务于中共中央对抗日战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开展了组织编辑《抗日战

争丛书》，编译《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召集军事理论报告会等一系列活动。
（一）编辑《抗日战争丛书》
为系统总结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的中共军事战略和理论，为抗日战争提供参考，毛泽东筹划编写

系列军事著作。 自 １９３７ 年冬 １９３８ 年春，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查找和阅读一些军事理论著述，用以

帮助梳理和构建自己的抗日军事战略思想”⑥，自陈“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

能”⑦。 直到 １９３８ 年春，“国共关系的状况、中日战争的大势，以及战场特点等基本情况都大体上变

得清晰了之后，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特别是对中共及其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战法的看法，才
基本固定”。 春夏之交，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抗日战略思想初步形成⑧，需要以适当形式进行系统的理

论阐发。 为此，毛泽东主持抗日战争研究会，亲自策划编辑《抗日战争丛书》，指定郭化若负责“编辑

部事务”⑨，以研究会名义出版。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毛泽东指出，全面抗战以来，全国各阶层思想活跃，“亡国论”和“速胜论”盛

行一时，在党内和群众中还存在轻视游击战争而寄望于国民党军的正规战争的倾向，对此种错误观

点需要撰文批驳。 为汲取党内集体智慧，他召集郭化若、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开座谈会。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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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朱德军事文选》，第 ２５２ 页。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６８ 页。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修订本）》中卷，第 １００ 页。
罗瑞卿：《关于军队中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３９ 年第 １ 卷第 ２ 期。
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１９３８ 年第 ２８ 期。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８ 页。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沈效良：《毛泽东给郭化若十封亲笔信的来龙去脉》，《福建党史月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在会上就“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怎样指导游击战争等军事理论问题”发问，要求大家

各抒己见。 临近座谈结束，毛泽东要大家回去后各写文章交给他，嘱郭化若将发言予以整理，草拟

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的写作提纲，要求郭化若搜集军事战略理论书籍，“不担任任何别的事，专注

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他还提到准备组织力量出版《抗日战争

丛书》，由郭化若担任编辑。① 这次座谈会，是毛泽东酝酿系统阐释其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和游击战

战略战术的起点。
接到指示后，郭化若经过思考，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提纲应重点论证两个问题：一

是抗日游击战争有无战略问题；二是抗日游击战争有哪些战略问题。 他拟定框架后运思筹划，过了

几天将试写的前几章送给毛泽东审查。 他在延安各单位广泛搜罗书籍，仍感资料不足，于是向毛泽

东请示赴西安买书。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５ 日，毛泽东致信郭化若，提出以自己的名义分别致信林伯渠、叶
剑英，说明《抗日战争丛书》编辑部“工作需要买书，各附一书单请其代买”，还告知郭化若，“战略问

题头几章，阅后付你”。 此后郭化若继续“编写战略问题”。②

２ 月 ７ 日，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预计 ２ 月底写出《游击战术》。 毛泽东致信郭化若，要求“催促

亚楼按时编好，办法仍照亚楼前定集体写法”，并收到郭化若写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提纲第

六章。 半月后，毛泽东再次致信郭化若，要求“择一个更好的提纲，收集所有的材料（包括《解放》发
表的），用你一人的编写体裁，整理编写一部《抗日游击战争》。 亚楼对此实际无暇写，应由你来担

负，战略问题暂放后面。 《政治工作》须亦如游击战争一样，收集集体写作”，“亦须由你负责催收并

整编。 务期在短时把两书先弄出”。③

毛泽东计划将《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工作》先行编辑出版。 在编辑过程中，郭化若考虑将第

一本书《抗日游击战争》分为 ３ 章：第一章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第二章为“抗日游击战争的

一般问题”；第三章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 但其在写作过程中感到内容很丰富，每部分都

可独立成书，若合编为一本，将导致写作和出版周期延长，出版后也不便于前方部队携带。 经请示

毛泽东同意后拟分别编写 ３ 本小册子。④ 毛泽东“强调要编游击战、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教材，并
说游击战争教材由他负责，战略教材他负担一部分”。⑤ 毛泽东和郭化若从抗战实际出发筹划“丛
书”编辑工作，实际决定了“丛书”序号。 按照“丛书”主题的逻辑展开，分别将《抗日游击战争的一

般问题》编为“丛书”之一，《论持久战》编为“丛书”之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编为“丛书”
之三。 毛泽东计划编的第二本《政治工作》原由谭政负责撰写，因谭政工作忙碌，一直未能交稿。 ５
月 ２１ 日，毛泽东提出罗瑞卿“请假一周，到我那儿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写政治书’。”罗瑞卿

确实闭门写作一周，期间思路难以展开，最终“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写成” 《抗日军队的政治工

作》⑥，编为“丛书”之四。 朱德著《论抗日游击战争》，编为“丛书”之五。 聂荣臻著《抗日模范根据

地———晋察冀边区》，编为“丛书”之六。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编辑《近战战术》，编为“丛书”之
七。 “丛书”实际出版 ７ 本。⑦ “丛书”的序号编排，体现了对抗战实践逻辑顺序的认识，即从抗日游击

战争的一般问题谈起，阐述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系统论述战略问题、战术问题、政治工作问题，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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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３３—１３４ 页。 注：陈昌浩应参与座谈。
《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３４—１３５ 页。
沈效良：《毛泽东给郭化若十封亲笔信的来龙去脉》，《福建党史月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３７ 页。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修订本）中卷，第 ７３ 页。
《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３７ 页；黄瑶：《罗瑞卿传略（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９０ 年第 ３６ 期。
郭化若先后提出“丛书”出版 ７ 本、５ 本，有学者认为出版 ６ 本。 参见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纪念毛主席八

十五诞辰》，《解放军报》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 ２ 版；《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３７ 页；赵生明：《新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摇篮———延安

时期新华书店史略》，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５０ 页。



础上，向广大民众介绍晋察冀边区抗战实践和军政民建设的各种政策措施，宣传推广在敌我装备技术

条件悬殊的情况下采用近战战术，为全国抗战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丛书”系统展现了中共关于抗

战的方针原则，重点阐述了游击战在敌后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揭示了中共出版“丛书”的主旨。 “丛书”
详情参见表 １。

毛泽东主持编写“丛书”过程中，在答复党内疑问时丰富了关于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问题的思想。
他指出：“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

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可称之为进攻。① 期间，毛泽东多次指示加强军事战略问题研究，表明他在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高度重视战略问题的理论探讨。
表 １　 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辑的《抗日战争丛书》

序号 书名 作（编）者 初版 内容简介

１
《抗日游击战
争的一般问
题》

毛泽东、
陈昌浩、
刘亚楼、
萧劲光、
郭化若

解放社，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该书共 ７ 章，分别是：什么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的关系、
历史上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能否胜利、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问
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２ 《论持久战》 毛泽东
解放社，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该书共 ２１ 章，即问题的提起、问题的根据、驳亡国论、“妥协还是抗战？
腐败还是进步？”“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为什么是持
久战？”、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犬牙交错的战争、为永久和平而战、能动
性在战争中、战争与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
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
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之可能性、抗日战争
中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结论。

３
《抗日游击战
争的战术问
题》

郭化若、
周纯全、
陈伯钧、
李振远、
谭家述、
刘少卿、
冯达飞、
陈奇涵

解放社，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该书共 １０ 章，即游击战术的基本要求、侦察调查、袭击、对敌人后方和
交通的破坏、通信连络、行军宿营、供给卫生、地方戒严、坚壁清野、隐
蔽休息。 书前有《编者弁言》。 该书是“继《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
题》而写的”。

４
《抗日军队中
的政治工作》

罗瑞卿
解放社，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该书共 ８ 章，即政治工作的任务、动员时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与文化
教育、巩固军队的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对敌
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组织问题。 书前有序言性质的“写在前面”。

５
《论抗日游击
战争》

朱德
解放社，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该书共 ３ 章，第一章“总论”，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就是“抗日的大众战、
民兵战”；第二章“抗日游击队的组织问题”；第三章“抗日游击队的战
术”。 附录《敌寇大本营歼灭游击对策秘本内容》。

６
《抗日模范根
据地晋察冀
边区》

聂荣臻
八路军军政杂
志社，１９３９ 年
５月

该书共 ４ 章，即在战斗中生长的晋察冀边区、一年来我们在敌后战斗
的收获、日寇的新企图和我们反围攻的斗争、边区抗战的经验对于全
国抗战的教训。 书前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作者的 ４ 篇序言。

７ 《近战战术》

八路军
留守兵
团司令
部编辑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该书辑录萧劲光著《发扬勇猛机动顽强的近战教育》和张成功译《步
兵的近战》“两篇步兵近战教育的重要文献，印成单行本，作为目前我
军近战教育的基本教材”。 书前有引言、八路军留守兵团关于近战教
育的补充训令。

资料来源：“丛书”１、４、５、６：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室藏。 “丛书”２、３、７：参见中国历史研究院档案文献阅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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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译《抗日战争参考丛书》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军事研究委员会成立伊始，即宣称其译委会“已着手编译重要军事参考材料”①，

但其具体活动无从查考。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毛泽东致信郭化若，提到“译俄文书，由你组织，报酬可照你

拟办法”②。 郭化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人翻译外国游击战争战例等著作”③，对具体活动及编

译成果则无只言片语的回忆。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曾涌泉从苏联回国④，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编译处处长。⑤ 因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

部实为同一机构，分别对党内和党外使用，中央军委编译处即对外使用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

处。 此时，编译处着力贯彻中央军委要求“翻译恩格斯的军事文章，把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学习当

作军事干部必修的课目”的指示，在中央军委协助下，从抗大等单位调来几位懂俄文的同志，着手翻译

恩格斯军事著作和苏联军事材料⑥，参与编译出版“抗日战争参考丛书”。 见存的“参考丛书”书目表

明，编译处主要译者有曾涌泉、何思敬、曹汀、焦敏之、常彦卿、杨作材、张成功等。 中央军委领导人关心

支持“参考丛书”的编辑出版。 毛泽东为“参考丛书”第 １ 种《苏联工农红军的野战条令》题写书名。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叶剑英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后⑦，关怀和指导编译工作，阅读恩格斯《普法战争》
后，亲自约谈译者曹汀，指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思想的重要性，鼓励译者致力于翻译事业。⑧

这套丛书收集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的论述、苏联战略战术、军事条令、经典战

例等著作，重点译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苏联军队战略战术。 目前学界关于“参考丛书”的研究

鲜见，仅有的介绍性文字也存在舛误之处。 如学界指出“参考丛书”见存 ８ 种⑨，出版“十余本”ÊI0，目
前见存却有 ２５ 种ÊI1，详情参见表 ２。

表 ２　 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编译《抗日战争参考丛书》

序号 书名 作（编、译、校）者 初版 内容简介

１
《苏联工农红

军的野战条

令》

张成 功 译， 肖

劲光、 曾 涌 泉

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该书共 １３ 章，即概则、军队行动的战斗保证、军队战斗行动的物

质保证、保证军队战斗行动的政治工作、战斗指挥要则、遭遇战

斗、进攻战斗、防御、夜间战斗、冬季战斗、在特种条件下的战斗、
军队的移动、休息及其警戒。 《条例》原文于 １９３６ 年颁布、１９３７
年出版。

２
《怎样把日本

武装干涉者

赶出了远东》

（苏）古伯尔曼

著，常彦卿译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该书共 １１ 章。 介绍了自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日本军舰侵占海参崴至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被赶走期间苏维埃国家反对日本武装干涉的斗

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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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ÊI0

ÊI1

《朱德军事文选》，第 ２５２ 页。
沈效良：《毛泽东给郭化若十封亲笔信的来龙去脉》，《福建党史月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３５ 页。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１９０６—１９７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８８ 页。
张成功：《译者的几句话》，张成功译：《苏联工农红军的野战条令》，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４２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年谱 １８９７—１９８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２６—３２８ 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 １４２ 页。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５３２ 页。
罗天：《抗日战争中的“红色翻译”》，《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第 Ａ０４ 版。
表 ２ 中的序号是严格按照当时《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中各种书的名称排列出来的。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

第 ２ 卷第 １２ 期“书讯”表明，参考丛书第 ８ 种《空军与防空》“正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该刊第 ３ 卷第 ６ 期“书讯”表
明，第 ９ 种《空军与防空》“已经出版”，而第 ８ 种丛书仍然情况不明，没有述及。 依据现存文献尚无从判断第 ８ 种是否出版，故表 ２
序号一栏独缺“８”。



序号 书名 作（编、译、校）者 初版 内容简介

３
《马克思列宁

主义论战争

与军队》

杨作 材 译， 何

思敬、曹汀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该书共 ４ 部分：解说导言、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的学说

基础、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争、帝国主义与无产阶

级革命时代的军队。

４
《恩格斯军事

论文选集》
焦敏 之 译， 曾

涌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该书收入恩格斯的《军队》 《步兵》 《炮兵》 《骑兵》 《欧洲军队》５
篇著作。 这是恩格斯军事论文集在中国首次翻译出版，对正在

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有很大的帮助。

５
《列宁读战争

论的笔记》
杨作 材 译， 何

思敬、曹汀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辑录列宁有关战争的论述。 分 ４ 部分：关于日俄战争与 １９０５ 年

革命、关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关于布列

斯特和约、其他。

６
《现代战役的

特性》

特里安德费劳

夫著， 常 彦 卿

译，肖劲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该书共 ３ 部分，主要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 １９２９ 年期间世界

各国军事的发展。 第一部分为近代军队的现状，分为世界大战

后军事技术的发展、军队动员的可能性、军队定规的组织 ３ 节。
第二部分为现代军队的作战，分为出发地、作战、连续的战役 ３
节。 第三部分为计划，分为战术与作战艺术发展的新阶段、在纵

深中突击组织的种类、在进攻中的化学、纵深中的协同动作、遭
遇战斗、在新阶段上的进攻与防御 ６ 节。 书前有 ３ 版序言。

７ 《通讯联络》 杨勉译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０
年　

原书未见。 《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４０ 年第 ２ 卷第 １２ 期有该书的

出版广告。

９ 《空军与防空》
斯米尔诺夫等

著，常彦卿译，
曾涌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１
年　

该书分两编。 第一编为空军，分为 １７ 章，即空军是怎样发展起

来的、现代空军、空军的战斗任务、侦察机、驱逐机、轰炸机、冲锋

机、辅助机、飞机场、兵团飞机队、集团军的空中侦察队、驱逐飞

机队、冲锋机飞机队、轰炸机的战斗任务、所有各种飞机队的战

斗工作、空中陆战队、轻气飞行队在战斗中的使用。 第二编为对

空防御，分为 ３ 章，即何谓对空防御、防空器材、军队如何使用防

空器材。

１０ 《日俄战争》 不详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１
年　

原书未见。 《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４１ 年第 ３ 卷第 ８ 期有该书的

出版广告（该书印刷中）。

１１
《克劳什维兹

战争论附录》
夏光伟译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附录共 ４ 部分：对德皇太子军事进讲录、论兵力有机的分配、战
术或战斗学计划概要、战术或战斗学之改作提纲。

１２
《 福 龙 芝 选

集》上册

焦敏 之 等 译，
曾涌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本书收录福龙芝撰写的 ９ 篇文章：福龙芝自传、红军的改编、高
级军事教育问题、欧洲的文明者与摩洛哥、列宁与红军、红军与

苏联国防、我国的军事建设与军事科学学会的任务、军事工业是

我们国防力量的基础、政治工作人员的目前任务。

１３

《新德意志帝

国建设之际

的暴力与经

济》

恩格 斯 著， 曹

汀 译， 何 思

敬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

该书即《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新德意

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第二部分为附录《反杜林论》
暴力论的一段。

１４
《苏联工农红

军的内务条

令（摘译）》

张成功、吴恺、
叶黎 合 译， 曾

涌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０
年　

该书共 １４ 章，即在职军人的职责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军人的住

所、时间的分配及日常规划、内务值班及其职责、野营勤务、战
车、运输车、专用汽车与牵引车等车库（修理库）的内务、飞机场

的内务、警急集合、根据定期军役入伍与退伍的手续、保护军人

健康、马匹饲养、消防。 书前有工农红军命令、概则。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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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编、译、校）者 初版 内容简介

１５
《步兵战术教

程》（上、下）

茨弗 尔 著， 张

成功 译， 萧 劲

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１
年 ４ 月

该书为茨弗尔《步兵战术》一书的修订本第 ３ 版，据工农红军步

兵教授大纲编成，用作工农红军步兵学校教科书及工农红军中

级军官参考书。 上册为第 １ 至 ３ 章：行军、防御、进攻。 下册为

第 ４ 至 ６ 章：冲锋、侦察、重机关枪排的动作。 书前有“出版部的

几句话”及“序言” （未署名）。 附第 １ 至 ５ 号作业：行军、防御、
进攻、冲锋、侦察。

１６
《一八七零至

七一年普法

战争》

恩格 斯 著， 曹

汀 译， 何 思

敬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该书共 ４ 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本书的内容、军事理论家的

恩格斯、恩格斯底军事理论的考察对于现代有何意义、批判的战

史、结语；第二部分：《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年普法战争》；第三部分：附录

《节录自恩格斯对于泽即斯特蒙·波尔克海姆所著 〈对于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 年德意志铁血爱国者的回忆〉一书底序文》《节录自

恩格斯给韦德梅叶尔的一封信》；第四部分：附图。

１７

《苏联工农红

军的步兵战

斗 条 令 》 第

一部

左权、 刘 伯 承

合译

八路军留守

兵团司令部，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翻印

本书共 ９ 章，即概则、单个战士、步兵班、掷弹枪班、机关枪班、四
五公厘口径的平射炮、迫击炮、步兵排、机关枪排。 书前有刘伯

承的译版序言和伏罗希洛夫发布《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长命令》，
书后有附录。

１８
《苏联工农红

军的步兵队

列条令》

伏 罗 希 洛 夫

著，译者不详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１
年　

该书共 １０ 章，即概论、各个教练、步兵班、步兵排、步兵连、机关

枪分队、步兵营、步兵团、未携带器材的特种兵种和混成队的队

形、在特别情况中的队形。 书前有《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长的命

令》，书后有附录。

１９ 《步兵侦察》
（苏）奥格洛布

林等 著， 金 涛

译，曾涌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

该书共 ６ 章：步兵侦察的概则、侦察时的战斗员和侦察组、步兵

班担任侦察、步兵排担任侦查、步兵排担任战斗侦察、步兵连担

任侦察。 附图。

２０
《红军战士底

战斗勤务》

（苏）Ｍ．瓦西连

科著，吴恺译，
曾涌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该书讲述红军战士的主要职责，以及在各种战斗环境中发挥实

地作战本领的方法等。 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 ４ 节，即红军战

士的一般职责、红军战士在行军中的职责、红军战士在行军警戒

中的职责、红军战士在防御中的职责。 第二部分为 ４ 节，即红军

战士在进攻中的职责、红军战士在侦查中的职责、红军战士在宿

营时的职责、红军战士在驻军警戒中的作用是什么。 书前有苏

联国家军事出版部的几句话、作者的话、引言。

２１
《曼纳林防线

之摧毁》

苏联国防人民

委员会编，曹汀

译，曾涌泉校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２
年　

该书是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报告文学集。 收录了《曼纳林防线》
《一个炮手底自述》《猛烈的搏斗》《苏联英雄米凯尔特卢索夫》
等 ２０ 篇。

２２

《苏联工农红

军暂行野战

参谋勤务条

令》

苏联国防人委

会编， 八 路 军

抗日战争研究

会编译处译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２
年　

不详

２３ 《军事化学》 常彦卿译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２
年　

该书共 ７ 章：介绍化学袭击器材及其使用，防化学（防毒）器材，
化学观察与化学侦察，以及防御空军的化学袭击、克服被毒地

段、组织防化学（防毒）的方法。

２４ 《夜战教程》
八路军军政杂

志社编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该书共 ４ 章：步兵底夜间行军战斗与休息、训练、实地教练、夜间

作业底检查。 书前有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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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作（编、译、校）者 初版 内容简介

２５
《兵团战术概

则》第一分册

（苏） Ｈ. Ａ. 齐

列 穆 尼 耶 等

著，第四局译，
曾涌泉校

中央军委第

四局，１９４２ 年

该书共 １０ 章：联合兵种战斗、各个兵种及其在联合兵种战斗中

的协同动作、攻击战斗、攻击战斗的组织与实施、遭遇战斗、防御

战斗、防御战斗的组织与实施、冬季战斗特点、行军、宿营。

２６
《步兵战例选

集》上册

八路军抗日战

争 研 究 会 编

译处

八路军军政

杂志社，１９４２
年 ６ 月

原书名为《战斗中的步兵》，由美国步兵学校根据一战战例编成。
该书共 １５ 章：情况不明、简单明了、墨守成规、出敌不意、敏捷的

行动、地形、“奇迹”、决心、乐观与顽强、命令、命令的更改、执行

底检查、指挥、指挥与通讯联络、活动与政治情绪。 收录战例 １５０
个，对重要战术问题均加以简短的阐述。 书前有出版部的几句

话、俄文版序言、原版序言。

资料来源：《抗日战争参考丛书》１、２、６、９、１１、１４—１９、２１、２２、２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抗日战争参

考丛书》３、４、１２、２３、２４：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室藏。 《抗日战争参考丛书》５、１３：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库藏。 《抗
日战争参考丛书》２０：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 《抗日战争参考丛书》２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

馆藏。

（三）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中共敌后抗战同时也面临着复杂严峻

的形势。 此时，迫切需要出版一种全军性的理论刊物，及时传达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交流各根

据地的抗战经验。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抗日战争研究会名义在延安创办《八路军军

政杂志》，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和萧向荣为编辑委员会成员，“由向荣负编辑之责”①，最
初实际由郭化若独力担负编辑工作。② 毛泽东阐述创刊目的：当抗日战争向新阶段转变之时，该刊

旨在“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

料”。③ 杂志暂定由八路军政治部出版，努力“争取合法地位”，鼓励军政干部踊跃投稿并要求：各部

队旅级以上“政治部主任负责组织各部队之通讯网，并告我们”，务必切实帮助本刊通讯记者的工

作。④ 为及时反映各抗日根据地情况，保证战地通讯稿件的来源，萧向荣特意从抗大选拔 ２０ 名文字

能力较强的学员，组成“军委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分赴第 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９ 师和晋察冀根据地进行采

访⑤，使杂志的战斗性、现实性、可读性更加鲜明。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中国红军诞生以来第一份“全军性铅印大型期刊”，定性为八路军政治部

机关刊物，以营以上军政干部为主要读者群体⑥，并在国统区发行。 根据毛泽东《发刊词》的指示精

神，萧向荣确立的办刊指导思想是：“为抗战、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服务”，“研究抗战的战略与政

略及有关抗战的诸问题”，“特别是以研究抗战部队中的军事建设及政治建设，与检讨军政建设上的

经验教训”，研究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上各种问题，并且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⑦ 根据中央军委

指示精神，萧向荣指导编辑部开辟《译丛》《战地通讯》《八路军新四军捷讯汇报》《特载》《转载》《敌
军工作特辑》等专栏。 所载文章“全面地宣传和阐发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思想，宣
传和阐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辩证法，系统地介绍、研究与总结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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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谭政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５ 页。
《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５８ 页。
毛泽东：《发刊词》，《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３９ 年创刊号。
《谭政军事文选》，第 ２５ 页。
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１８ 页。
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第 １１９、１１８ 页。
萧向荣：《关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为纪念本刊一周年而作》，《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４０ 第 ２ 卷第 １ 期。



略战术、战斗经验、政治工作等，并介绍和研究了古今中外著名的军事思想论述和著名的战争、战
役、战斗等”。①

中共及其军队领导人关心《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办刊方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与很多

高级将领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引领刊物的政治倾向，并且对办刊给予及时指导。 周恩来“还对杂

志的内容和形式提出建设性意见”，编辑部遵照指示予以改进，并向《新华日报》提供稿件。 每期出

版前，萧向荣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军队工作指导之需要，制订具体出版计划，然后着手组织

稿件。 毛泽东亲自审阅杂志的重要文章，甚至字斟句酌地予以修改，这种严谨负责的精神给予编辑

人员很大激励。 为使每期杂志按时出版，萧向荣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审查修改稿件。②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八路军军政杂志》“以明确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思想性影响读者，揭露敌寇

和汉奸的残暴兽行，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服务”。③

（四）召集军事理论报告会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至 ６ 月 ３ 日，研究会邀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分五、六次作《论持久战》讲
演。 在延安的张闻天、陈云、康生、郭化若等参加，张闻天指定马列学院教职工和学生 １０ 余人旁听。
参加者不到 ５０ 人。④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

方的基本特点，得出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开展游击战，就可以造成

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 ３
个阶段，并指出 ３ 个阶段依次演进的条件。 这次报告，推动了《论持久战》思想的形成和传播，并扩

大了研究会的影响。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邓小平在研究会报告八路军第 １２９ 师的战斗、工作经验。⑤ １１ 月，毛泽东安

排郭化若以《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为题在研究会作报告。⑥ 报告旨在继承与发扬中国军事理论与

战略思想的历史遗产，以新的内容和生气予以充实，以此批评曲解误解《孙子兵法》以至贻误中国抗

战戎机的思想。⑦ 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指导下，着重探讨孙子关于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
主动的灵活的指导法、开明的严厉的纪律、全能的高超的将帅等 ４ 个方面的战略思想，同时对其哲

学思想进行评析，密切联系中国抗战实际予以分析探讨。 该文的可贵之处在于，遵循毛泽东的指示

精神，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从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一分为

二的评价。 指出《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把其战略原则简单地、机械地照搬到

现代战争中来是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指导者需要依据现实的环境条件灵活运用孙子提出的有关作

战原则。 报告肯定《孙子兵法》中包含的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要素，但也指出其哲学思想中含有唯

心论和机械论因素，战略思想存在缺乏人民性与正义性等缺陷。 此次报告经整理后在《军政杂志》
上发表，在国民党将领中产生较大影响。⑧

１９４０ 年，研究会每周召集一次会议⑨，主要研究军事战略理论与总结抗战经验，邀请高级将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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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５９ 页。
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第 １２８、１２１—１２３ 页。
《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５９ 页。
邓力群：《怀念郭化若同志》，《人民日报》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第 １１ 版。
《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４８７ 页。
郭化若：《〈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三）》，《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４０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７０ 页。
郭化若：《〈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３９ 年第 １ 卷第 １１ 期。
《郭化若回忆录》，第 １６６—１７１ 页。
陈伯钧记载：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２４ 日、３１ 日、１１ 月 ９ 日（实际未开）、２６ 日、１２ 月 ３ 日、１０ 日、１７ 日、２４ 日召开研究会会议。

参见《陈伯钧日记·文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报告和理论工作者作专题讲授，开展相应的研究活动。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抗日战争研究会在杨家

岭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组织、分工，决定进行研究的方法”。 研究会邀请从前线返回延安的中共

军事领导人作报告。 朱德居留延安期间就抗战 ３ 年来敌人战略战术之演变问题，讲述“战略战术发

展演变的辩证法则”。 通过对抗战以来敌人战略与战役问题的分析，得出“三年来敌人战略上只有

一次演变；而战役的组织和指导上则有两次演变”的结论。 徐向前作关于山东问题的报告，张经武

作“鲁南反扫荡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的报告。① 此类报告通过前线领导人的讲述，总结出抗日战争

的经验与教训，并提供给延安参考。
研究会对于军事理论的研讨，集中体现在关于军事辩证法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研究方面。

如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１２ 月 ３ 日、１２ 月 １０ 日，邀请郭化若连续 ３ 次作关于军事辩证法的报告，采用

“以军事问题为主而包涵辩证法的因素”的方法。 与会者听后，“深感此门学问之不大容易。 政治、
哲学与军事的连贯问题，对历史上各种军事活动的全面观察问题，对历史上及其他派别的确切的适

当的批判与接受问题，再之都必须费相当功夫”，才可以形成科学的军事辩证法。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至 ９ 月 １６ 日，研究会一共组织 １５ 次专题讲授《战争论》文本的报告会，系统地研究这本战略名著。
研究会采取由何思敬专题讲授和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集体阅读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要求与会者会前

读完指定的章节②，在专题讲授之后结合抗日战争实际予以阐发。 这些研讨活动，涵盖了《战争论》
的主要内容，对于与会者结合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实际来思考战略战术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但专

题讲授依赖于授课专家的理论功底和会前准备，有时因“老师无多大准备”，导致研讨效果受影响。
当与会者会前充分准备，在会上积极发言时，易于收效，但又出现发言无秩序、杂乱无章的情况，导
致发言者言不达意而被迫停止，“再者多注意字句的研究，不注意其本意与整体精神，尤其在几个不

同的译本上，特别是指导者在这方面的色彩较大”。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苏德战争爆发，引起国际反法西斯

战争形势剧变。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研究国际形势和国内战局，为提高关于战局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要求研究会继续研究《战争论》。 几乎“延安的每一个角落都在那里畅谈国际问题”，研究军事理论

的氛围空前高涨。 ７ 月 ２９ 日，研究会组织理论研讨，因时间仓促而授课专家未准备好，“故未正式讨

论文本，只提出了一些讨论方法、方式等问题来商洽，特别谈到如何推动军事学习兴趣问题”。 经商

议决定，从《战争论》第 ４ 篇开始，每次研讨指定专人作主题发言，“首先务求了解原意，再及其他。
方式以不寻章摘句为妙，而采取抓住精髓、明了大意以及中心意思为主。 最后则随便举行漫谈”。③

编辑完成《抗日战争丛书》后，抗日战争研究会编委会（即编辑部）的工作即告一段落。 就目前

所见史料而言，研究会是一个非实体的学术研究团体，此时其主要工作部门编译处因有中央军委编

译处的组织依托，得以持续开展编译工作。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毛泽东计划将由编译处升格而来的编译局

并入拟组建的中央编译部，集中力量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④

三、历史影响

抗日战争研究会的理论活动，对中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催生军事理论、传播军事理论、教育广

大干部等方面，在相关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一）推动中共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阐释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共充分汲取近代以来苏联和中国关于革命战争与军队建设的理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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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日记·文选》，第 ５８８—５８９、５８９、５９０、６１２、６１０ 页。
《陈伯钧日记·文选》，第 ６０１、６０２、６０４、６０９、６１０、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７、６１９、６２１、６２３、６２５、６２９、６５１、６５６、６６１、６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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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新的军事理

论。① 经过抗战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阐发，至 １９４０ 年，中共的军事理论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体

系”。 这一理论，见之于《抗日战争丛书》，见之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上的若干论文，尤其见

之于中共军队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行动中，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指导抗战最正确的理论。②

在这一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作为唯一直属于中央军委的军事理论研究团体———抗日战争研

究会的作用不可忽视，从其主要活动即可窥见一斑：在酝酿《抗日战争丛书》各卷主题时，毛泽东以

研究会编辑部名义，根据军事干部的专长下达“命题作文”，推动“丛书”的编写。 “丛书”系统阐释
中共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军队政治工作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重点阐述游击战在敌后抗战中

的战略作用的理论，直接催生新的军事观点，创造新的军事理论，丰富了中共军事理论的体系。 在

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换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战略问题，研究会为之提供了
进行战略理论研究的平台。 《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全面介绍苏军战

略战术、军事条令、经典战例等著作，为中共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支撑。 《八路军军政杂志》所载文章，全面地阐发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
研究了古今中外著名的军事思想论述和战争、战役、战斗等，系统地介绍、研究与总结了中共抗战的

战略战术、战斗经验。 军事理论报告会一是推动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系统阐发，促进中共持久

战战略战术思想形成，提升研究会的影响力；二是邀请从前线返回延安的军事干部报告各地战斗经
验，朱德讲授抗战三年来日军战略战术发展演变的辩证法则，为中共军事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素材

和参考；三是关于军事辩证法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集体研究，对于与会者结合当前抗战实际形

成战略战术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如上所述，抗日战争研究会汇通古今中外军事理论，不拘泥于一家之说，通过组织多种活动，为

抗日战争军事理论提供交流交融的平台，助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逐渐自成体系。
（二）促进中共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传播

抗日战争研究会在进行理论著述的基础上，通过出版丛书、讲授学校课程、发行杂志等，推动了
中共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广泛传播。

《抗日战争丛书》主要由解放社出版，《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则主要由新成立的八路军军政杂志

社出版，两大丛书均通过新华书店发行，并被输送至各根据地。 尤其是《抗日战争丛书》，较为系统
地阐述了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天才的解答了中日战争的中心问题”③；并且当时的

理论工作者也认为中共干部需要学习的书目不应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经典作家的其他著

作，还应包括中共领导人论述中国革命的有关著作，如《抗日战争丛书》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
问题》《论持久战》《论抗日游击战争》等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

历史收获”。⑤ 正因如此，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将《抗日战争丛书》中的《论持久战》等列

入正式课程，并依此制订学习计划。⑥ 可以说，《抗日战争丛书》因其娴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阐
释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实际问题，被中共赋予多重理论价值，作为主要教材在教育广大干部的过程中

得到广泛传播。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集中刊载中共的战略战术思想，该刊的出版与发行，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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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持久战战略和游击战战略战术传播到全国和国际社会，并推动其贯彻于抗战实践中。 当时

中共宣传教育部门要求营团以上干部把阅读《八路军军政杂志》等书刊当作“必修课程”①，干部“要
求人手一本，至于某些书店要求寄纸版翻印”②，扩大了中共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③

同时，《抗日战争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在国统区也受到进步出版社的广泛关注，生活书

店先后出版“丛书”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 《论抗日游击战

争》，《论持久战》则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些书籍在国统区各地的生活书店分支店广泛发

行。④ 而《论持久战》的传播，还在国民党当局和国际社会中产生强烈反响。 周恩来向白崇禧介绍

《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后者深为赞赏，将其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

战战略。 白崇禧“征得周恩来同意，向蒋介石转述，经蒋批准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对日作战

的最高战略方针”。⑤ 《论持久战》还被中共组织国际友好人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在海外同样

得到军政高层人士的高度评价。⑥

（三）提高广大干部的军事理论素养

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书刊的出版发行，为“学习一般的军事常识、游击战争与军事理论的知

识”⑦提供了物质载体，提高了中共干部的军事理论水平。 为推动军事干部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

想路线，中共军事训练纲要特别规定“一切干部都应着重学习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现实战术而求其精

通”，并对文化程度不同的干部分别指定学习参考书目。⑧

《抗日战争丛书》不仅对于指导抗战实践“很有价值”⑨，而且成为提高中共干部的军事理论素

养的重要载体。 其中，《论持久战》作为中共指导抗日战争战略与政略层面的纲领性文件，是“丛书”
中最重要的一本，其发行传播与阅读接受，是探究“丛书”对于推动抗战实践的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标

尺。 基于中共干部群体和士兵民众的文化水平实际状况，中高级干部多被要求对《论持久战》有深

入的阅读与研究，中下级干部则被要求学习该书以了解领会《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而在基层的社

会教育与战士教育中《论持久战》的核心观点被“简化”成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

的一部分。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共推动“《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在各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

的落实”。ÊI0 如新四军某模范连，对《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进行课上讲授与课外阅读研究，在政治

军事上进步明显。ÊI1 针对乡村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大多目不识丁的状况，开设的抗日战争课程，以
简单化、通俗化的《论持久战》为授课内容，使其了解抗日战争的长期性。ÊI2 由此可见，“丛书”通过

类似形式的发行传播，并通过广大干部群众的阅读接受，在中共敌后抗战实践中发挥作用。 “丛书”
系统阐释中共的持久抗战理论，为抗日战争的协调推进提供了从宏观战略、中观战役、微观战术各

层面的指导纲领，提高了中共干部的战略理论水平。
《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的编译出版，为干部学习军事理论提供了文本载体，在干部教育领域影响

—７６—

张忠山 ／延安时期抗日战争研究会考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ÊI0

ÊI1

ÊI2

萧向荣：《为提高文化智识而斗争》，《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３９ 年第 １ 卷第 ８ 期。
萧向荣：《关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为纪念本刊一周年而作》，《八路军军政杂志》１９４０ 第 ２ 卷第 １ 期。
张爱萍、莫文骅等：《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肖向荣》，《人民日报》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 ５ 版。
陈挥：《中国出版家·邹韬奋》，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８ 页。
程思远：《我的回忆———百年中国风云实录》，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７２ 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９９ 页。
罗迈：《我们要学习什么？ 怎样学习？》，《解放》１９３９ 年第 ７９ 期。
刘伯承：《译版序言》，左权、刘伯承合译：《苏联工农红军底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战士、班、排的动作）》，八路军留守兵团

司令部，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翻印。
谭政：《延安军事部门检查工作的总结》，《解放》１９３９ 年第 ７３ 期。
金伯文：《〈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张鼎丞：《介绍新四军的一个模范支部》，《共产党人》１９３９ 年第 ２ 期。
柳明：《在游击区怎样举办乡村妇女干部训练班》，《中国妇女》１９４１ 年第 ２ 卷第 ８ 期。



深远。 朱德每周六在抗大一分校亲自讲授《苏军步兵战斗条例》，在两个月的授课期间经常回答学

员提出的各种问题。① 《野战条令》被翻译出版后，引起八路军各级将领热心地研究与讨论，被当作

“兵团战术的基本参考书”，并受到国民党友军的重视。② １９４１ 年春，为推动全党学习军事技术和游

击战争，朱德号召全党“都要读苏联工农红军的战斗条令和野外条令”，军政院校均应讲授这两本经

典战术著作，老干部应通过研究这两本书将战斗经验系统化。③ 八路军军事学院贯彻这一指示，“以
《野战条令》《战斗条令》为基本教材，同时参照中国战争的实际经验进行教学”。 教学注意理论联

系实际，务求学员学会灵活运用教材的原理④，力求使学员获得较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术理

论。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总政治部宣传部关于延安军事机关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发布，中央军委要求军

事干部在阅读上述两本基本教材基础上，增列《现代战役底特性》 《队列条令》 《内务条令》为参考

教材。⑤

综上，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书刊的出版、发行，系统译介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为中共干部

学习军事理论创造了条件，丰富了他们的军事理论知识，总体上有助于他们的军事理论素养的

提高。

结　 语

总之，中共处于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节点，需要对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战

略方向进行系统总结和全面调整，尽快适应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战争。 在这一情势下，中央军委成

立抗日战争研究会，旨在参与谋划抗日战争全局与提供战略战术上的学理支撑，推动抗日战争顺利

发展。 研究会的成立与活动的开展，是中共中央对军事战略问题进行总结的宏大战略行动的具体

步骤，伴随着抗日战争进程军事政治局势的演化而跌宕起伏。 关于以研究会为平台的理论著述与

中共抗日战争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其研究成果对于中共军事理论的推动作用，有进一步研究

的价值。

（责任编辑：张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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