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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的发生及由此开始的中国全民族抗

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七七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深

刻阐述了七七事变的划时代意义及其对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影响，提出中国共产党应采取因时制宜的政

策。学术界探讨了中共中央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

的判断和因应①。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毛泽东如何

评价七七事变的意义以及由此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应

对的政策。

一、“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

阶段”

七七事变是日本由局部侵华向全面侵华的重要

战略转变，是日本妄图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

始。早在1927年，日本政府出笼的《田中奏折》规定

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支那”的国策；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此国

策的第一步，七七事变是第二步。1935年 12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报

告中预料到日本必然要在九一八事变的基础上采取

第二步，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

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1935年之《何梅协

定》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显示日本“要向中国本部

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

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

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②。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的开始。在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

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③。扩大会议通

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根据毛

泽东的分析作出论断：七七事变“是日寇大举进攻中

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

战时动员”④。毛泽东随即在各种场合解释此论断。

9月 1日，他在中共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

七七事变是“日本大规模进攻开始”，这一进攻“是大

规模的”、“是继续的”，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并有

外援但又是一个冒险的进攻”⑤。10月，他在《目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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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七七事变是日

本“有计划有准备的进攻”⑥。可见，毛泽东反复强调

七七事变是日本的既定步伐，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

七七事变还是日本侵华军事策略与政治手段变

化的节点。1939年 6月 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

部会议上针对国民党内妥协投降倾向，指出这不是

偶然的。他分析“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指出：

在七七事变前，日本“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

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七七事变后

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这是‘掩护进

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从七

七事变到 1938年 10月占领武汉，日本“为执行其硬

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

诱降”。这样，毛泽东反复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

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采取的步骤，七七事变是日本

企图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步骤。他指出：无论如

何变化，“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

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

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⑦。

毛泽东将七七事变视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

他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了七七事变

的趋势，将中日战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指出：“第

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

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

时期。”七七事变既是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又是中

日全面战争第一阶段的开端。毛泽东指出，第一阶

段的失利并不重要，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

段”，是中日战争“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

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

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他

总结道：从七七事变开始，“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

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

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

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⑧。

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势，毛泽东以中国共产

党的应对政策调整为中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

展阶段作了划分。1937年5月3日，他在延安召开的

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一阶段

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

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5年“一二·九

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这个新时期

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二·九运动”开始

“至一九三七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第二阶段从

该全会开始，中国革命新时期“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

装抗战的过渡阶段”⑨。

七七事变的发生，使对日抗战的过渡阶段发展

到对日抗战的实行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8
月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七七事变的态势及政策调

整。毛泽东首先强调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

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进而，他指出新民主主

义革命发生阶段变化：七七事变“使得‘九一八’以来

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

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使得一二九运动以来

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

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⑩。这样，七七事变使中

国历史发生两个重大的转变。为使全党牢记革命阶

段的变化，毛泽东反复指出：七七事变是“中国全国

性抗战开始，是全国性的不是局部的，进入了实行抗

战的阶段”。依据他的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指出，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

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

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

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

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央关于

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在这一新阶段

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

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

问题。”

七七事变的发生，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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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影响。在 1937年 10月 25日对英国记者贝特

兰(James Bertram)的谈话中，毛泽东专门指出抗日战

争的性质是革命的：就对中国来说，“现在的抗日战

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

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

的”。就对世界的影响而言，如果说日本制造九一八

事变“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四省”，那么

它制造七七事变“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

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

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

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

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

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11月 1日，毛泽东在延

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再次指出：“中国的抗战是百

年来未有的，它的性质是革命的。”

抗日战争是抗日的民族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是

民族革命时期，那么民族革命时期与民主革命时期

是截然分开的吗？毛泽东作了解答。他在 1939年

12月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现

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

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民

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

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

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

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

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

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

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

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

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民族革命阶

段与民主革命阶段是同一的，“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

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

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

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

与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

是不正确的”。1940年 7月 13日，在延安高级干部

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指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

有区别，也有一致的”，“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

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

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进一步界定七七

事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中的地位。在1938
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报告中，他指出：“此

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

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1939年10月4日，他

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

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原

则。他提出三个革命阶段，“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

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

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

段”。即是说，他把七七事变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个阶段中第三个阶段抗日战争的开始。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变化，中国共产党

的战略发生阶段性变化。1938年 11月 6日，毛泽东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

经历两个战争、四个时期、三个战略转变。在日本大

规模武装进攻中国前，是国内战争；在日本进行全面

侵华战争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对外的民族战

争”。国内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

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

正规战争”。抗日民族战争“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

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

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
要的将是正规战争”。在这“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

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

转变”，一为“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

转变”，二为“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

转变”，三为“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

转变”。他着重指出，“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

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七七事变后发生的。这

样，毛泽东指出七七事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革

命对象的转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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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

重的转变”。

与这一战略转变相适应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国

民党关系的阶段性变化。在上述对贝特兰的谈话

中，毛泽东把七七事变放在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史上

加以考察，指出：“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

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

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

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现在进入

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

上进行彻底的合作。”即是说，七七事变促成了国共

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使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进入第

三个阶段。

总之，七七事变对于中国历史演变和新民主主

义革命发展的影响是划时代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上宣布“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

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

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

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

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

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

二、“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虽然中国已经从抗战准备阶段进入抗战实施阶

段，但是在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的二十来天中，中国

内部还存在一些妥协幻想。如何实施抗战，是国共

两党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 1937年 7月 23日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向全国

宣布必须发动对日的全民族抗战。他指出，中共中

央在七七事变发生次日就“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

的宣言”，大呼三个危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

华民族危急！”强调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已经到了最

后关头。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三个立刻：“我们要求

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

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

苟安的打算。”提出三个立即：“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

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

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

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提出五个口

号：“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

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

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

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

国！”提出一个出路：“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

们的出路。”

如何发动全民族抗战呢？毛泽东提出“全国军

队总动员。动员我们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海陆

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全国人

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

领袖共同管理国事”等八项主张。他指出：“民力和

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

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

利。”他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如此，中国共产

党在七七事变一爆发就认识到了日本已经发动全面

侵华战争，因而立即提出了全民族抗战，毛泽东指出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提出的方针。

同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开始了全国性抗战。

他称赞蒋介石 7月 17日“庐山谈话”结尾的一段话：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

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

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

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任。”蒋介石在这里提出了“全国应战”。此后，蒋介

石又多次提出全国性抗战。

相对于蒋介石的全国性抗战，毛泽东继续提出

全民族抗战。在8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他再次称赞了蒋介石“在庐山关于抗日的

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

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

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尽

管如此，蒋介石的全国性抗战实际上是单纯的政府

抗战。毛泽东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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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

和彻底的转变”，而“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

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

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

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他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

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

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

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

诚合作的程度”，如果不迅速改变这些问题，“将使抗

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他批评国民党“以为单纯

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指出“单

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

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他提出“只有全面的民族抗

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

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

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他强调指

出：“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

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

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

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

战胜日寇之目的。”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

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今天争取抗

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

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

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

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

具体的道路。”“今天所发动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

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

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

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

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

权利，不去澈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

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

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

失败的可能。”“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

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

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

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

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

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

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

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

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

是无疑义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蒋介石的全国性抗战实际上

是单纯的政府抗战，提出要进行全民族抗战，国民党

就须彻底地改变其政策而实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但是时隔一个多月后，毛泽东认识到国民党并未改

变其政策，9月1日在中共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

指出：尽管全国性抗战开始了，“但还是单纯的政府

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包含着严重的危险性。抗

日战线中的左派、中派、右派，阶级关系在重新变化，

估计到阶级结合之新的情况；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

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在这里，他提出了全民抗

战，指出国民党虽然开始了全国性抗战，但这只是单

纯的政府抗战，只是片面抗战。9月29日，毛泽东进

一步指出：“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要将片面抗战发展为全民

抗战。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

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

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

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

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

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

的惩罚。”

10月，毛泽东撰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

告提纲》，提出了相对于“片面抗战”来说的“全面抗

战”，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其中之一体现在是

否发动群众抗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要发动群

众”，而国民党“却怕发动群众，要统制”。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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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发动，“空前地发扬了中

华民族的伟大与坚决勇敢的精神，打破了过去的‘恐

日病’，给了日寇相当的打击”；“空前地巩固了中国

内部的团结与统一”；“使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重

返合作，使国民党有了决定的转变”。“发动了广大

的民众参加抗战，造成了民族抗战的高潮。”

1937年 11月 1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

典礼上指出：“这最重要的，就是在战争中取得了深

刻的教训，片面的抗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过去只

是挨敌人的打，所以必须改变一个打法。我们去打

敌人，最主要的是执行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

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这个力

量，中国才能打胜仗。”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针对王明右倾

投降主义路线提出单纯依靠片面抗战的错误，辩证

地分析片面抗战的实质，提出了人民群众的全面

抗战。

其一，关于片面抗战的积极意义和不足。毛泽

东一方面指出：“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

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

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

着保卫祖国而战。”另一方面，他反复强调指出，“国

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

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因为它不是完

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不要人

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

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其二，要把片面抗战发展为全面抗战，全面抗战

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的抗战。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

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强调“我

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

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

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如何才能将片面抗

战发展成为全面抗战呢？他提出：“在完全的民族革

命战争或全面抗战中，必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必须有一个完全执行这个纲领的政

府和军队。”

其三，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区别，就在于是否

发动人民群众抗战。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是共产党

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

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

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

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从上可见，毛泽东指出了“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

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主张。蒋介石集团

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

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大

众。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废除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

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

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

东指出：“实行蒋介石国民党的不要全国人民抗战只

要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的路线，战争必然

失败；只有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或‘全面抗战’的路

线，战争才能胜利。”是否发动群众，成为片面抗战

和全面抗战的原则区别，毛泽东反复指出此点。

1945年 3月 31日，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

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

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

七大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

头政治报告》进一步指出：“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

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

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

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

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

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

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

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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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毛泽东指出，虽然蒋介石所说“如果

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

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是全国性抗战，但这只是

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抗战，单纯的政府抗战只是片面

抗战，而非真正的全国性抗战。真正的全国性抗

战，是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战的全民抗战或全面抗

战。要实行全民抗战，就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要

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就要实行符合真正的三民主义

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毛泽东对七七事变开始

了中国的全面抗战给予的路线回答。

三、“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抗日

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一阶段的革命，中国共

产党如何领导全民族抗战呢？全面抗战阶段到来前

夕，毛泽东就根据从准备抗战到实施抗战的趋势，指

出中国共产党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体现在四个

方面，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

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

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如“‘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作

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二是“在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

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

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

群众的拥护”。可见，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和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两

项基本政策，两者互为一体。他在 1940年 7月 13日
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

是政权问题”，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

共和国——‘抗战建国’”，战略策略是“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

先来讨论毛泽东如何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战略策略。既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的“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

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那么实现全民族抗战，就是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发生之前，中国共产党自 1933年以来

即努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发生后，

毛泽东在 1937年 7月 23日提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

针、办法和前途》，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

中国共产党“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

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

让，实行坚决的抗战”。9月 1日，他进一步发出号

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全国开始组织成功，但

还是不充实的，不坚固的”，要“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

抗战胜利而斗争，为充实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而斗争”。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团结

抗日。为此，中共中央在7月15日向国民党递交《中

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与国民党精诚团

结以“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七七事变发生

以来的事实，使蒋介石认识到不能不团结抗战。9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当前线紧张之际”发表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

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

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

立了必要的基础。”他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实现合作，

标志着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意义重大。

其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毛泽东在 9月 29日《国

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两党的统一战

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

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

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国共两党

“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

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

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

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

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其二，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七七事变发

生后的重大转变。毛泽东在10月《目前抗战形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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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七七事变的发生和抗日

民族自卫战争的发动，“使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重

返合作，使国民党有了决定的转变”。1938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七七事

变是中国共产党 1934年以来经历的“最大与最主要

的”重大事变，它使“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

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

了抗日战争”。他还指出：七七事变“这种空前的历

史事变”，使得中国国内各阶层、各党派、各集团相互

间政治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使得国民党的政策发

生转变，“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

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此看来，毛泽东将七七事变视为新民主主义

革命发展和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分水岭。他同时也指

出，虽然“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

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

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

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因此，他提出

了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在《国共合作成立后

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阐述了两点。

其一，“唤起民众”，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发展成

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中国能否“由如

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

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

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

线”。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

范围之内”，“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

因为“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

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

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由于“统一战线没有民众

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

小”，“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

遗嘱，即‘唤起民众’”。

其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共同纲领，发展巩固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

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

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抗日需要一个坚固

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

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

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

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

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

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

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

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他

提出：“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

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要发

展为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要“唤起民众”，

以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共同纲领。这样，他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和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并立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

“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

“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

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

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

随着日军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毛泽东更明确指

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

1937年10月所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

纲》中依据“卢沟桥事变后华北与长江一带的最近战

况”，指出从三方面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一，

尽可能广泛地扩大统一战线：“1.各党各派的统一战

线；2.各群众团体加入统一战线；3.组织无组织的加

入统一战线；4.分化亲日派与争取亲日派影响下的

分子。”其二，明确统一战线建设的内容：“1.各党各

派的抗日合作；2.统一的国防政府；3.统一的国防军；

4.统一的民众团体。”其三，正确处理各党派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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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线“不是一党一派的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的包

办”，“统一战线内各党各派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

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如我们对国民党及

国民党各派的态度，是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与团

结，不是削弱它分化它(对国民党各派如CC、黄埔、复

兴社、法西斯问题)”。这样，毛泽东在日军加紧全

面侵华战争的背景下提出了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

军、如何对待国民党内各集团各派等一系列重要问

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富有新含义和具体

内容。

由于一些错误倾向的产生和存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发展面临问题。就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七

七事变后出现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9月1日，毛泽

东指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

为全党的主要危险。”11月 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

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

‘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

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而“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

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

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

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

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

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

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

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

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

指出：“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

为此，一方面对“‘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一方

面“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

自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

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就国民党来说，它“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

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

状态”，因而“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

险”。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

出两点：其一，克服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很明显

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

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

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

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

的危险。”其二，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要用真三民

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6
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七七事变爆发两周年之际撰

写《反对投降活动》，一方面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

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一方面要求“全国

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

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

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

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他指出：“用全民族

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

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

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

坏和分裂。”

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下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毛泽东高度重视。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

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

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

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

这种错误“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

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左”倾关门主义。

“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在一

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的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

能地保持之”。另一方面，“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

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力

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

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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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政党的尾巴”，“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

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

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大资

产阶级“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

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

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

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

线的准备”。这种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确保了坚

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再来讨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提出。全面抗战

爆发后不久，毛泽东于1937年9月1日提出在“战争

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

会主义”。这两句话的含义深刻，他作了解释。中

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表示：“孙中山先生

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

现而奋斗。”若干人“觉得奇怪”，“以为共产主义和三

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9月29日，毛泽东指出：“这

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

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

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

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他进一步

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

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因此提出了“用以代

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

张”。他针对“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

主专政”的疑问指出：“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

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

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

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

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

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

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

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

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

的。”这指出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和国内阶级关系

的变化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又决定了民主共和国的建设。毛泽

东强调：“抗战愈坚持则中国内部愈团结，愈有力量，

愈能走上民主共和国，战胜日寇。”

在10月25日对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

东解释了民主共和国的性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

在1936年8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这个

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

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

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

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

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

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

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

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这样，毛

泽东指出了民主共和国阶级属性、组织形式和人民

的权利。他总结指出：民主共和国“正是一个利于抗

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1938年，毛泽东利用各种场合解释民主共和国

的性质。他在二月同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

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

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

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

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

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这指出了民主共和

国是对外反对侵略、对内采取普选制组织的共和

国。7月 2日，他对世界学联代表团指出，抗战胜利

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

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

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他特

别指出：“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

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

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他强

调：“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

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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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

中国，变成了新中国。”他总结指出：“坚持抗战，坚持

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

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践建设的抗日民主

政权与民主共和国是什么关系呢？在 1939年 12月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专门作了

解释。他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

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

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

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

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这指出了

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与民主共和国的一样。毛泽东

进而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

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

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

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

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

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

能。”这清楚地指出了民主共和国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其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

综上可见，“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

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以

建设民主共和国为战略策略，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各阶级团结起来，实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

设。这样，中国共产党确保了对抗日战争的政治

领导。

总之，毛泽东对七七事变的性质、发展态势和应

对作出了严谨的研判。他指出，七七事变是日本大

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中国从准备抗战阶段过渡

到全面抗战阶段，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中国革命的发展进入新纪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发展进入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与此相适应，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

共产党的战略经历重大的转变。以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共同纲领，发动群众，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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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Analysis and Response to the July 7th Incident
Zhang Hao Yang Ning

Abstract：MAO Zedong made a rigorous study and judgement about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uly 7th
Incident in order to well respond to it.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July 7th Inciden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Japan launch⁃
ing an all-out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whole nation of China fighting the war of resis⁃
tance,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He suggest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uld adjust its strategy and make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based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Incident, and
that the Party should take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Ten Programs for Anti-Japanese war and
National Salvation as the common program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veloping the na⁃
tionwide war of resistance into an all-out war.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put forward to develop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s slogan, and build a Democratic Repub⁃
lic as strategy.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but also carried out the great anti-Japanese war and ensured its victory.

Key words：MAO Zedong; the July 7th Incident; 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he Democratic R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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