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

桑     兵

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持久战成为举国共识，可是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却有着显著差异。针对国民

党一味强调精神致胜和服从领袖以及专守防御的军事战略，共产党更加着重于动员和武装民众，及其以运动

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问世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后来国民党积

极反共，社会各方表面称引国民政府的持久战主张，实则对《论持久战》的呼应仍是持久战舆论的稳定内

核。包括作为重要补充的经济论述，也以《论持久战》为依据或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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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7 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解放》周刊发表并出版，中共的党政军系统，利用联合抗战

合法化的有利条件，在左翼人士的配合下，全力展开舆论宣传，尽可能快速广泛地将《论持久战》传达给

各地各界民众，使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在内的全国军民全面了解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态度

和方针，认清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念（另文详论）。随着局势的变化，社会各方表面上变为响应国民党和

国民政府的持久战主张，实际上呼应《论持久战》仍是持久战舆论的稳定内核。包括作为重要补充的经济

论述，主要也以《论持久战》为依据或参照。

一、持久战思想的两种取向

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但是如何进行持久战，国共

两党的主张明显不同。战事蔓延后，虽然朝野各方早就普遍认识到中日之战是持久战，可是持久到底要多

久，估计严重不足。许多持久战的论述认为日本撑不过一年半，就会引起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国际干

预。然而，抗战进行了一年多，中国仍然节节败退，而日本不仅军事上似乎越来越强，经济和国内社会情

况也完全没有崩盘的迹象，于是不少人开始怀疑中日两国究竟哪一方经受不住持久战。

在此背景下，抗战各方有针对性地展开新一轮持久战的讨论和宣传。反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本主

张，一是坚定信念，全力以赴，二是无条件服从政府和领袖。二者相辅相成。

九一八之后就提出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实行焦土抗战的李宗仁，为《反侵略》杂志撰文《反侵略

与持久战》，针对一般恐日病和悲观论者因为军事上的顿挫信心动摇，怀疑抗战的情绪，强调抗战是中华

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战得到各国人民的种种援助，只有抗战才能争得国家民族的自由平等，提高国际地

位，奠定复兴中国的基础。近代国际战争，尤其是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后者力求速战速决，前者

却利于长期战、持久战。中国同样宜于消耗战持久战，虽然丧失了许多土地和资财，但我们有广大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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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又是为民族解放而战，“即使延长十年八年，甚至数十年也可支持下

去”。李宗仁沿用了日本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的观点，不过将持久战的时间大幅度延长，认为不必与军力

强盛的敌人在战场上争夺一时的胜负，要利用地势，据随坚守，以运动战游击战尽量消耗敌人的实力，待

其消耗殆尽，可全力反攻，一举扫荡。①

李宗仁是军人，有军事指挥的实战经验，所提到的用运动战游击战来消耗敌人，在全面抗战以来中国

军队的作战实践以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持久战宣传中并不常见，更多的情况是一味强调抵抗到底的精

神。尤其是全面抗战初期，希望很快引起国际干预，因而集中精锐兵力到沪宁一带，实施专守防御的阵地

战，军事上毫无胜算，所谓持久战，不过是坚守到底，争取国际转机的代名词。而支撑战斗到最后一人之

必死决心的精神支柱，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和意志决胜法。

云南日报社社长陈玉科的《持久战的精神基础−国民心理》一文称，“中国抗战是民族解放战争，

战争的目的是在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本质是革命战争。”所应用的是持久战略，要争取主动，全面攻

击。蒋委员长在 11 月 1 日的告国民书中说：“革命战争是凭借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与坚忍不拔的民族

意识。”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是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千万不可忽略国民的心理在战争中的地位。

战争在表面上，是交战国双方武力的结算，其实归根究底说，战争完全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决斗。”要

想始终在抗战中立于主动地位，必须依赖决定战争胜负的精神因素，具有更坚强的意志者，就是最后的胜

利者，所以每个中国人应发挥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如果心理崩溃，则必败无

疑。因此，要强化抗战意念。②

如何保持坚定意志，主要就是强化对领袖的信仰。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主编的《克敌周刊》刊载国民

党广西省党部代表袁石之的《持久战应有之认识》，高度肯定中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宣言服从国民政府，确

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形成全民族的救亡阵线，是伟大的转变和中国民族史上空前的伟绩，同时

批评许多人的抗战情绪跟着国际形势的弛张而消长，或因一时的胜败而兴奋消沉，没有根本认清既定国

策，对抗战的前途没有必胜的信念。对于党和领袖的信仰不坚定，如何能够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完成抗

战建国的大业。他认为，明治日本以及土耳其、法、意等国的复兴，主要是由于其旺盛的民族性，以及认

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精神。而中国具备其他条件，只要全体国民认识国家

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民族的生命重于个人的生命，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拥护政府，信赖领袖，使

领袖能够按部就班地执行抗战建国的计划，不久的将来就能看见一个新兴的中国。

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中国政府即根据敌我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决定采取长期消耗战的

战略。现在日本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已告失败，证明长期抗战的决策已收奇效。如今日本加紧压迫，

战局更加紧张，如何应对，应如蒋委员长所说，国际形势不能完全信赖，可靠的只有自身。而自己的物质

力量不足，只有加强精神方面的训练和准备。所以今后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大家统一意志，集中力量，

大家在一个统帅命令之下，去发挥全部的力量”。只要人人抱必死之心，抵御外侮，就必定成功。

全国人民精神团结，可以弥补器械的不足，充分发挥战斗力，用全民族的力量来对抗暴日的侵略。所

以个人要尽全力贡献给国家。抗战以来，最高领袖屡次劝谕国民，共同负担救亡责任，前方将士也英勇作

战，惟后方尤其是城市的知识阶级，必须消除个人主义，放弃物质享受，以身作则，领导民众，支持抗战

直到最后胜利。③

有人根据蒋介石所说持久抗战决胜的中心，不在南京，不在大都市，而寄于全国的乡村与广大的民

心，认为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主要兵源和民心所在，发动农民，加强农民的抗战决心，尤为重要。

而动员农民的有效途径，就是改善乡村政治，祛除腐化，建立威信，推进乡村政务。应按照孙中山的建国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9 Sep  2019

 

①李宗仁：《反侵略与持久战》，《反侵略》第 1 卷第 3 期，1938 年 9 月 17 日，第 37−38 页。

②陈玉科：《持久战的精神基础−国民心理》，《新动向》第 1 卷第 12 期，1938 年 12 月 31 日，第 375−377 页。

③石之：《持久战应有之认识》，《克敌周刊》第 16 期，1938 年 6 月 25 日，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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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实行地方自治，选举乡村长，改变以前由县长委派者多为土豪劣绅或无知之徒的情况。具体而言，

要切实施行选举罢免权，由人民自由选举及罢免；选出之人，要集中进行教育，明了政治趋势；定期召开

乡民大会，引发人民发表意见的兴趣。全国可以效法广西的基层组织，积极有计划地改善乡村政治。①

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片面强调服从领袖和空洞提倡精神制胜的主张不同，中共的持久战突出动员和武

装民众的重要性，强调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的战略方针。而且这样的主张不仅体现于中共发

起的宣传之中，也反映到社会各方的持久战舆论里面。《教育杂志》第 28 卷第 1 号刊登的《战时补充教

材·怎样进行持久战》分析了抗战的形势，针对假借与污蔑游击战的错误言行得出结论：一、欲争取抗战

的胜利，只有正规战，但目前敌人深入中国，游击战成为配合正规军作战的主要辅助战术。二、正规军派

出的支队和战区的武装民众，都应负起组织和发展游击战的责任，其中心条件，是信任和依靠群众。三、

凡假借游击战名义企图逃避战争或扰乱自己后方的，都应禁止。游击战的真正作用，只有在持久战中才能

发扬光大，并完成配合主力作战的伟大任务。

怎样才能进行持久战，文章主要引述周恩来在这一主题的文章中所说的具体办法：一、巩固前线。在

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各部队各战区统一规划部署，相互配合，改变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实行大范围运动

战。万一敌人突破某些支点，必须抛弃过去全线后撤的办法，正面坚持纵深抵抗，将突击兵力转移到敌人

侧后寻求新的战机，避免全线溃退，敌跟踪追击，将我各个击破。

二、建设新军备。在最短期内，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决心建立几十个装备新式武器和政治坚定的国

防师，其编制必须适合对日作战和新的技术条件，干部必须以有抗战经验的军官为骨干，并迅速培养训练

大批青年军政干部。官兵教育必须着重于实战经验的联系、技术条件的提高和政治训练的加紧。政治上官

兵平等，军民一致，经济公开，严格纪律，达到指挥、武装、纪律、待遇、补给和作战计划的全面统一。

三、建立军事工业。集中各种专门人才和资金，建立统一而分布合理的国防工业，有计划地集中生产

重要且急需的军火及军工器械。

四、发展敌占区的广大游击战。日军兵力有限，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和大城市，后方空虚，应派遣得力

部队到敌占区侧后为游击战骨干，动员组织武装民众，首先自立，一直发展到能够脱离自己的乡村城镇的

武装队伍，进行广大的游击战，袭扰敌人，配合主力作战，使敌不易在占领区建立汉奸组织和部队，难以

统治。

五、进行广大的征募兵役运动，其工作中心是动员新兵上前线。政府应组成各级征兵委员会，统一机

构，组织指导征兵运动。各民众团体以此为中心，有组织有计划地到乡村中去，召集群众大会，优待救济

军属，成立各乡村群众选举的动员委员会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以各种形式造成上前线杀敌的热潮。

六、巩固后方。在重要城市构筑和加强要塞及支点，巩固全国的交通运输，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肃清

汉奸敌探托匪，造成统一强固的后方。

七、加强国防机构。改造军政机构，将重复、庞大、分散变为集中划一，有适当的科学的集权与分

工，以适合抗战需要。

八、运用国际有利条件。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反对幻想出兵式的外援，但要运用有利条

件。以全国统一的对外宣传，向世界提供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材料，各党派团体联名通电，派人到海外

争取和扩大各国援助。②

周恩来的八条办法，主要就是针对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专守防御、忽视运动战游击战的不恰当战

略，以及没有广泛动员民众的单纯军事路线。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中共可以服从坚持抗战的国民政府及

其领袖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并不简单地认为只要服从蒋介石，就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而是更加强调动员

 《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

 

①钟绍英：《持久战与改善乡村政治》，《克敌周刊》第 14 期，1938 年 6 月 11 日，第 7−8 页；《云南各界抗敌后援会特刊》第 27 期，

1938 年 8 月 27 日，第 1 版。

②《战时补充教材·怎样进行持久战》，《教育杂志》第 28 卷第 1 号，1938 年，第 97 页。所引周恩来的文章《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原载

 《群众》第 1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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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装民众，发挥民众抗战救国的主动精神，造成人民战争的决定性作用。

 《抗战》（三日刊）发表了编者的抗战理论介绍《怎样争取持久战的胜利》，主要介绍彭德怀《争取

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的小册子，该书作者是正在前线作战的军事专家，他由抗战实际经验所得到的

意见，值得郑重推荐。彭德怀指出的最重要一点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动性”，中国只有持久（战）才能

生长力量。人们常常听到，中国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有些人看到敌人目前武力占优，

我国力量较弱，觉得越拼越消耗，是否能拼得过敌人。有些人利用这种心理动摇国人持久战的决心，甚至

嘴上主战，同时倡言“弱国牺牲论”，认为不战亡，战亦亡。对这种汉奸理论应迎头痛击，中国持久战不

但不会耗完力量，还会生长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持久抗战中实现中国力量的增长，引起敌我力量的变化，关键就在民众动员和

全民抗战。通过持久抗战，在宽大的民主政治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高度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向来

被人讥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将会很快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国内的摩擦亦必随之而减弱，

全国人民会将各尽所能，坚决拥护领导抗战的政府，争取民族的解放。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往往

是在自卫的解放斗争中，生长与团结自己的力量。侵略者在持久战中只能逐渐削弱，加深本国的矛盾。彭

德怀从经济、军事、国际各方面说明，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既不要被恐日及弱

国牺牲论者所散布的民族失败主义所迷惑，也不要被急性病者的悲观失望所沮丧。

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游击战的发展极大地危害敌人，

成为我主力军作战的有力助手。游击战可以迷惑、疲困、阻扰、分散敌人，配合主力，敌人深入一步，即

被群众武装重围一层，不断受到袭扰围困，消耗疲惫，造成主力消灭敌人的条件和机会。

只要有群众，就能发展游击战，我们有充分的条件在敌后和侧翼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那里是敌人的薄

弱之处。只要认识到发展游击战的重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给以相当的推动与帮助，便可号召起广大群众

加入游击战，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

民众动员与全民抗战有着重要关系，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三个月来，全国民众

拥护政府，拥护前线将士，可惜在传统政策下，除少数区域外，民众没有取得参加抗战的自由，也没有采

取适当的政策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以致蕴藏在群众中的极丰富的战斗力量，依然没有大大发挥出来，使抗

战始终停止在单纯军事防御的阶段，并未掀起全面和全民族的抗战。

惧怕民众力量抬头是毫无道理的，只有压迫者才惧怕被压迫者的反抗，今天中国的压迫者是日本帝国

主义，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被压迫者，政府在领导全国反抗侵略，除了汉奸以外，人人拥护抗日政府，没有

人会反对。抗日过程中，贫苦人民要求相当改善其生活，使自己得有余力献给国家，这是合理的，对于抗

日战争有利，不致减少政府的收入，对于富有者也不过在合理负担的原则下，少得一点租息，却在整个民

族抗战胜利之下保持了自己的身家，不致为日寇所侵占。真正害怕中国民众力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

不应该是中国政府和发财人。阻碍与压迫民众参战的运动，只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使民族的生命遭受危

害。动员和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只会提高政府的威信与增强抗日的力量，使持久的抗战具有坚实的基础，

只有这样的全民族抗战，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该刊的编者看来，彭德怀不是消极地批评上述严重的现象，而是希望能够及时纠正，使痛苦的回忆

变成宝贵的教训，今天的教训变成将来的胜利。时机愈加紧迫，已经暴露的弱点不能再存在了，建立正确

的方针，不能再迟缓了。今天全国同胞的责任，是拥护、推动与帮助政府和领袖，从困难中去争求民族的

独立自由和解放。①也就是说，对于政府和领袖，不仅要拥护，更要推动与帮助，推动他们实行全民抗

战，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民众与政府及领袖的关系，不再是支配与服从，而是相互砥砺促进。

同样主张持久战，国民党是专守防御的持久战，其动员民众意在贡献所有的人力物力给政府，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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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军事上主张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中共领导的军队则以敌后游击战为主），政治上要求动

员和武装民众，造成人民战争，实行真正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国共两种不同的持久战主张，在《论持久

战》问世后的持久战舆论中进一步得到展现。

二、从《论持久战》到“最高领袖”

 《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共展开有组织有系统的宣传，不仅得到左翼人士的呼应，也引起社会各界的

积极反应，进一步向全国军民传递了《论持久战》集中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对日抗战的战略思想。

 《译报周刊》的《战争知识辞典》解释持久战，主要就是依据《论持久战》的文字。①《 青年大众》

的“书报介绍”发表了署名“蓓蒂”的《〈论持久战〉读后》，所据底本系 1938 年 9 月 4 日由译报馆出

版。读后感从《论持久战》提出的问题说起，即大多数中国人对“最后胜利”“抗战到底”耳熟能详，

 “但是首先要知道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能够胜利还是不能够胜利？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去争取

最后胜利？持久战是什么？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每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数人至今还不能解

决，“因此‘最后胜利’的信念还是‘迷’样的盘旋在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脑海中。朋友！你要

打破这‘最后胜利’的‘迷’吗？你要增加‘最后胜利’的信念吗？那末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是最

能满足你这一个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在介绍了《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后，作者声称：《论持久战》是毛泽东 7 月 1 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

立 17 周年纪念日的演讲稿，“当时几乎全世界各报都有转载的。由此，可知这一篇全世界所注意的作品，

它是已经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一部伟大的论著了；也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们祖国抗战一年来的第一部文献。总

之，本书是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应读的一本巨著，也是增加抗战信念和理解抗战意义的一部读物，

更是清算一切‘亡国论’‘唯武器论’的一篇总账”。

作者认为，《论持久战》的最大特点，是把握住“最后胜利”的中心主题−持久战，用实际经验来

论述和检讨一年来抗战的结果，几乎没有一字一句是空谈，尤其是写作的技巧方面能达到简短、通俗、实

践三个要点。“因此，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抗战文献’里的新的伟大之收获！”②

创办于浙江金华的《浙江军训》，在第 2 期刊登署名“耀康”的《谈持久战的三阶段》，依据《论持

久战》的主要观点，结合全面抗战以来的局势变化，讲述为什么要持久战以及持久战三阶段的基本态势。

持久战是由敌强我弱、敌小我大以及敌退步寡助我进步多助等因素所决定，必然是长期的消耗战。持久战

的三阶段是由抗日战争的规律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放弃武汉，

在中国的坚持抵抗下，敌强我弱的形势有量的变化，但敌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中国遭受一定程度的损

失，如主要大城市、交通线、工商业、土地与人口、国家与人民部分财产资源损失，妥协倾向酝酿等，同

时也有颇大进步，如政治上国内各党派大团结，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国民参政会等民意机关设立，民众组

训普遍发展，政治民主化有所进步，经济上法币政策稳固，入超减少，外汇增加，民族工业抬头，西南西

北经济基础奠定，军事上革命战略的灵活运用，游击战的创造，全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和政治认识进步，这

种进步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日方虽然占领了重要大城市和资源，但伤亡数十万兵员和付出

一百亿以上的支出，消耗大量武器弹药，士气颓靡，国内人心不满，国际舆论责备，感到精疲力竭。国际

方面，德意助敌，欧洲大战酝酿于我不利，而英美法苏同盟可能成立，援华增长和对日制裁，和平阵线巩

固则于我有利。

放弃武汉后，日军还能继续进攻，到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还有一个过渡期，所以还不是第一阶段的完

结和第二阶段的开始。但出现了许多新形势，体现了持久战第二阶段的基本特点。在此阶段，中国将一方

面更困难，一方面更进步，困难在于失地扩大，财政经济穷困，主要国际交通线被割断，国际援助减少，

 《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

 

①《持久战》，《译报周刊》第 1 卷第 3 期，1938 年 10 月 26 日，第 77−78 页。该刊标明“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

②《青年大众》创刊号，1938 年 10 月 9 日，第 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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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叛国，全国性的伪政权可能成立，妥协空气悲观情绪增长，进步在于游击战扩大，民众运动发展，

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实施，以及南岳会议后“政治重于军事，后方重于前方，民众重于军队，精神重于

物质”等口号的提出，并以三分之一兵力打入游击区，组训民众，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以三分之一兵力与

敌相持，以三分之一兵力调到后方整顿，作为第三阶段总反攻的准备。

准备反攻的第二阶段，是三阶段中主要的中间阶段，也是最困难艰苦的时期，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停止

敌之进攻，达到敌我相持局面，并掩护我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也是持久战的最后

阶段，所谓抗战到底，就必须完成这个阶段。该阶段到的早迟，取决于第二阶段反攻准备的努力程度，要

进一步加强国内的统一和团结以及国际宣传和外交，争取有利于我的国际形势，建立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

三个阶段的发展，是依据敌我现有条件对比和未来可能的变化对整个战争过程做出的估计，要想变成

现实，有待于众人一致的努力。现在日军想进攻宜昌、长沙、樊城、襄阳、梧州、西安，威胁重庆，虽然

有此能力，但占领武汉、广州、南昌后，兵力不足与分散的弱点更加暴露，要想打通粤汉线和西兰公路，

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对内镇压人民，在正面和占领地区对付日益扩大的广泛战争，国际国内

矛盾日渐加深，成为致命伤。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不因主要大城市的丧失而动摇信念，同心协力帮助政

府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和西兰公路，扩大敌后游击战，进一步加深敌人兵力不足与分散的弱点，

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并完成第二阶段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用实践贯彻三阶段理论的迫切

任务。①

自 1939 年起，国共摩擦加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采取各种防共限共措施，原来两党合作抗日的宽松局

面大为恶化，谈论持久战者不便公开呼应《论持久战》，转而较多称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持久战言论。

只是《论持久战》已经深入人心，即使表面有意回避，实际影响依然时时处处显现出来。

1939 年 1 月 21 日，张君劢在中华大学发表演讲《持久战之信心》，他开头并未断然认定主和就是妥

协汉奸，只是鉴于战争依然继续，中国站在交叉路口，主张审视敌我情形，明确采取何种方针。抗战打了

18 个月，出乎意料之外，起初有人预料中日之战不过数日或数月，因为日本长期准备，中国却年年内战，

消耗实力。战事至今，中国的力量还没有打完，但究竟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就此结束，要看敌国和国际

情势。

早在南京沦陷武汉失守之时，日本就要媾和。原因不在精疲力尽，而是想多保存实力，一则应付四面

八方的强国，不能将实力用完，以便对付俄英美法，二则经济枯竭，财政有限，三则人力补充要留出后

备，四则国际纠纷日益增多，容易引起冲突。不过，国联的对日谴责只是空言，国联里的各国援助很少，

倒是国联以外的俄国、德国给与武器等方面的不少帮助。

日本的弱点暴露和英美法态度渐有利于我，国家又还有力量，只要继续抵抗下去，就有可能利用敌人

的弱点变成我们的胜利，关键是今后的一年能否支持下去，要用最大决心打退敌人，不能只是消极应战。

敌人占我土地虽多，不足以致胜。首先要认真推行兵役法，中国人力充足，武器及训练不佳，战斗力不

强，一个师上前线，最多只能支持一二月。应加强后方训练，提高战斗力。其次要加强军火制造和购置。

为此，必须增加生产。

全国上下只有培植自信心，才能利用外界帮助。“只要吾们继续努力一年以上，中华民国之自由独

立，已稳如泰山了。”②

八一三两周年纪念之际，先后在上海、武汉、广东参加抗战的何家槐撰文《纪念八一三要加强团结坚

持持久战》，认为中国自八一三以来，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都有飞跃进步，敌人速战

速决与速和速结的迷梦都无法实现。来华作战已达 30 余师团，伤亡百万，公债总额近 200 亿，却越陷越

深。我们则军事上有平型关、台儿庄、南浔线、鄂北、中条山、五台山等大胜；政治上全国大团结，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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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耀康：《谈持久战的三阶段》，《浙江军训》第 1 卷第 2 期，1939 年 6 月 15 日，第 33−37 页。

②张君劢：《持久战之自信心》，《再生》周刊第 15 期，1939 年 2 月 14 日，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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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机关建立，国民政府和蒋总裁的威信提高，民众运动蓬勃兴起；经济上西北西南两大工业基地奠定，

法币巩固，外汇稳定，农村合作事业推行；文化思想上最大的空前成功，就是全国人民、各党派一致竭诚

拥护和信奉三民主义，在蒋总裁的领导和全国先觉的号召下，三民主义已成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和四亿

五千万人民奋斗的共同目标。

比较敌我情况，可以说胜利在握，国际形势进一步加强信心决心。目前由于英日谈判和少数汉奸败类

造谣，部分人认识不清，怀疑动摇。日本和德、意用“反共防俄”做侵略烟幕，事实上却轰炸英舰，焚毁

教堂，杀伤殴辱外侨，狙击英大使，封锁天津租界和珠江长江，使得英美法苏愿意援助中国，孤立日本。

张伯伦的妥协政策为一时苟安牺牲弱小，养虎遗患，等于自掘坟墓。

在此背景下，汪伪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加紧活动，散布和平空气，分裂国内团结，蒋介石在驳斥

敌相近卫文麿荒谬声明的训词中，清楚指出：“在我们全国一致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谈共同防共，

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可以说，他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

文化以至于外交。”日寇的反共，实际就是要以华制华。

此外，还有一批本来信心不坚的人动摇、观望、灰心，幻想英日谈判可以重建太平洋秩序，阻止日寇

侵略，回复七七以前的情形，甚至希望英日能够成立变相的慕尼黑协定，划分英日在华势力范围，各自相

安无事，太太平平地过顺民日子。完全依赖外援或完全不相信国际援助的力量，甚至根本否认和平阵线的

存在和发展，想走德意路线，都是危害抗战建国，足以亡国灭种的危险倾向。我们必须加强团结，抗战到

底，只要不中途妥协投降，不任意分裂摩擦，友邦决不会也决不可能使我们变成捷克第二。有五千年历史

的伟大民族绝不会牺牲在一纸协定之下。可是如果自己内部不加强团结，不加紧动员民众武装民众，深入

敌后工作，领导和发展游击战，大胆提拔青年干部，健全行政机构，厉行节约，努力生产，实施精神总动

员，一味依赖外援，不谋自力更生，或昧于国际环境，不知如何争取外援，那么变相的慕尼黑协定并不是

绝对不可能的。

蒋总裁明白昭示：“我们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无论遇任何艰苦，都要有独立奋斗的决心，而决不稍存

依赖和观望的心理。”我们自始就决定要以自力支撑独立奋斗到底，有友邦援助当然希望得到，没有也要

坚持奋斗到底。我们应该遵照这个贤明的指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决不让任何人代为决定。在八一三

二周年纪念的今天，回顾以往的英勇战绩，痛念牺牲的战士和水深火热的同胞，环视风云日险危机日深的

宇内，尤其应该立定百折不挠的决心和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加倍努力，达成第二期抗战的神圣

任务。①

抗战坚持了两年，粉碎了一切悲观论、失败论、怀疑论，减少了对敌人的恐惧，增强了民族自信，奠

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不过，一般人又滋生出“拖下去”的念头，误以为持久战只是拖。为此，方直以对

话的形式专文讨论《论持久战与“拖下去”》，强调持久战决不只是无原则、无条件地拖延时间，否则拖

不垮敌人，反而可能把自己拖下水。持久战固然要以时间换空间，拖得越久，对敌越不利，但是持久战的

时间一方面必定是长期性，另一方面又必定要尽可能缩短，持久战需要长时间是不得已，争取尽可能短却

是必要的。持久战论者一方面不赞成粗蛮的、孤注一掷的和敌人硬碰一下就算了的“英雄主义”急性病，

同时也反对所谓“百年战争”无限期拖下去的理论。

持久战的长期性和尽可能短并不矛盾，长期性由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必须用持久战消耗敌人的国

力，发展自己的国力，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但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不能无谓地牺牲消耗，单纯的拖也会亡

国。因为敌人可以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生长其力量，也就不怕拖了。中日战争的长短，完全看全民动员

和国人积极努力的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并不能完全支配时间。所以持久战也

要争取时间，不争取就得不到时间。过去两年的时间，是由上海、华北、南京、徐州、武汉等大规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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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家槐：《纪念“八一三”要加强团结坚持持久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编印：《广东民众》第 1 卷第 4 期，1939 年 6 月

16 日，第 19−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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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无数中小战役，数百万将士、全民支持、政府和统帅将领的努力争取得来。如果不抵抗，敌人可以不

战亡我。如果政略战略不正确，指挥不力，斗志不坚，人民不支持，也不能坚持两年，且越打越强。两年

抗战，以空间换时间，放弃大城市和交通线，争取了相当时间，消耗了敌人相当的力量，培养了自己相当

的新生力量，所以才有今日的局面，从退守的第一阶段进到转入相持局面的第二阶段的过渡时间。

即使如此，今后的时间也不是从容自如，不能产生错觉，使抗战松懈。现在不少人过早低估敌人的力

量，以为敌人已经无力进攻，我们不必过于紧张，只要拖长时间就是了。这是非常有害的。今天的时间比

前两年还要紧张。蒋委员长训示：“越临胜利的关头，我们将越艰苦”，所以“要一天做三天的事”。今

天我们仍要用争取时间来消耗敌人，培养自己的力量，达到真正的相持局面。抗战第二阶段是造成的相持

局面，但相持不是偏安，而是要造成敌我力量渐趋平等，使敌人无力像过去一样进攻。相持是在犬牙交错

的战争中消灭敌人，发展自己，今后不能再用空间争取时间，而要在争空间的同时争时间，不能让敌人更

深入，要采取不断的小反攻、全国广大的游击战去牵制、疲乏、打击敌人，要使全面全民战争进一步展

开，并着重敌后。这一阶段的战争比之前更艰苦，战争规模更广大深入，战争方式将各具独立作战性质，

战斗也越发残酷激烈，自己的新生力量需要更加努力。如果松懈一分，敌人就会继续深入，一处松懈，可

以牵动全局。所以今日一面要争取当前的胜利，一面也要每天进步与准备，否则相持也将相持不下去，大

反攻将成为不可能。不仅军事如此，政治、经济、民运、文化各领域无不如此。

目前许多方面的松懈现象，正是危机的体现，应特别指出并加以纠正。敌人正盼望我们松懈下来，并

时刻造成令人产生错觉的假象。如着重在占领区扫荡，对其他区域则采取比较和缓的跳跃式进攻，或在某

一时间单用政治阴谋，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使我逐渐失去战斗力，同时利用占领区开发的人力物力，以

战养战，达到完全以华制华的目的，弥补先天不足，然后再利用国际和中国的弱点，大举歼灭我们的抵抗

力，亡我国家。有鉴于此，“今日谁人松懈抗战，对抗战怠工，谁就帮助了敌人，谁就是民族的罪人”。①

三、国共表里

尽管反共令持久战的舆论有所顾忌，《论持久战》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名词术语的解释，虽然

不无党派之见掺杂其间，征引一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基本内容仍是取自《论持久战》或受其影

响。如“心水”解释《速决战与持久战》，就说：“这两个名词都是指军事上的战略而言。论其性质，绝

不相同。前者是拥有高度机械化部队或雄厚兵力的国家，在敌人劣势之下，倾其全力，于短时期内结束战

争，征服的方法。”持久战“乃是一种弱小国家去对付强大的敌人的方法，其目的在以空间争取时间，以

时间争取最后胜利”。持久战的运用，需要具备下列条件：一、有广大的土地。二、物力人力丰富，但未

经充分开发和利用。三、军事尚待组织或机械化。这样才能一节节抵抗而撤退主力，以土地消耗敌人实

力，延长时间，争取军队质量的改进，开发战时资源，逐渐达到与敌人相等的程度，然后大举反攻，争取

胜利。②

另一种对持久战的解释，首先以蒋委员长所说为据：“‘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

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进而称：“这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

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不过接下来具体解释为什么要打持久战，却是依据《论持久战》的内容，因为

敌人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则是半殖民地国家，战争初期敌优我劣，但是日本国家小，财力兵力不足，经

不起长期消耗；其战争性质是退步的，不仅激发中国人民团结抗战，也与本国人民及其殖民统治下的人民

对立，将会激起士兵和民众的反战运动，以致爆发社会革命。日本侵华也排挤了列强的在华利益，引起普

遍反对，社会主义苏联和全世界劳工阶层以及一般爱好和平的先进人士更是援华制日，使日本陷入孤立。

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经得起长期战争；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而且是在中国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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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直：《论持久战与“拖下去”》，韬奋、柳湜编辑：《全民抗战》周刊第 77 号，1939 年 7 月 1 日，第 1110−1111 页。

②心水：《速战速决与持久战》，《现实》半月刊（奉化）第 1 卷第 1 期，1939 年，第 20 页，“术语浅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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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基础上进行，我们有进步的人民、政党和军队，在长期抗战的过程中，必然会发展出更进步的伟大

力量。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不可分离，得到国际援助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加上主观努力，客观的有利

条件还会加倍发展。

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三个不同阶段，即战略防御（敌进攻）、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敌退

却）。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一面，忽视了我们在抗战过程中将发展起来的优点，得出抗战必亡的结

论。速胜论则夸大自己的力量，忽视了敌人是准备多年的帝国主义者，我们是半殖民地国家，得出速战速

决的结论。二者对于抗战都是有害的。我们唯有把握住持久战的正确方针，发动全民族的力量，力求进

步，动员广大人民参战，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①

还有人根据抗战两年的形势，提出持久战的发展问题。《论持久战》既分析了中国必胜的原因，也警

告人们中国也有战败的可能。抗战两年多的事实，证明中国尽量向有利条件发展，日本军阀的企图被全民

族的坚强抗战所粉碎，过去中国必胜的可能性，现今将成为现实性，剩下的就是最后胜利的时间问题。虽

然不能确切，但可以预估。战胜日本的条件主要是自身力量增长、国际援助程度和日本国内的革命形势，

其中最主要起决定作用的是自身力量的生长。

抗战以来，中国政治上渐趋民主化，各项兴革证明中国在进步；经济上开发西南，建筑交通网；军事

上更是一日千里，湘北会战胜利，是全国力量生长的总表现。国际上，苏联友好，英国虽然在远东有对日

妥协的可能，但实力在苏美之后。日本则陷入孤立。

日本国内革命势力的增长是无疑的，不过在法西斯的严密统治下，外部无从得知。湘北会战使得日本

内部矛盾尖锐化，日本国内经济捉襟见肘。武汉弃守以来，先后取得山西反扫荡、湖北随枣、湘北会战胜

利，日本只能保持一些据点，无力控制广大区域。基于上述，中国至多再作一年的准备，再加些反攻的时

间，两年后将是庆祝胜利之日。②

1939 年，一份以《持久战》为名的杂志问世，由侯佩璜题写刊名，作者有马葵、林防风、易于史、张

佐华、刘文阶、柳湜、童振华等。创刊同人鉴于韶关的精神食粮缺乏，决定创办此刊，因为都是兼差，不

能全力以赴，且时间仓促，较为潦草。③该刊在韶关编辑，在邵阳印刷，创刊时每期 35000 字，第 2 期起

增至 5 万字。④

1939 年 6 月 10 日出版的《持久战》第 2 号刊登刘文阶的《怎样支持持久战》，作者没有引述《论持

久战》，而是称引“我们贤明领袖”的话：“唯有拼全民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坚

信只要我们坚决支持持久抗战，就会导致敌人总崩溃，取得最后胜利。不过，作者进而提出支持持久战的

基本条件，却隐约显露出《论持久战》的影响。这些条件包括：

政治上，依照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切实改善政治以配合军事，努力使机构人事合理化，明朗化，以

达到抗战中建国的目的。具体应做到：1.强化统一阵线，各党派精诚团结。2.切实施行抗战救国纲领。3.建
立三民主义的民族国家。4.调整政治机构适应于战时。5.党政军民密切联系打成一片。6.发动全民参加抗

战，打击汉奸政权。7.组训知识青年为动员民众的基干。8.转化封建势力成为抗战势力。

经济上，抗战建国需要切实建立国防经济，实施民生主义，解决人民生活，改善战时商业，平定市

价，计划统制，必需品可由国营。另要完成：1.鼓励华侨及资本家投资开发资源。2.建立军需工业及举办内

地轻重工业。3.迅速征工，建筑西北西南铁路公路网。4.广设国家集体农场，以利人民耕种。5.推行合作社

制度，实行集体消费。6.改善农民生活并改良其生产方式。7.举办各种手工艺以济民困。8.开采内地各种矿

产。9.厉行春冬耕，增加粮食生产。10.组织难民，垦殖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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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术语释义·持久战》，《战地动员》半月刊第 6 期，1939 年 1 月 5 日，“大众辞典”。

②X.M：《持久战的发展》，《新知》半月刊第 3 卷第 1 期，1939 年 11 月 10 日，第 13 页。

③《编后记》，《持久战》第 1 号，1939 年 5 月 15 日，第 12 页。

④《编后小记》，《持久战》第 2 号，1939 年 6 月 10 日，第 6 页。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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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必须基于领袖所定天才战略，配合政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争取主

动，达到以逸待劳的目的。同时步步为营，处处设防，时时联络，刻刻通报，并完成：1.军队现代化机械

化。2.改良军风纪，增强纪律性，以求军民合作。3.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使之认识军人的责任，誓死卫国。

4.使将士皆知明耻教战之义，舍生忘死，勇敢抗战。5.妥善推行兵役，使人民踊跃参加，以增兵源而优兵

种。6.民主地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扰乱敌后。7.对敌军做政治工作，策反伪军。8.设立大规模兵工厂，

制造现代兵器。9.尽力扩充空军，增购飞机，争取制空权。10.统一指挥，统一编配，主动进攻，机动袭击。

外交上，设法开拓外交环境，推进外交路线，加强国际联系，并做到：1.促进集体安全，孤立敌人。

2.利用国联予敌人精神打击。3.基于和平不可分原则建立外围战线。4.联络同情我国的各国人士进行反日。

5.唤起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策动朝鲜、台湾民族革命。6.与和平各国共同互立反侵略公约。7.把握时机，争

取外交主动和国际援助。8.尽量鼓动英法，督促其政府助我。9.间接推动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激励美人反

日。10.加强中苏关系，密切联络，争取更大援助。①

有人专文讨论《持久战与争取主动》，指“争取主动是持久战的最高原则”。持久的目的在于消耗敌

人，必须主动，不仅要威胁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的交通，还要袭击敌人，歼灭敌人。从积极抵抗，到各

路突击，再到全线反攻，是胜利的必经过程。只有最后决战时才应一举克服所有的大小城市，现在则应包

围封锁，强迫敌军被动防守，切断其联络，消耗其人力物力，奠定未来大胜利的基础。自 1939 年 4 月以

来，分路突击的新战略成效显著，日军疲于奔命，伤亡惨重，各战场的敌我伤亡比明显改变。为了促进胜

利的到来，前后方所有同胞要动员所有力量，在总裁的最高领导下，保持艰苦得来的攻势，争取各战场的

主动，展开广大的游击战，加紧歼灭敌人，完成持久战的任务。②

徐均良着重探讨《持久战中游击队与兵役》，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止一种，而兵员物质能否源

源不断地补充接济，具有重要作用。抗日军兴，战区延伸十余省，第一期伤亡我多于敌，第二期敌多于

我，野战部队始终保持初期作战的精神和素质，应归功于兵役及其主持者的努力。而战区民众拥护抗战到

底的国策，在总裁精诚感召下奋勇杀敌，发动广大游击战，使敌军疲于奔命，不能攫取游击区内的壮丁资

源，伪政权无法树立，并因战事延长而战意消失，则要归功于游击。

　　夫游击与兵役，两者异名而同质，游击队因战事而发动，兵役亦因战事而紧张，在敌人后方牵制敌人行

动，分散敌人力量，破坏其交通，断绝其接济，使敌人步步生荆棘之感，于以争取最后胜利，非发动游击不

为功。在游击地带吸收广大民众，不让敌人在我地区有一物之补充，一兵之利用，于以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之

企图，非推行兵役不见效。故在游击战区，非发动游击不足以疲惫敌人，非加紧兵役不足以吸收群众，非游

击不足以协助兵役之推行，非兵役不足以增强游击队之活动，两者性质虽不同，而为长期抗战中之主角则一。

日本为世界六强之一，海军足以睥睨英美，争霸太平洋，陆空军足以媲美苏联，称雄东亚。但九一八

事变以来，深陷泥淖，“游击与兵役，在我则为胜利之左券，在敌则为致败之泉源”。日本常备兵为 17 个

师团，战时扩至 46 个师团，兵源日见困难。游击战的实质，是以劣势兵力对抗优势敌人的一种不正规战

争，亦即被侵略者对侵略者的一种消极报复手段。日军在游击区烧杀抢掠，民众仇恨，起而自卫，配合游

击，使敌处处受困。日军在国内难以补充，在中国进展不易，“如继续一年两年，则崩溃可断言也”。只

是日本既不能速战速决，又不能速和速决，势必困兽犹斗，对游击队先是扫荡，继而收买，对占领区民众

变屠杀为利诱，用各种方法变相征集兵员劳工。必须重视持久战中游击队和兵役在敌我双方的重要性，深

入敌后活动，充分发挥效能，争取大成功。③

相持阶段对于双方的意志都是极大考验，需要鼓舞。不过为了鼓舞人心，有时不免释放出过度乐观的

情绪。有人根据敌军的重要军事文件记载，证明日本已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正在走向灭亡。据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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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文阶：《怎样支持持久战》，《持久战》第 2 号，第 16 页。

②《持久战与争取主动》，《黄埔》周刊（重庆），1939 年 5 月 21 日，第 1 页。

③徐均良：《持久战中游击队与兵役》，《兵役月刊》第 1 卷第 2、3 期合刊，1939 年 6 月 30 日，第 29−30 页。亦载《兵役旬刊》第

14 期，第 7 页，“论著”。作者署名“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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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4 月 18 日华中派遣军经理会议上，经理部长讲话称：事变第三年度临时军费总额为 46 亿元，事变

以来累计总额已达 220 亿之庞大数目，今后对于长期战的国家财政前途与国际借款以及资源的确保，困难

将愈渐增加。因对华战争长期化，需要驻屯大量兵力，并不断“戡定”“讨伐”，军需将愈形增大。日本

国内生产虽略有增加，万难满足供应。战前多年积累的军需品已消耗殆尽，大量输入资金又无希望，国内

物质缺乏，政府想尽办法统制消费，压缩民需，亦不能充实军需的无限消耗，加上国防必需的重要物质大

都仰给于国外，今明年真正是帝国的经济危机。

敌方的不打自招，说明财政负担和军费无限增加，足以制敌死命而有余。敌近来对华妄想以战养战、

经济开发，不过是国力发挥饱和希图垂死挣扎。现在战争由军事的点线面发展至广大立体空间，政治经济

思想外交随军事展开争斗，“全民战争”“精神总动员”，即表现空间扩大的特质。时间上一般误以为现

代战争可速战速决，日军直到武汉会战后，才完全放弃。实则因空间扩大到全国全民，前后方不分，军民

一体，即便击破对方野战军，占领主要都会及交通线，终不能屈服其广大民众，此乃因战争空间扩大而发

生的时间持久性。日本错判形势，不可自拔。我国则始终坚持持久、消耗，符合现代战争的必然趋势，于

战争理论上占有必胜因素。概言之：

　　所谓“持久战”，即暗示需要国力充足，资源广大是也。敌阀进攻两年，已耗尽其所有国力，今后当能

喘息许久？敌阀自己亦感觉最后崩溃之危机将临，并指明其时期在今（1939）明（1940）两年。吾人读此铁

证，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更当努力反攻，以期早日实现也。①

有人比较持久战与闪电战，指为近代战争史上的两大奇迹，中国以次殖民地的地位与东亚强敌作持久

消耗战，三年殆为其序幕，百年或其终结。日本以战争力量促成中国的复兴，战争使中国进步，由封建社

会进入现代国家阶段。战前我们是弱大的民族，战后将成为强大的国家。

自古以来战术的演变，依次将由点到线、带、面、体，立体战可以缩短时间到闪电战，持久战则可以

决定世界上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前途。领袖谓我们的持久战是一种“磁铁战”，发挥磁铁作用，使敌人陷于

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状态，拖死敌人，是中国持久战的成功。②

同样看似乐观的情绪还体现在认为日本已经束手无策的看法上。战争爆发到 1940 年，日本接连更换了

五届内阁，虽然原因各异，根本是因为不能解决中国事件。在战事中频繁更换内阁，是日本国内政局不稳

的表现，而无人愿意出任，则是政治基础动摇的征兆。“其中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持久抗战的战略

把倭寇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粉碎了。”日本数十年来处心积虑要不战而胜地灭亡中国，就是战也要速战速

决，可是战到 30 个月，仍然无法解决。因为根本战略失败，所以一切内政外交的政略无不连带失败，内阁

只能接二连三地倒台。英美对日态度强硬，也是由于中国的持久抗战。

日本军阀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梦想破灭，与政党、元老以及民众的矛盾突出，为了避免玉石俱焚，

政党政治再度抬头。虽然不能改变其侵华野心，却是军事快要瓦解的征兆。“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

不一定是要由我们全面反攻把倭寇个个杀净或赶出去，而是要由倭的政治变局，从东京内阁倒台一直倒到

他在华的全部军队。”一般认为，日本军阀内阁只有更法西斯化，才能维持，绝不能采纳政党的意见。但

战前日本军阀未形成德意那样的统治能力，侵华战争失败，更得不到国内人民的拥护。只有加速军阀崩

溃，才是政党和人民的唯一出路。“因此倭国的米内内阁，也许就是他的军阀的最后一个内阁吧？”③

四、持久战与经济力

 《论持久战》集中于军事和政治的战略层面，经济领域涉及不多。而坚持持久抗战，经济无疑是至关

重要的因素。在中共和左翼人士的《论持久战》宣传中，经济问题就受到特别的重视，以《论持久战》的

 《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

 

①金城：《“持久战”中敌军之危机》十二、二十六于长沙，《精忠导报》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1 月 10 日，第 7−8 页。

②《持久战与闪电战》，《学生之友》第 1 卷第 7 期，1940 年 12 月 15 日，第 27 页。

③余卓坚：《从我们持久战上看倭内阁的倒台》，《中央周刊》第 2 卷第 28 期，1940 年 1 月 27 日，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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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指导，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引起的中国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应当采取何种对策来支撑持久

战，实现民主建国。在各方对《论持久战》的反响中，经济同样成为论述的重点。

1938 年 10 月，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中日双方对于战争形势的认识出现新的变化。在日本方面，由

板垣征四郎、池田成彬倡导，提出所谓“长期建设”的口号，显示日方“打到川滇”的战略企图至少暂时

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暂停继续深入的作战方针，从速战速决转而着重巩固沦陷区的统治，制造傀儡政

权，企图将中日战争变成中国的“内战”。经济上则以占领地域的广大农业区无限的生产力为对象，进行

大陆经济开发。有人据以判断，日本军阀放弃了彻底征服中国的企图，转为巩固和开发占领区，以便准备

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北征或南征，其主要对象不是中国，而是英美法苏的远东领土。

 “长期建设”以经济开发为主，政治措施为辅。日本在列强中重工业基础最薄弱，资源缺乏，侵略中

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夺取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人力，改造其经济结构，使泥足变为强劲。早在平津和上海陷

落不久，日本就筹备设立了总资本额 5 亿圆的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并整理复业了龙烟铁矿。假

如“长期建设”政策顺利完成，日本东亚盟主的地位即真正确立。

日本之所以要实行“长期建设”政策，是因为其战争费用主要靠发行公债，而 1937−1940 年的预算高

达 130 亿圆，势必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本来日本根本无力筹措建设资金，但军部强行将二者合并，迫使财

阀把消化公债和供给建设资金同时解决，并以确立远东新秩序为由，拒绝用半开门或廉价拍卖的方法，诱

致外国资本家参加“大陆建设”，以便独霸东亚，不让欧美列强插足。其办法是用通货膨胀的手段，动员

日本的经济力量，以法西斯的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为模式，先完成“开发大陆”的第一步，随着生产力扩

大和物质供应充分，造成相对的通货膨胀收缩。

照此办法，在中国占领区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军事掠夺，用统制手段攫取资源和财富，建设的成效将

微乎其微。这样日本的国力将会加速消耗。如果三数年内未能实际扩大生产力，就和军费的效用相同。为

此，日本很可能诱惑中国议和，同时稳定傀儡政权，若和平目的达到，战争费用减少，“长期建设”政策

就可能成功，日本将确立在远东的霸业。这样，日本可能并不以完全占领中国为目的，而是始终处于战争

状态，甚至提出“百年战争”。

针对上述政策，中国的战略就是必须持久抗战下去。只有持久战，才能使日本动员集中一切经济力量

到战争中来，使这个空虚的“巨人”耗尽力量，并使其建设中途转为中国所有。而持久抗战中发展游击

战，对于阻止日阀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①也就是说，持久战中的经济战，首先是破坏敌方的经济

计划，使其战略目标失效。

另一方面，持久抗战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持久战总体上是以弱敌强，没有一定的经

济支撑，也难以为继。当人们意识到持久战的时间相当延长，战争状态短期内不会结束时，在外贸困难甚

至断绝，交通瘫痪，工农业生产萎缩之下，如何保障生活物质的供应，成为重大问题。翼云的《经济持久

战的若干问题》，着重探讨增进农业、复兴手工业和建立轻工业，使经济实现自给自足，不依赖国外省

外，也能经济上支撑持久战。②

熊良专门讨论了《手工业在持久战中之地位》，产业革命后虽然手工业萎缩，但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

中国，尤其是抗战时期，手工业却有重要作用。中国的首脑提出“长期抗战”“持久战”“歼灭战”“消

耗战”的口号，是针对日本的经济状况提出的方针，由此决定了经济在抗战中的重大意义。在战时特殊环

境下，大工业建设极其困难，洋货又价格高涨，原料也难以出口，发展手工业，可以利用各地出产的原

料，生产者各安其业，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同时各地自产自销，减少运输困难，稳定

物价，消除社会不安，降低敌人破坏的影响。所以手工业是持久战的柱石之一，作为普遍发展民众经济的

利器，或许可以将工业生产精神带到农村，替中华民族预备大工业化的路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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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璧瑜：《“持久战”与“长期建设”》，《战旗》第 42 期，1938 年 12 月 12 日，第 16−17 页。

②翼云：《经济持久战的若干问题》，《动员》周刊第 7 期，1938 年 12 月 21 日，第 10−12 页。

③熊良：《手工业在持久战中之地位》，《浙江工业》创刊号，1938 年 12 月 1 日，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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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持久战的成败有着紧密关系。由千家驹主讲的

 “中国战时经济讲座”，第三讲是《大都市的沦陷并没有改变我持久战的经济条件》。在他看来，抗战以

来日军占领大都市，仅仅是点或线，而非广大的面，况且点与线时时受到游击战的威胁。据行政院长孔祥

熙在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沦陷的苏、浙、皖、闽、赣、鄂、湘、冀、鲁、豫、晋等 11 省区，共有

941 个县，其中行政主权完整，县境完好的 583 个县，占 62%。县境部分被敌军占领，而县长仍在县城办

公的 35 个县；县境被占，县长依然在乡村行使职权的 245 个县，占 26%。另有 23 个县的县长移驻邻县，

但并未失掉行使职权的能力，其命令仍能到达本县。只有 55 个县完全被占领，仅占 6%。由此可见，广大

的土地和民众，仍在我行政权力控制下。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敌后到处游击战的情况下，大城市离开

乡村不仅失去本来意义，而且经济上决难持久，敌人的统治也难以稳固。如此，敌占区的扩大反而会加重

其经济困难。

假如敌人在占领区建立稳固统治，就能进行榨取，支持长期作战。目前敌人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是建

设重于破坏，开发重于封锁，一方面没收攫取占领区的一些工厂变为己有，另一方面对许多重要工业加以

统制或开发。同时设法建立华北华中货币权（华北设联合准备银行，华中设华兴商业银行），以进行沦陷

区的经济开发。目的是在占领区实行经济掠夺，弥补对华用兵的经济损失，继续长期侵略战争。因此，不

能消极等待敌国经济自然崩溃，必须努力发展敌后游击战，粉碎敌人的企图。要抵制敌占区的产品和输入

品，不把本国物资卖给敌人或运往敌占区。只要每个人实行国民公约第 10、11、12 条，不买敌人的货物，

不用日伪的钞票，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其经济侵略就无所施其技。若再进一步破坏敌占区的交

通、工厂，不但可以挫败其经济榨取阴谋，还会造成敌人兵力财力的极大负担。

通商大埠和沿江沿海的沦陷，固然增加了我国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在财政金融、资源供给和对外贸易

上。抗战前中国财政主要靠关税、盐税和统税，几乎占租税总收入的 90% 以上。战争爆发，通商大埠失

陷，政府财政蒙受很大损失。金融中心落入敌手，被用来作为破坏法币的根据地。矿产丰富各省沦陷，重

工业难以建立。棉、米产区也落入敌手，或接近战区，造成农业空前大破坏。工业则大都被敌人控制或遭

受破坏。内外贸易格局基本改变。

不过，正如蒋委员长所说：“我国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之浅狭及交通地带，而在广大深长之内

地，西南西北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战争使得我国的金融财政、农工矿业、内外贸易等遭受极大

打击，但却为西南西北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只有内地经济开发建设，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

的现代国家道路，不再如以前发展农工商都是为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战火摧毁了中国旧的经济体系，

独立自主的新国民经济体系却在抗战中自力更生了，这个新体系完全脱离了殖民地色彩，独立自由幸福的

新中国之经济发展的光明前途，已经在抗战中露出曙光来了。①

随着战事的延长，持久战的经济基础问题日显重要。“紫衡”提出《持久战的五件法宝》，即认为现

代战争不是兵力对兵力，而是经济对经济，谁的经济力能够支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抗战 15 个月，敌

人消耗巨大，但不如一般人所期待的经济崩溃即在目前，因为敌人谋我已久，累积数十年财力，且随时向

海外掠夺原料，以及在占领区搜刮资源，经济一时不会崩溃。不要天天期待敌人崩溃，而要赶紧设法改善

我们的经济，当务之急，就是增加生产，开发富源。最有希望的是西南各省，西北稍次，但经营得法，也

不失为原料生产地。

军事上应用的重要资源有粮食、煤、钢铁、煤油、棉花等 5 项，即持久战的五件法宝。其中有的我所

固有，而出产不足，有的完全仰给海外，如煤油。若敌人封锁海口，来源即断绝。要持久抗战，必须立即

在西北西南各省增加农产，开发宝藏，把五件法宝同时举起，早把敌人打下海去。粮食的重要性远过于其

他材料，是全军的命脉。抗战以来，四川丰收，洋米不能进口，内地粮食畅销，未发生粮荒。但随着战区

 《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

 

①千家驹：《中国战时经济讲座第三讲·大都市的沦陷并没有改变我持久战的经济条件》，《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 3 期，1939 年 6 月

5 日，第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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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耕地面积减少，应未雨绸缪，迅速开垦西北西南各省荒地，改良耕地，增加产量。西南西北 9 省有

耕地 3 亿亩，稍加改良，即可大幅提高产量以支持长期战争。煤矿最富的各省，已被日本占领，应迅速加

强西南西北各省的开采，包括人工开采。钢铁生产大省同样沦陷，须转向西南西北，由政府统制开采、生

产和使用，才能勉强解决。西北西南的石油蕴藏，迄无精确调查，政府应速派专家分别探查，着手开采，

以防国际交通线断绝时发生严重影响。棉花用途广泛，民用之外，还能军用（炸药、药棉），为支持长期

战争所必须。日本战前即在冀东搜集棉花，现在我国主要种棉区又大部沦陷，必须在新疆、陕西、四川、

云贵等地发展种棉，总共每年可得 500 万担，大概够用。

总之，如果能将长期抗战的五件法宝的供给问题解决，“遑论敌酋倡言战争十年，我们就是对他们打

上二十年三十年的大仗，那末最后胜利，仍旧是属于我们的。”①

欧战时，英法采取持久战略，西线战事沉寂，东面则封锁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并运用外交断德接

济。因为持久战必以经济战为基础，使德国经济崩溃，英法则不战而胜。中国的抗日战略，大体与英法相

合，不同在于，要打破敌人封锁，以长期自给待敌经济衰竭。日本资源贫乏，在国际孤立状态中，只能从

中国沦陷区榨取。我国只要巩固壁垒，就可以不可胜待人之可胜。所以中国的经济战重在自守而攻势为

辅。日本知速战速决无望，组织汪伪政权，以华制华，战事肯定延长，与欧洲战争化合为一，欧战解决之

时，即为中日战争解决之日，欧战既成慢性症，则中日战争至少当以数年计。中国要准备数年抵抗，人力

外，物力为首要，兵力外，财力尤应注重。

中国内地的经济基础，关系抗战前途至巨。农业方面，虽然四分之一的耕地沦陷，二分之一以上的农

田供需失衡，沦陷区的农民达一亿三千万，耕牛损失八百余万头，好在 1938 年后方各省丰收，产量较战前

增长 8%。棉产区多在战区，后方较少，西南各省平时棉布自给不到七成，战时缺口应为 770 余万匹，棉

纺能力差距更大。应在西北增加粮产，西南推广种棉。为了储粮防灾以及促进农业生产，政府设立农本局

负责，局长何廉称，至 1939 年 10 月底，已设合作金库 170 所，另有 50 所正在筹备中，农业金库 92 所，

大量贷款放款。中国农民等国家银行及各省地方银行也开展农业金融业务。

工业方面，战前共有工厂约万家，沦陷及被毁至少十分之九，内迁厂矿不过 341 家。而西北西南工厂

素少，合计内迁者不到两千家，整个西南工厂不及上海的十分之一。国防工业虽然已有基础，民生工业尚

待努力。蕴藏富源未开发者尚多，政府发行建设公债杯水车薪，希望企业家快来后方投资。

贸易方面，抗战两年（截至 1939 年 6 月）进出口总额较战前略有减少，尤其是第一年的进口减少幅

度较大，但第二年即回升。进口增加商品中，90% 以上为民用衣食所需，出口则原料加工品多于原料品。

交通方面，过去中国皆以便利通商考量，偏重沿海一带。到 1938 年底，原有一万公里铁路仅存三千余

公里。公路十一万公里，大半沦陷。水上交通轮船损失惨重，航空线亦大幅缩短。西南西北各地正在赶修

新的铁路公路或改善旧路，尤以西南公路成绩显著，改善 4741 公里，新辟 2081 公里。铁路则计划虽多，

除滇缅路外，实际进展不够。政府重视内地水陆联运的国际国内商贸及商旅作用，巩固和扩张各航线。航

空则中国、欧亚航空公司共辟国内航线万余公里，国际航线则开通中欧、中苏、中缅、中越等线。为适应

西南西北情势，成立驮运管理所，利用人力兽力运输货物。

金融方面，战前全国共有银行 164 家，分行 1627 家，其中总行设于江浙的达 90 家，上海就有

48 家，分行亦近五分之二集中于华东，投资多在公债地产。1935 年十余家主要银行放款给政府机关的最多

占 40% 以上，放给商业者 20%，工业 12%，农业 10%。战时银行内迁，携带资金约六七亿元，总行移设

重庆，中中交农四行于 1939 年 9 月并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特派蒋委员长任主席，统筹全国金融，中枢日

见健全。各省地方银行经去年 3 月金融会议后，机构亦有改进，商业银行及地方银行相率增设办事处，业

务向农业及水利、实业方面扩张，并增强抗战有关与生活必需的各项事业。法币虽然发行量大增，信用仍

然稳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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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紫衡：《持久战的五件法宝》二七、十、二二于渝，《经世》第 30 期（战时特刊），1939 年 1 月 1 日，第 9−12 页。

②隐公：《持久战与经济基础》，《陕行汇刊》第 4 卷第 2 期，1940 年 3 月，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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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久战的经济论述，不仅作为持久战思想的重要补充，也为持久战能够坚持到底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五、并非尾声

1940 年以后，由于国共摩擦加剧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持久战的相持阶段变得异常艰苦，令人窒息，

仿佛完全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所有报刊上关于持久战的谈论大幅度减少甚至几乎绝迹。欧洲战场上，纳粹

德国的闪电战也相继陷入与英国、苏联的持久战对决。虽然《论持久战》已经预见到相持阶段的艰难困

苦，可是当相持阶段真正到来时，人们品尝到生理极限式难耐的滋味，反而欲说还休了。

直到抗战胜利两年后，有人从决战与持久战的联系及分别角度，再次论及持久战问题。作者认为，古

来兵学家虽然对决战与持久战问题多所讨论，但缺乏明确概念，以致引起军事思想的混乱。其原因有二：

一、武力战中，大作战与小战斗常混同不清。二、根本上无法解决何者为决战，何者为持久战，由此交互

议论而产生混乱。

无论大作战或小战斗，如以决定胜败为决战，则所有战斗均可谓之决战，也可以说并无持久战。但是

胜利必须适合战斗的目的，达成战斗的结果。如抗战中我放弃阵地退却，以争取时间，达持久目的，反而

使敌人受我策略的牵制，并非敌人胜利。战斗目的不适当，以为任何战斗皆有决战意义，很可能屡屡小胜

反而导致最终大败，一蹶不振。所以，决战与持久战的意义，有必要从大局加以考究。

所谓决战，是基于作战构想以武力击败敌人而达到用兵目标的作战。所谓持久战，是基于作战构想，

自信在武力战尚未完成优势之前，为取得时间的余裕所行的作战。依据上述，现代战争于结果和作战构

想，大体有两种倾向，一是始终以决战解决战局，二是持久战以争取时间，形成优势后再行决战。主观

上，决战与持久战是基于双方的作战构想而由目的上所区别，客观上则甲乙双方最初皆企图决战，而会战

的结果，若一方被打败而投降，则双方均为完全的决战；若双方皆疲乏，为更求兵力优势，而入于作战交

绥状态时，即由企图决战转为持久战。若一方企图决战，另一方企图持久战，避免决战，则客观上已是持

久战。用语如不注意，则发生混乱。

抗战时敌之作战构想为决战，我为持久战，客观上成为持久，达成我之目的。主观上欲持久战，客观

上被敌强迫决战，实为失败的持久战。战史专家从结果立论，视为决战，但在兵学研究上，应以企图和目

的确定为决战或持久战，以免混乱。一战时德国企图速决，细分则陆军任决战，海军任持久战。再就陆军

言，主力在法国战场任决战，一部在东方战场任持久战。协约国方面，法俄企图决战，英国欲持久战。法

比英三国兵力不过较俄军稍优，事实上东西两线皆为持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总体上轴心国企图决战，同盟国为持久战，具体而言则因时因地而异。淞沪会

战，我几乎集中了全部精华，若敌集中陆海空军决战，结果不堪设想。徐州会战亦然。武汉会战后，敌实

际处置已是持久战。决战应以歼灭敌军主力为目的，以绝对优势迫使敌人再无持久战之余地。因此，将来

作战，应为绝对性的决战，尤以原子弹的使用，可以迅速摧毁敌之一切武力。

由此得出结论，战争虽包括经济战、政治战、思想战等，只是间接破坏敌人的武力战。根据现代科学

进步，可促进将来战争的决战性，应审慎考虑持久战的思想。换言之，基于决战力量不断增强，被敌强迫

决战的危险增加，很难进行持久战。所以必须具有攻击力，即决战力。①

此说单从学理上看似乎可以成立，可是历史进程的答案却截然相反。二战后的局部战争表明，武器的

突飞猛进的确使得战争越来越难以持久，可是弱势一方仍不断想方设法创造出用持久战打败强敌的奇迹。

即以该文作者所举国共内战而论，作者认定当时共产党自诩为欲以持久战取胜，则不合持久战定义。因其

目前和将来均无力决战，即使延长时间，也根本没有完成武力优势的希望，即无最后举行决战的可能，乃

无目的的持久，愈宣传持久，愈表示其对于现状的恐惧。即使其由被围根据地逃脱，分散潜伏，也是放弃

战场，不成作战对象，变成单纯警察保安问题。可是中共开始以弱敌强，仍然实行红军时期以来一以贯之

 《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

 

①陈树华：《论决战与持久战》，《世界兵学》第 5 卷第 1 期，1947 年 9 月，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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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久战战略，只是运动战更加娴熟，人民战争更加广泛，因而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很快发生变化，短短

三年，就转入战略反攻并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完整实现了持久战的整个过程，事实上成为持久战的经典

战例。

 （责任编辑：周 奇）

On Protracted War and Its Receptions form All Sides
SANG Bing

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 protracted war as expectation became a

broad  consensus  in  China.  Howe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Kuomintang (KMT)
differed considerably on its interpretations. The KMT emphasized optimism and obedience to the leader as

the key to success, while the CCP thought highly of mobilizing and arming the masses. In terms of military

strategy,  the  KMT  only  focused  on  defense,  whereas  the  CCP  identified  mobile  warfare  as  priority  and

supplemented it with guerrilla warfare and positional warfare. Mao Zedong’s On Protracted War soon became

influential after publication. Considering the KMT’s anti-Communist attitude, public discussions responded

to  the  book  in  the  disguise  of  advocat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  propaganda  about  protracted  war.

Even economic argument took the book as basis or reference.

Key  words:   On  Protracted  War,  Mao  Zedong,  public  discuss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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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hu Imagination and Power Practice
— The Space Dilemma in Water Margin

CAO Qinghua

Abstract:  In Water Margin, jianghu (“江湖”) on the one hand bears a dual identity imagination of the heroes:

in the front position is an imaginary community based on yiqi (“义气”), wuyi (“武艺”) and enterprise, and

behind  which  is  an  emo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nation  and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jianghu is  a

field  of  power  practice.  In  the  heroes’  eyes, liangshanpo (“梁山泊 ” )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a  kind  of

omnipotent  and  unchecked  power.  Fang  La’ s bangyuandong (“帮源洞 ” ) is  a  relevant  metaphor.  With  the

advent  of  Song  Jia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ticulous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system  and  a  power

hierarchy,  the escapees are ushered into a discourse frame of nation and a narrative of history.  If  not step

into bangyuandong, you have to kneel before the emperor. One shared character of these two things is to seize

power and fortune. As an existence of space, Water Margin has no other ideals for people to choose.

Key words:  Water Margin, jianghu, powe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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