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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的主力军，新四军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 年 11
月至 1945 年 8
月，新四军在副军长、代军长张云逸等指挥下，渡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并向华中日伪军发起了战略反攻，收复

了大片失地，巩固与扩大了华中解放区。在此期间，张云逸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新四军先后实施了
几次重大的战略性行动，其中之一便是抽调兵力发展东南。今天重温那段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深遂的战略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一、发展东南的战略背景

组织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进军浙江，发展东南，既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1944
年赋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张云逸在对日反攻作战中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展东南是在发展苏南、皖南和浙东的基础上展开的。皖南事变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
发展浙东作为发展江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紧组织实施。至
1943
年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初步建立了包括四明、会稽、三北和浦东四个地区在内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由

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浙东游击纵队建立后，如何加强该纵队与苏皖边新四军第十六旅的联系，以便进一步扩大江南阵地，并能在日、
伪、顽进攻时互相策应，是张云逸等人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
1944 年 2 月 14
日，张云逸和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饶漱石、参谋长赖传珠致电谭启龙等，要求在广泛发展浙东游击战争的同时，将

纵队主力分散转向鄞县以西、沿海及绍兴以北地区开展工作，设法与活动在安徽郎溪、广德地区之新四军第十六旅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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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主力分散转向鄞县以西、沿海及绍兴以北地区开展工作，设法与活动在安徽郎溪、广德地区之新四军第十六旅打通
联系，同时以一部兵力发展沿海岛屿的游击战争。

4
月，张云逸等再次致电谭启龙等：浙东游击战争应当以向敌后发展为中心，特别是向西北打通与第十六旅及向东北

打通与上海浦东地区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浙东游击纵队应加强嘉兴至杭州铁路以东、钱塘江以北（即
海北）地区的工作，积极收集和研究这一地区的有关情况，做好向该地区发展的准备；军部准备派第十六旅以一部深入
安吉、长兴、武康间活动，以策应你们的行动，以便日后两部能打通相互之间的联系。据此，浙东游击纵队不久即派出
部队开赴海北，陆续在海宁、海盐等钱塘江北岸地区建立了游击基点。

就在张云逸等筹划如何打通浙东游击纵队与第十六旅联系的时候，美军提出了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作战设想，从
而使得中共中央下决心大力发展东南。

1944 年 8
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开始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商讨关于将来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新四军能

否配合作战的问题。美军观察组人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为了加速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进程，
毛泽东等欣然表示同意。为此，毛泽东于

8 月 21 日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 “ 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 ”“
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

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
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 据此，张云逸等于 8 月 26
日致电第十六旅和第一师，提出了向东南发展的两个步骤：第十六旅第一步进占武康、安吉、吴兴之间的地区，第

二步再向京杭公路以东、沪杭公路以北及苏（州）嘉（兴）铁路以西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基地，以便掩护和支
持城市工作。

然而，发展东南仅靠浙东游击纵队和第十六旅，兵力显然不够。正在这时，日军为防止美军在中国浙江东部沿海登
陆，于
1944 年 8 月至 10
月发动了浙东作战，相继占领了丽水、温州、福州等地，闽、浙两省沿海地区沦陷，这就使得新四军抽调部分主力

渡江南下，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配合盟军登陆作战成为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于
9 月 27
日致电华中局，对发展东南作出新的部署：浙东游击纵队向沿海地区发展，浙东区党委加强富春江沿岸地区的工

作，准备迎接第十六旅南进；第十六旅除将中心工作放在太湖西南岸地区外，应沿（南）京杭（州）公路逐渐南伸天目
山地区，造成夹钱塘江与浙东相呼应的战略态势；建议派第一师副师长叶飞等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
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第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建议恢复第六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

“ 苏南区党委名单及六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六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

应当说，派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的战略举措。张云逸等表示完全拥护与赞成。

 

二、发展东南的战略筹划与初步行动

发展东南是由中共中央首先提出的战略构想。张云逸等则结合新四军及东南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
划，使发展东南成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1944 年 10 月 9
日，张云逸等电示苏中区党委，要求速将抽调第一师部队南进的相关部署报告华中局。时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

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的粟裕，在分析研究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华中局的来电后，向华中局建议由他率部执行
南进任务，留第一师副师长叶飞在苏中主持工作。张云逸等考虑到粟裕曾在苏浙一带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更为了解，
同意他的建议。

10 月 23
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名义将粟裕主动请缨的建议及华中局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请中央定夺。

24
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华中局，同意由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并指出：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的可能，而且时间可能很

快，应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地区的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
11 月 2
日，毛泽东、刘少奇又电示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一）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

员，统一指挥苏南及浙江的工作；（二）准备从新四军中再抽调五六个团渡江南进；（三）从新四军直属队及华中各抗
日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经过训练后陆续派往苏浙地区工作；（四）具体部署各大城市的工作；（五）对苏浙各地区的
工作作出具体布置。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张云逸等人经与粟裕、叶飞的多次讨论，形成了发展东南的初步方案，决定由粟
裕率新四军第一师
3 个团及 300
余名干部渡江南下，配合第十六旅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之间地区，作为向浙西天目山发展的前进阵地，然

后再抽调
1
个团东渡富春江，打通与浙东游击纵队的联系，继而向东夺取象山沿海地区，再南下打通与浙南游击队和中共福建

省委的联系，



1945 年春再派 5
个团南下；粟裕率部南下后组织江浙指挥部，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在谭未南下前由粟以华中局代

表名义指挥苏南、浙江新四军及苏南、浙江地方党的工作；粟裕南下后，叶飞、钟期光参加苏中区党委，并以叶为书
记；天目山局面打开后，可恢复第六师师部及建立浙江部队新的指挥机关。方案还就如何加强苏浙敌后地方工作及大城
市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11 月 20 日，张云逸等将上述方案电告中共中央。

在电报中，鉴于新四军要同时执行西进、南下两个任务，兵力不够分配，张云逸等提议八路军派两三个团到淮北，
并将在山东的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三团调回淮北，以便第三师主力能够接防苏中和淮南，从而使第一、第二师主力能够
大部抽出南下。为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张云逸等还请求中共中央从八路军或中央机关中抽调几个师级的军政干部到华
中工作。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同意张云逸等关于发展东南的各项部署，并指出： “
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 ”“
八路军暂时没有部队抽调南下，师级干部明春延安可派几个到新四军。 ”
据此，张云逸等只能自己解决部队南下和就地坚持所需要的兵力问题。

就在张云逸等组织粟裕率部南下之时，刘少奇、陈毅又于 12 月 26
日致电新四军军部：为使新四军能在全面反攻时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新四军目前必须大力着

手发展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华中局及新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长江以南地区；全面反攻开始后，新四
军除留一部在江北防御国民党顽军外，主力均应南渡长江，以达成

“ 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 ” 。

对于刘少奇、陈毅提出的上述意见，张云逸等人还来不及详加讨论，因为这时他们正在关注着粟裕率部偷渡日军长
江封锁线这一重大军事行动。

当时，日、伪军在长江两岸的据点林立，江中又有日军舰艇昼夜巡逻， 7000
多人的队伍能否安全渡江，实在令人担忧。因此，从 27
日晚上开始，张云逸就密切注视着部队的渡江情况，并与饶漱石、赖传珠等商讨处置各种意外情况的方案。在粟裕

的周密部署和指挥下，第一师的
3 个团全部安全渡江，并先后到达浙江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 1945 年 1 月 7
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向中央军委报告了粟裕率部南下并与第十六旅会合的情况。

部队到达长兴地区后，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于 1 月 13
日向粟裕等人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苏浙军区的命令，任命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为参

谋长，统一指挥苏南与浙东的新四军部队。
1 月 25
日，华中局决定由粟裕暂时兼任苏皖区党委书记，并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指导浙东区党委的工作。 2 月
5
日，苏浙军区在长兴县宣告成立。第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及第一师首批南下部队分别整编为苏浙军区第一、第

二、第三纵队。

处理完新四军第一师首批南下部队的有关事宜后，张云逸等才回过头来讨论刘少奇、陈毅于 1944 年
12 月 26 日发来的指示电。为集思广义，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还于 1945 年 1
月将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负责人召集到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一起讨论向江南发展和坚持

原有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各师领导人就向南发展与坚持原有阵地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2 月 3 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电告中共中央： ( 一 )
根据目前浙江的敌、顽情况，苏浙地区的新四军应首先进占吴兴、长兴、武康间之敌后地区，并于任务完成后相机

派
2 个主力团东渡富春江，打通与浙东的联系。同时，派第一师的另外 2
个团由江北到皖南活动，相机恢复皖南。（二）为继续向南发展，拟于 2 月底派第一师第五十二团南下，
3 月初派谭震林率第二师第五旅的 3 个团南下。此后，视情再派叶飞率第一师的另外 3
个团南下。（三）第七师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为江南。为此，决定从第三师抽调 2
个团归第七师指挥，担任发展皖南的任务。（四）准备从江北抽调党政军民等大批干部到江南工作。（五）新四军

军部与华中局南移后，江北另成立分局和军区，以黄克诚负责。（六）决定于半年内从江北各地抽调
50 ～ 80% 的外来干部担任向南发展的任务，同时华中局及各地党委开办专门学校，以培养干部。

为使中共中央更加了解新四军军部关于发展江南和就地坚持的全面部署， 2 月 5
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又致电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 一 ) 第一师自粟裕率 3
个主力团南下后，军部决定再抽调 4 个团南进。 ( 二 ) 谭震林率第五旅的 3
个团南下后，在淮南津浦路西成立第十七团，连同原有的第十八团，作为重组第六旅的基础。在淮南津浦路东成立

独立第三团，连同原有的独立第四团，作为重组第五旅的基础。
( 三 ) 第三师淮海区有 4 个支队，拟从该区抽调主力一部组建 2
个新团编成一旅，由抗大第五分校校长谢祥军任旅长，准备开赴皖南地区活动。 ( 四 ) 第四师有 9
个主力团。地方兵团除了萧县独立旅外，另有 10 个独立团、 5 个独立大队等。如八路军能抽调 2
个团到淮北津浦路西，则第九旅主力在必要时亦可南进。

从上述两份电报可以看出，张云逸等已就向南发展及坚持江北阵地有了通盘考虑。可以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江
南，以



“ 破敌、收京、入沪 ”
和配合美军登陆的作战设想，实在是令人鼓舞，张云逸等为此也开动脑筋，提出了关于发展江南的大胆设想。

 

   三、发展东南战略任务的进一步实施

新四军第 1
师所部渡江南下后，张云逸等一边继续筹划发展东南的方案，一边注意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南下部队反馈回来的

情况修改、完善方案，从而使新四军顺利地开辟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进一步扩大了华中解放区，也为新四军的全面反
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粟裕率部抵达浙江长兴地区后，为打通与浙东的联系，继而向南发展，曾于 1945 年 1 月 17
日致电张云逸等，提出了发展东南的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全力攻占孝丰及其东南、西南地区，继而控制天目山，然

后再经武康、德清、杭（州）嘉（兴）湖（州）地区打通与浦东和浙东的联系；二是以第一纵队进兵天目山以北的莫干
山，由安吉、递铺以东向武康、德清及余杭以北地区发展，随后向东深入杭嘉湖地区，打通与浦东、海北的联系，最后
再向南打通与浙东的联系。张云逸等对粟裕提出的这两个方案进行了研究，同意实行第二作战方案。

然而，苏浙军区部队准备于 1 月底向莫干山地区前进时，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为此，粟裕于 2 月
6
日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建议改向孝丰进兵，控制天目山，以解决粮食问题，并打下向东南发展的基础，

为此还建议江北的后续部队要尽快南下。

2 月 7 日，张云逸等电告粟裕并报中共中央：国民党顽军在天目山附近有近 5
个师的兵力，若进兵孝丰，必将陷于连续战斗，不仅在政治上不利，而且不利于打通与浙东的联系。因此，指示粟

裕目前不要主动挺进顽区作战。

新四军主力渡江南下，担负着 “ 破敌、收京、入沪 ”
的目的，必然要扩大江南阵地。驻浙西天目山地区的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顾祝同所部，也在考虑时机成熟时收复沪宁

杭地区，必然不能允许新四军在江南扩大地盘和有过大的兵力。这样，国共在江南的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粟裕提出的
进兵孝丰的问题，使张云逸等不得不考虑如何与国民党顽军作战乃至新四军主力是否移至江南的问题。为此，张云逸等
又于

2 月 10 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 “
根据各方考虑，我们感到发展东南，控制苏南、浙江，远较发展河南、控制中原为难 ”
，并指出：当前国民党以夺取南京、杭州为目标，在大别山与天目山仍保持优势兵力，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主要障

碍。为确保将来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与发展东南起见，非集中主力，准备与顽军决战，否则很难迅速打开局面，而且
决战的地点最好在皖南，因此应大力发展皖南。同时，张云逸等还指出，沪宁杭地区在美军登陆与日寇溃退之前，是不
能容纳新四军较大部队的，从而向中共中央表达了在发展东南的问题上应持积极和审慎的态度。

然而，张云逸等接连发出了几封关于发展东南的请示电，均不见中央的回音。就在这时，粟裕指挥苏浙军区所部于
2 月中旬进行了天目山第一次反顽作战，歼顽军 1700 余人，夺取了孝丰，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考虑终于发出了致华中局的电报，肯定了张云逸等在发展东南工作中积极而审慎的

态度，认为华中局
“ 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 ”
，并指出：粟裕部占领莫干山后，暂不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为主；浙东部队仍就现地向敌后发展；在半年时间内

进一步加强苏南地区的工作，以使新四军能够在江南生根落脚；谭震林、叶飞两部现应在原地待机渡江；新四军第三师
主力留作机动部队，第一、二师担任南进任务；调整华中局等领导机构，提议增补张云逸等为委员。

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华中局都主张新四军以主力迅猛发展江南，那么在张云逸等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始
对发展东南持谨慎态度，即是否把新四军主力大部调入江南，要看形势的发展。应当说，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战
略部署的一次重大调整。中共中央之所以作出这一部署调整，是因为在日军尚未进攻浙赣路之前，如果新四军以主力大
举南渡，必然会刺激日军和国民军顽军，对下一步的行动十分不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张云逸等经与粟裕反复磋商，并经中央批准，令叶飞率第 1
师后续部队渡江南下。据此，叶飞率第 1 师教导旅及一批地方干部，于 1945 年 4
月渡江南下，抵达长兴地区，与苏浙军区会合。

在叶飞率部南下之前，粟裕指挥苏浙军区所部于 3
月间又成功地进行了天目山第二次反顽作战，控制了孝丰、安吉、长兴等 10
个县的大部或一部，基本打开了浙西的局面。

在天目山第二次反顽作战胜利前后，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等一面指示粟裕抓紧时间做好浙西新开辟地区及苏南
地区的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做好建党、建政及建立地方武装、组织群众等方面的工作，巩固已得阵地，一面与粟裕等人
商讨由浙西打通与浙东、进而再由浙东打通与浙南、福建联系的时机，并及时帮助解决粟裕部在向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困难和问题。

粟裕部进入天目山地区后，部队粮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根据张云逸等人的指示，苏浙军区采取分兵就粮的办法，
自
4 月中旬起以一部返回苏南活动，以一部向杭嘉湖地区进军，并逐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 5
月 19
日，第四纵队一部渡过富春江，进入金（华）萧（山）地区，与第二纵队会师，从而打通了与浙东的联系。在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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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张云逸还与饶漱石、赖传珠、曾山等就中共浙南特委和福建省委的工作作出了部署。

然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不甘心在天目山作战的失败，根据蒋介石的密令，调集数万人的兵力，从 5
月下旬开始，向活动于富春江西岸的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发起进攻，并切断了浙西与浙东新四军的联系。与此同时，

日军以
1 个多旅团的兵力在伪军的配合下，对天目山和杭嘉湖地区展开 “ 扫荡 ” 。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于 6 月 3 日致电粟裕并报中共中央： “
对顽应采取诱其深入，歼其一部或一路，以杀伤其气焰和粉碎其进攻的方针 ” ， “
同时在对顽自卫战中，应避免硬拼和与顽拼消耗，且不宜死守阵地 ”
。同时，新四军军部还电令第七师皖南支队积极活动，以策应苏浙军区部队的反顽作战。

根据张云逸等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粟裕指挥苏浙军区所部相继放弃了新登、临安、天目山地区，将主力集
结于孝丰及其西北地区，一举歼灭顽军
6800
余人，取得了天目山第三次反顽作战的胜利，从而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不久，苏浙军区再派第四纵队东渡富春江，

与浙东的第二纵队会合。

天目山第三次反顽作战胜利后，是继续调江北部队南下，还是以江南现有部队巩固已有阵地，是摆在张云逸等面前
需要抉择的一个问题。对此，张云逸等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后者。

1945 年 7 月 19
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名义致电粟裕：目前美国对华采取扶蒋反共的方针；日寇为集中兵力准备决战计，已停止对

顽攻击，反而采取撤兵、诱降、策动内战的方针。此时国民党顽军亦企图利用新的形势对我施压，驱逐我江南部队。在
此条件下，如我仍采取迅速猛进的方法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必将削弱对敌后之敌后的发展和巩固。所以，我们对南发展
的基本任务虽仍未变，但在执行步骤与方法上应以巩固苏南、发展敌后之敌后、休整主力为主的方针。据此，谭震林等
部停止渡江南下。粟裕则指挥苏浙军区部队就地发展，以待时局之变化。

从迅猛发展江南到对向南发展持审慎态度，张云逸等坚持对上负责与对实际负责的一致性，反映了其对贯彻中共中
央关于发展东南战略决策的高度负责精神。而对向南发展持审慎态度，又为抗战胜利后把新四军的基本阵地从江南收缩
至江北打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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