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

正当蒋介石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一直抱着独

霸东亚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严重步骤。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1894-1895 年，它通过中日甲午

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

继而又通过 1904年至 19 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把中国

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设立关东都督府

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1927 年，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

《对华政策纲要》，力图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并决心

为之诉诸武力。会后，传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送天皇的奏折，内

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以后的事实表明，日本是按照这个主张进行侵略扩张的。

1931年 9月 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

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

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

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

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

政府电告东北军：“日本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

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种态度，使日本侵略者更加无所顾

忌地用武大规模进攻中国。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随即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1935年，

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向中国政府提出使华北政权“特殊化”

的要求。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成为

日‘可以自由出入的“真空地带”。接着，日方又策动华北五省

（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两市（北平、天津）“防共

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这就是华北事变。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

1931年 9月 19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发表《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

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该

宣言是世界历史上第一篇反法西斯战争宣言，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独特意义。11月 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

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

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党组织先后

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

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大批

党员、干；到抗日义勇军中工作。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游击队先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

人民革命军； 1936年2月以后，又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

抗日联军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上

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

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冀东农民开展打游击等斗争。



北平、上海等地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等活动。

1934 年 4 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

1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发

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纲领上签字的群众达几十

万人。九一八事变后，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

国的旗帜下，以崭新的精神风貌与民族自信投入到抗日战争中。

案例：“十四年抗战”说法的由来

为什么说“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所谓抗日战争的起点，简言之，就是抗日战争的重大事件的开

始时间问题。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都是中国抗

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这是实事求是史学

观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以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开始，作为中国抗日

战争史的起点，这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看，九一八事变是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是它争夺亚洲霸权和走向发

动世界战争的起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策源地之一——远

东战争策源地的最早形成。因此，我们不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是只有

局部意义的中日两国的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而应把它看作日本

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法西斯专政，实现其独占中国的“大陆政策”的

第一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首先以武装斗争反对日

本法西斯的武装侵略，从而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对

此，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曾说：“如果我们可以指

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

1931年 9月 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个时期，即从 1931年 9

月至 1937年 7月的 6年，还只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四省地

区进行，但却从未停止过，这不仅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救亡斗

争起了重要的准备作用，而且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打击。仅就日本

官方大为缩小的统计数字，14年里，日本关东军被我东北抗日联军

等部毙伤俘者近 18万人。毫无疑问，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东北人民及

广大爱国官兵反对日本侵略军的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

部分。

所以，毛泽东于 1945 年 4月 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

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

了。”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在其编著的《日本近代史》第三卷

(论述了1931年-1960年的日本历史)的“序章”中也公允地指出：

“本书是以日本开始发动了历时 15年侵略战争的 1931年(昭和六)

为起点，概括地叙述从那以后的日本近代史。”可见，日本历史学

家不仅把1931年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开始，同时还把这一年划

作日本近代史现代部分的一个“起点”。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在世界上都是公认的。中国抗日战争一

开始就具有反对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性质。以中国

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开始，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起

点，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事变后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一

样的以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以“那些特别突出、引人

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运动的路标”为界，来划分历史时期



或阶段，这是列宁划分世界近代史时期的重要方法，是以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原理。我们从考察中国近

代史的实际出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

会，处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其主要矛盾是中

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革命的对象

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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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特别

是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国之

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几

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

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

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由此变动了中国国内

的阶级关系。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

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

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所不断发生的变化，

一直持续到 1945年 9月日本战败投降，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才得

以解决。此后，中国社会又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质的社会形态，其主要矛盾又变成了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

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由此看来，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

事变后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一样的，七七事变的爆发，

则是对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的加深与扩大，而没有使中国社会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有所变化。因此，把 1931年九一

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既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客观实



际，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历史时期标准的科学理论。

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来看待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很久以

来，许多人都以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没有实行抗日为由，

把抗日战争的起点定为七七事变，这是值得商榷的。就抗日战争的

性质而言，它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的由不同阶级、阶

层和社会集团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

战争。因此，我们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能以国民党

政府是否主张参加抗战作为“标准”来评判。历史事实是，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升级、由局部侵华演变成

全面侵华的过程。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

省；1932 年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1933 年 1 月进攻热河；

1934-1935 年制造张北、察东和河北事件，进而蚕食华北、分离内

蒙，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等等，最后

制定1937年度侵华作战计划，扩大增设在平津地区的驻屯军，准备

随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由局部地区抗

战逐渐发展到全国性抗战的历史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部分

爱国官兵违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日，如马占

山部在黑龙江的江桥抗战；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击日军侵略锦州；

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地区袭击日军，他们的抗日行动促进

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也为中国共产党组建抗日武装创

造了有利的群众基础。到 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抗日武装，

由原来的 8个小游击队发展到 11个抗日联军，共 4.5万余人，从而

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骨干力量。

如果不以九一八事变作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就等于自己抹煞此后

6年东北民众、部分爱国官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十九路军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从事的抵抗日军侵略的英勇斗争。

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来看待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