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沟桥事变点燃全国抗战怒火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 年 7月 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以北举行

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

后，即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

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

战争，中国则展开了全国性抗战。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

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军在 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

接着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

攻。日本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能够在

短期内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预定“扫荡”驻扎

北平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败国民党军队的时

间是三个月。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

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卢沟桥事变发

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

路！”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

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

战决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北平市委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

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

北平居民自动帮助挖战壕、抬担架，妇女为官兵蒸馒头、洗衣服，

长辛店的工人为修筑工事把大批铁轨、枕木送往前线，农民为部队



出粮、出工，甚至六七岁的娃娃也端着水盆供士兵磨战刀。上海各

界群众纷纷成立救亡团体，参加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支援前线。

武汉、四川等地的抗日救亡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全国舆论界群情

激愤，各地大小报刊抗战呼声四起。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

动下，蒋介石于 7月 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

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

幻想，仍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内。1937年 8月13日，

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上海直接

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

而在国共谈判中开始表现出较多团结合作的愿望，同意不向红军中

派遣国民党人员。双方达成将在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

命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

《新华日报》等协议。接着，共产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

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

“新四军”）。

1937年 9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

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

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

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同意联共

抗日，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对国家民族的有功之举。国民党当

时是执政党，拥有 200 万军队。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

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

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

民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一度

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

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也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

抗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

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内地。各少数

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许多台湾同胞回到祖

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

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在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

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它的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国。父教其子，

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这些百年以来未曾有的新气象，

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空前觉醒。

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各

界各军，召唤着全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

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兄弟阋于

墙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地

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在这个旗帜下，全国人民

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

三、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抗日战争国内外形势仍然是相当错综复杂的。在国际上，存在

着几种不同的力量。意、德法西斯相继支持日本侵华。英、法、美

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着“中立”和



“不干涉”的旗号，对日本和中国均采取两面政策。它们一方面表

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给予中国一些物资援助，以牵制日本；

另一方面又企图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牺牲中国部分权

益，同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其在远东殖民统治的旧秩序。苏联成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1937 年 8月 21 日，中苏两国签订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从苏联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

援助。

在国内，全国人民坚决主张抗战。不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不少人，特别

是由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也站在抗日方面。但很多人对

如何抗战还不清楚，对共产党一时缺乏了解。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

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但又不满其腐败

和专制。在国民党内，有赞成抗日的民主分子，也有暗藏的汉奸，

掌握实权的主体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亲英、美派的蒋介

石集团。他们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实行片面抗战路线，

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不愿

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于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因为他们害

怕人民的广泛动员和组织，将损害自身的统治地位。1938年三四月

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

领》，在抗日方面表现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对发展民众运动加了不

少限制。同时，国民党还总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支持和

援助上。然而，不发动和依靠群众，抗战的坚持和胜利都是不可能

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它确信，中国有力量进

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群众



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是利用了中国群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

了这一缺点，我们就有了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所以，必须充分地

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使抗战的胜

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

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

1937 年 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

会议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

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

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

抗战胜利而斗争》。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

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

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一纲领是党的全面

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会议还讨论并制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

方针，主要是：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

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

题的基本政策；等等。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

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

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