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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新四军在日、伪、顽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生

命线。陈毅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极具成效的统战工作，被毛泽

东赞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可谓全党统战工作的楷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所处的

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

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今天，学习陈毅的统战思想和工作方法，具有现实意义。

坚决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方针

1938年 5月，陈毅、粟裕等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

日根据地。此时的茅山地区，国民党军队溃散，日军盘踞，地主当权派和封建官僚等地方各类武装纷繁复

杂，处于极端无序状态。根据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陈毅将各类武装势力细作分类，确定了茅山地区的统战思路：除了对投敌的不

可救药的部队坚决给予消灭外，对大部分地方武装都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帮助他们整饬

纪律，洗刷坏分子，调解他们之间的内争，共同抗日；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

个法宝，把既有民族气节又有影响的人物“统”过来，进一步打开江南的抗战局面。

陈毅先给在茅山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实业家纪振纲写信，争取他共同抗日。纪振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

后在南洋经商，1917 年回乡创办茅麓农林厂，至 1937 年，公司用工超千人。为保护战乱中的企业，他从

国民党散兵中收留了一批广东兵，组成了拥兵 200 多人并装备迫击炮、重机枪的自卫团。抗战爆发后，纪

振纲与国民党、日伪、我方等各方虚与委蛇，想靠中间路线保住资产。当时新四军中，有人反感纪振纲是

大资本家，有人斥之为两面派，更有甚者想以武力夺其装备，陈毅对他们耐心开导，对不当言行严加制止。

陈毅曾三顾茅麓公司，纪振纲则颇有深意地送了陈毅一套面料和做工极好的便衣外套，称“陈司令进入这

一虎狼之地，危险很大，这套便服总有用得着的时候”。陈毅深解其意，江南人民对新到此地的新四军还

没有信心。他不卑不亢地回答：“感谢纪先生的关怀，衣服收下，作个纪念。不过也请纪先生放心，我们



不会走。我们新四军是鱼，老百姓是水。我们抗日是全民族的正义之战，一定会得到全民族的拥护。我们

决心在这里站住脚，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多次交往后，纪振纲感佩于陈毅的胆识与智谋，在目

睹新四军韦岗大捷和新丰夜袭胜利后，主动向部队赠送了大批食物、药品。纪振纲向新四军的靠拢，使茅

山地区许多原来对新四军持观望、怀疑态度的人士打消了疑虑，巫恒通、樊玉琳等地方武装主动加入新四

军，新四军第一支队很快在茅山地区打开了敌后抗战局面。1938年 7月，茅山地区成立四县抗敌总会，纪

振纲被推为主任，这是苏南民主政权的初级形式。

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谋划对外工作，还常常要处理来自内部的不理解、质疑甚至反对。

当江南人民从新四军身上看到希望，友党、友军中一些进步官兵开始主动和新四军联系，地方上的那些“司

令”也找上门请求收编，许维新就是其中一个。陈毅在率领一支队挺进茅山时，就曾与许维新的土匪武装

遭遇过。虽是土匪武装，但许维新怀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曾杀死过两个在乡下为非作歹的日本兵。陈毅

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参谋长胡发坚研究后，决定将这支 300 多人的队伍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独立营，许维

新任营长。这个决定，在新四军团、营干部中反响很大。时任 2团 1营的营长段焕竞更是坚决不同意收编

土匪武装。陈毅结合江南抗日形势，耐心加以开导：“我们新四军靠什么在江南站住脚呢？一是打胜仗；

二是好的群众纪律；三是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就是来江南带头抗战的，只要是愿意抗战的，我们都欢迎。

像许维新这样的‘游击司令’在江南多如牛毛，茅山周围不下三五百个，再往东看，京沪沿线也有三五百

个。他们多则几百人，少则几十人，都是可以联合的力量。那个许维新名声是不大好，但是在‘恐日病’

盛行的现在，他敢杀死鬼子，和日本人较量，表现出在敌人凌辱面前还未完全泯灭的天良。这样的人我们

不该联合他吗？”情理交融的思想教育让段焕竞主动要求去许维新的独立营。也正是这个许维新，两年后

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独立营的大部分官兵，也都转变成真正的新四军战士。

真诚细致做凝聚人心的工作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陈毅在统战工作中真诚细致地凝聚人心，真正做到了大团结大联合。在环境险恶、

战事紧张的情况下，他不仅扶助、争取、改造了各种地方武装，还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发展、繁荣了

独具特色的新四军文化、医疗等事业，给新四军抗战以极大的鼓舞和促进。

丘东平，早年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起义、“一·二八”淞沪抗战和福建的十九路军反蒋运动，后参加“左

联”。他的作品为鲁迅、郭沫若注目，是上海“左翼作家”中一颗耀眼的新星。抗战爆发后丘东平参加新

四军，随部队来到茅山。对于这样一位既有丰富革命经历又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陈毅十分关心爱护，

予以重用，任命他为一支队敌工科科长，同时担任陈毅的对外秘书。丘东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承

担重要会议、陈毅与重要人物会谈的记录，协助起草文稿；他利用曾留学日本、懂日语的优势，将对日军

宣传和战俘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主动要求上前线，边战斗边收集新四军抗日的生动素材。抗战时

期成为丘东平创作力最旺盛、成就最显著的时期。1941年 7月，丘东平与许晴等同志为掩护师生撤退，将

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壮烈牺牲。丘东平用他的爱国热血写下了作为作家、作为战士的英雄诗篇。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以及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不得不离开

重庆等地前往香港与上海。陈毅得知情况后，亲自给他们写信并派曾经在大后方工作的张狄刚专程前往联

络。在陈毅的召集下，盐阜大地上一时各方名流云集，如戈杨、薛暮桥、范长江、阿英、贺绿汀、李一氓、

骆耕漠、邹韬奋、冯定等。陈毅经常与他们谈心、对弈，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为充分发挥文化抗战的作

用，陈毅亲自考察，选定邻近盐城新四军军部的一个村子，作为这些文化精英的活动点，这就是后来传为

文坛佳话的新四军文化村。在陈毅的关心下，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抗大五分校、华中党校、《江淮日

报》、江淮出版社大众书店等文化单位相继在盐城创办，苏北诗歌协会、戏剧协会、文化协会相继成立。

知识分子有了更多发光发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激情喷薄而出，新四军的思想文化工作空前活跃。



新四军还有一支优秀的医疗队伍，这支队伍汇聚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军医，如沈其震、崔义田、宫

乃泉等，其中有一位奥地利的医学博士罗生特，人称“新四军中的白求恩”。1941年春天，沈其震从皖南

绕道上海到苏北，在上海结识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并一起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

陈毅亲自接见并主持罗生特参加新四军的大会。陈毅在讲话中，对他遭到德国法西斯残酷迫害、在狱中坚

贞不屈的斗争表示钦佩和慰问，对他参加新四军、为抗日军民服务表示热烈欢迎。陈毅不仅在政治上热情

帮助罗生特，自愿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而且在生活上对他关怀备至。俩人时常同唱《国际歌》、共吟《马

赛曲》，促膝谈心、结伴游泳。罗生特很快适应了战斗环境，他用精湛的医术在前线、后方悉心救护伤员；

他经常给医务人员上课，传授知识和技术，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工作之余，他写下了《中国的大时代——

罗生特在华手记》，成为新四军的珍贵史料。

对统战思想的原则性坚持和灵活性运用

陈毅在统战工作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泰州“二李”的争取。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以他和粟裕、钟

期光三人的名义给党中央报告了苏北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对“二李”的统战工作情况，毛泽东在批语中

写道：“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

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做具体教育材料。”批语高度肯定和赞扬了陈毅这一时期对统一战线

思想的原则性坚持和灵活性运用。

1939年春天，新四军执行中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发展方针，挺进纵队北渡长

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此之前，身在苏南的陈毅，就对发展苏北抗战进行了考虑、准备和筹划，派

惠浴宇等在江北建立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开展统战工作。他多次过江实地了解，掌握到苏北的军事武

装力量情况：占领苏北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的日伪军，力量占首位；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

反共顽固派，兵力 5万余人，位居第二；驻泰州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俗称“二李”）

兵力 2万余人，驻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有 4000余人，是地方实力派，属中间势力，位居第三；新四军

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有 3000余人，位居第四。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结合苏北具体情

况确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他不顾个人安危，三进泰州与“二李”会晤，亲自做“二李”的

统战工作。

第一次进泰州，“二李”态度傲慢，陈毅不受影响，继续做工作。不久，“二李”表示希望能帮助运

送一批弹药到苏北。陈毅爽快答应并妥善安排弹药突破日军封锁安稳过江，新四军还暗中支持“二李”子

弹两万发，并从战利品中选了一把指挥刀和一匹好马送给李长江。1939 年 12 月，陈毅第二次来到江北，

“二李”盛情接待，陈毅拿出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写的问候信札，“二李”读后很受感动，主动透露韩蒋

反共秘密文件，并表示他们绝不跟韩德勤反共。当陈毅提出准备移师江北抗日时，“二李”表态：“一定

大力协助，到时候贵军可以借用我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番号”。陈毅二进泰州后，新四军与“二李”

的关系得到不断发展。到农历年底时，新四军挺进纵队军费发生困难，陈毅派人去泰州向“二李”借钱，

李长江很爽快地借了五千大洋。1940年春天，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苏北形势日趋紧张，韩德勤的威

逼利诱使“二李”思想开始摇摆。陈毅第三次进入泰州，效果甚微。不久后，“二李”在韩德勤的挑唆下，

指挥 13个团以 10倍于新四军的兵力进攻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村，该部被迫奋力反击，最终歼灭李长江

部 3 个团的兵力，“二李”全线溃退，这就是有名的“郭村保卫战”。正在部队准备乘胜追击进攻泰州之

际，陈毅决定停止进攻，与“二李”议和，释放俘虏并退出所占“二李”防区。面对众将士的不解，陈毅

指出，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

李”。胜利方主动“割地言和”，这在中外战史是鲜见的，“二李”更是始料未及，大呼：“新四军真正

是仁义之师！”后通过谈判，“二李”答应保持中立并帮助新四军东进，这为黄桥决战我军胜利奠定了重

要基础。



陈毅在新四军时期的统战工作成功而卓有成效。今天，我们的国家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回顾陈毅统战工作的丰富理

论和实践，对于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