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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无锡地区的抗战历史与经验

王芳

【摘 要】：无锡地区由于特有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抗战时期成为了敌我必争之地。

深入敌后的新四军在无锡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创建并巩固发展了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与日伪顽

进行殊死战斗，为夺取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四军在无锡地区的斗争经历和基本经验，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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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是中国共产党在江南最早创建抗日武装的地区之一，是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也是“江抗”的发源地、

新四军第六师的诞生地，更是新四军东进北上的重要通道。抗战时期新四军两次挺进无锡，开创了无锡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江

阴的祝塘、长泾，无锡的梅村、张泾等地是当年新四军活动的核心地区和游击基地。后来在新四军的武装支持下，这些地方建

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成为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的根据地。这一实践历程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

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党的领导：行稳致远、成就伟业的根本保证

诞生于 1939 年的《新四军军歌》，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高唱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那就是：东进，东进，开创

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的胜利。新四军坚决执行党中央“东进”指示，在陈毅、粟裕等率领下，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在华中

敌后掀起抗日斗争的高潮，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关于新四军行动方向指示项英、陈毅“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同时还明确指出，“目前最

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

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

线以西策应”。[1]毛泽东在细致分析战争态势后，指明了新四军向苏南发展的作战策略。当时，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敌

军主力转向华中，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机构大都撤走，这为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

时机。而且，新四军深入苏南的茅山山脉地区，将来既有利于向东开展游击战、开拓苏南抗日根据地，又可以从扬中一带北渡

长江，进入长江以北的苏中、苏北地区。1938 年 4 月 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向茅山

挺进，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1938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给项英的指示中，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该

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2]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个“五四指示”的

著名电文。电文明确提出，新四军要东进无锡、苏州、常熟、江阴、太仓之间的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游击战，创建根据地。

1939 年 5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指示，新四军第六团在团长叶飞率领下，

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从茅山出发东进，到达无锡梅村。“江抗”以梅村为基地，广泛发动群众、收编地方

武装、动员青年参军，打开了无锡抗战的新局面。在无锡党组织、地方武装及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与支援下，“江抗”相继取

得了首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车站、火烧虹桥机场等战斗的胜利。为顾全抗日大局，“江抗”部队于 1939 年 10 月奉命西撤，

挺进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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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5 月 4 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东南局、新四军军分会，项英、陈毅，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

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关于新四军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该指示全文近三千

字，其中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虽然各有特殊

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

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

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3]

1940 年 9 月，谭震林率江南抗日救国军(简称“新江抗”)东路指挥部到达无锡，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方针，大刀阔斧开展“扩

军建政”，把发展武装和创建根据地作为工作重点。到 1941 年初，新四军和无锡地方党组织共创建了澄锡虞、澄武锡、宜南、

宜北、太滆等多个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苏南新四军主力整编为第六师，师部先后驻扎在

锡北寨门诸巷等地。其中“新江抗”改编为第十八旅，多次粉碎日伪顽的进攻，巩固发展了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

听党指挥是新四军的政治本色，是新四军精神的灵魂和核心。大量史料证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决服从党的指挥，是

新四军不畏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反复强调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坚强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

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重托。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

么路”的问题。新时代，要继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

二、统一战线：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1940 年，谭震林率领“新江抗”来到无锡地区，先后组建了无锡县人民抗日自卫会、县政府、行署、办事处等各级抗日民

主政权机构，广泛开展军事、财经、文教、统战等工作，对巩固无锡地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筹建抗日民主政权中，

实行“三三制”原则，注意吸收拥护抗日的国民党人士、地方实力派、开明士绅参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谭震林亲自

做严蔚苍（锡北寨门地方教育界人士、原国民党无锡县党部监委会委员）、杨忠（甘露地方实力派）等人的工作，王承业做强

学曾（梅村地方实力派）、吕式桥（厚桥地方人士）等人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民主建政的抗日主张，认真听取并采纳建议，发

挥他们在地方工作中的作用。在无锡县委和地方人士、群众组织、部队代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无锡县人民抗日自卫会于 1940

年 9 月下旬在厚桥镇正式成立，王承业任主席。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建立亲日政权。为粉碎顽固派亲日反共的无耻阴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并实行民主政治，江南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于 1月 22日发布由谭震林和吴仲超签署的通令，规定地方行政机构一律重行改组，将

人民抗日自卫会改建为抗日民主政府。1941 年 2 月 4日，无锡县政府在厚桥嵩山寺广场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宣布正式成立，王承

业就任县长，强学曾任副县长。1941 年 2 月 2日，锡北行署正式成立，行使县级政权职能，陈枕白任主任，姚家礽兼任副主任。

抗日民主政府人员的组成贯彻了“三三制”原则。无锡县政府下属的 25 名区级干部中，党外人士有 10 名，占 40%；锡北行

署的 25 名区级干部中，党外人士有 9 名，占 36%。[4]这些地方人士和开明士绅在政府中担任职务，有利于地方行政工作的开展。

其中，一些非党人士还被推选到更高一级的政府机构中任职。1941 年 3 月 13 日，在锡北陈巷召开的江南行政委员会筹备会议上，

严蔚苍、强学曾同王承业一道，被推选为江南行政委员会筹备委员。无锡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

推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壮大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在 2022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 10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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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用了“三个

更加重要”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肩负使命及其重大意义，用了“十二个必须”科学概括了在实践中形成的

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这个党的重要法宝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提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这是我们党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

指明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前进方向。

三、群众路线：攻坚克难、铸造辉煌的牢固基石

“江抗”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广泛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1939 年 5 月至 6 月，“江抗”在地

方党的配合下，在无锡地区收编、加委了 7 支游击武装，共计 1300 余人。同年 6月初，“江抗”在嵩山储埂上建立了“江抗”

驻锡办事处，由“江抗”政治部副主任吕平任办事处主任，“江抗”独立支队参谋长陈凤威任办事处副主任，无锡各界抗日联

合会党团成员朱秀谷任办事处副官。不久，叶飞将曾领导过无锡农民秋收暴动的杭果人调回无锡，接任“江抗”驻锡办事处主

任并兼任无锡县委财经委员会主任。“江抗”驻锡办事处以“江抗”作后盾，协助无锡县委在梅村周边四乡广泛发动群众，积

极组织支军、支前活动。如，动员青年参加“江抗”部队，发动妇女赶制军鞋，发动梅村镇及附近的裁缝赶制 2000 余套军装，

派镇上的一些工商界人士到上海采购汗衫、衬衫、卫生衫和 10 余箱药品，通过征税筹款解决部队军需给养等。

“江抗”派出政治工作干部协助地方党开展民运工作，培养抗日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民运工作队员深入无锡四乡村镇，

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农民抗日协会、青年俱乐部、兄弟互助会等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组织。无锡县委在“江抗”东进期间，

新建了 1 个区委、4个党支部、4个党小组，党员数量由 36名发展到 93 名。“江抗”和地方党在东路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

在一致抗日的共同目标下，齐心协力开创了无锡地区抗战新局面。

自 1941 年起，日军在无锡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清乡”“扫荡”，在军事上杀害抗日军民，在经济上抽丁征粮、勒索钱财，

激起巨大民愤。1945 年 2 月 27 日，以先天道道众为主的安镇农民发动起义，杀死日伪军 30 人。先天道又称普济道、大帝坛，

鼓吹入道者可以“消灾延泰”“升天成佛”等迷信思想。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天道与华北日军相互勾连，制定了“反共、反匪、

保家乡”的纲领，一度从事搜集情报等破坏抗战的活动。当时中共苏中六地委和新四军苏中六分区得知安镇农民暴动的消息后，

迅速对先天道进行了解与研究，认定其上层是反动的且被日伪操纵，但基层的农民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安镇事件实为农民反征

粮、反征丁的一次暴动，据此制定了“打入内部，主动引导，分化瓦解其上层，争取利用其中层，教育团结掌握其下层”的方

针，组织共产党员加入先天道，并很快掌握了先天道的基层权力，将“先天道”十万群众引导到抗战轨道上来，有力打击了日

伪反动气焰。[4]

密切联系群众是新四军的重要工作路线。正是由于新四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历经血与火的考验，不断

发展壮大并取得抗战的胜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更加

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积极参与和共同奋斗。要从新四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改革发展的创新活力和智慧力量。要始终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推动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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