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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短训班的主讲人

上海战事越来越严重，中共江浙
省委对于“八一三”抗战的前景作了
充分估计。 江浙省委认为，国民党军
队一定会从上海撤退，日军一定会占
领上海。上海一旦沦陷，省委军委秘密
隐蔽在市区来指挥农村的游击战，肯定
不方便，也不利于地下工作的开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萍准
备离开上海饭店，拟将省委军委迁到
农村去。考虑将来在农村开展游击战
的需要，张爱萍又组织开办了游击短
训班，培训对象是做难民工作的学生
党员，学习内容是如何组织游击队和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张爱萍自然是
训练班的主讲人，同时负责授课的还
有吴克华。

当时有学员向张爱萍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你们讲的都是红军在山
地打游击的经验，现在上海的周围地
区都是平原水网地带，该怎么打游击
呢？ ”

张爱萍被问住了，因为他确实还
没有研究过在平原水网地区如何开

展游击战争。 课后，张爱萍和吴克华
等省委军委的几名同志一起讨论研
究，认为上海外围的广大农村地区虽
然是平原河网地带， 但农村广阔，村
镇稠密，人口众多，日军不可能占领
所有村庄，它只能控制城市及某些重
镇。而我们则可以在有条件的各村庄
里分散秘密组织游击队，白天分散在
各村，晚上集中起来打游击。 等到队
伍发展了，再根据实际敌情，相对集中
行动，进而发展成游击军，进行较大规
模的作战。简言之，即采取分散、隐蔽
的办法，昼伏夜出，相机打击敌人。

张爱萍把这一设想提交江浙省
委和刘晓讨论。省委同意张爱萍他们
提出的上海外围农村是可以开展游
击战争的观点，也同意他们的初步设
想。张爱萍把这一意见再带到训练班
去请大家讨论。 学员们表示，虽然没
有打过仗， 但却赞成张爱萍的观点，

觉得是可行的。 训练班结束后，这些
学员分别被派到苏南、苏北和浙东游
击区参加敌后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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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与江浙省委军委正准备撤出
上海到郊区开展工作时，突然接到在
南京的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以省委军
委为主组织外县工作委员会，张爱萍
兼任书记，原省委管外县工作的吴仲
超为副书记。 然而非常时期，情况可谓
瞬息万变。 很快，中共代表团又有新的
指示：张爱萍和吴仲超立即前来南京
接受新任务，准备到浙江去工作。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张爱萍
向省委书记刘晓建议：“是不是先派
吴仲超一人到浙江，我仍撤到上海郊
区组织游击战？ ”

这时，张爱萍更多考虑的仍是在
上海郊区组织游击战，因为那是毛泽
东在延安交给他的任务。

但刘晓有些为难，认为中共代表
团的指示必须执行。于是，张爱萍、吴
仲超、陈家康匆匆启程赶赴南京准备
前往浙江。

此时，日军已截断了京沪、沪杭
路，并向南京进攻。 张爱萍等人只能

从上海坐船到南通的天生港，经泰州
再乘外轮到南京。 船靠码头，三人急
忙赶往傅厚岗六十六号八路军驻南
京办事处，却见人去楼空。 后来得知
中共代表团已经撤到武汉。

南京城此时一片混乱，周围不断
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国民党军队已溃
退， 国民政府机关也分别迁往重庆、

武汉、长沙等地。

面对南京的状况，张爱萍不免大
失所望。但当他发现了国民党军队在
溃退时遗弃的大批枪支弹药时，眼前
突然为之一亮。张爱萍对武器太敏感
了。 为了坚持游击战，他也一直在考
虑武器的问题，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
夫。

“不去浙江了，”张爱萍显得很兴
奋， 接着他又对吴仲超和陈家康说，

“把这些枪集中起来， 就地组织打游
击。 ”面对陈、吴疑惑的眼神，他说：

“老陈辛苦一趟去武汉， 将这里的现
状和我们的设想向周恩来和中共代
表团汇报并请示。 ”

陈家康当即离开南京。而张爱萍
与吴仲超则坐镇收枪，准备打游击。

（刘晓滇刘小清）

毛

泽

东

的

一

次

谈

话

决

定

了

张

爱

萍

重

返

上

海

� � � �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目睹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曾经担任
过军委骑兵团政委、时在延安中国人
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的张爱萍，

一心想奔赴前线，跃马挥戈，疆场杀
敌。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张爱
萍最终选择了与抗大许多学员一样
的方式， 给学校和总政治部写信，要
求到前线去。

抗大学员不安心学习要求到前
线去的情况最后被毛泽东知道了。这
天，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在教育长罗瑞
卿的陪同下来到抗大。 此前，毛泽东
多次到抗大上课，对这些学员也比较
了解。 尤其是张爱萍，还是毛泽东介
绍他进入抗大的。在抗大一个简陋的
主席台上，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神，

毛泽东讲了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
峻形势，热情鼓励了同学们“要求到
前线去”的积极性，同时告诉大家总
政治部确实准备选调一批学员到部
队和前线去。

张爱萍闻此，精神为之一振。 他
认为驰骋疆场、报效祖国的理想将要
实现，因此显得非常兴奋。

毛泽东的讲话在继续，浓重的湖
南口音，语速不快，但很有力。

“我们的抗日大学还要办下去，

而且还要扩大。你们中的有些人将被
留下来做教员， 这也是抗战的需要
嘛。 如果大家都走了，我们还怎么培
养抗日人才？况且这里的天地也很广
阔，也仍然有用武之地嘛。 ”继之，毛

泽东的宣布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

“凡写信要求离开的全部留下， 没有
写信的可以分配到前线部队。 ”

张爱萍就这样事与愿违地被留
在抗大当了教员。

当教员对张爱萍来说是一个全
新的考验和锻炼。他开始研读克劳塞
维茨的《战争论》以及中国古代兵书
战策， 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军事知
识。这一时期的教学实践对张爱萍以
后的军事生涯非常重要，因为他被逼
着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研究了
战略战术，从而为以后成为一名高级
军事指挥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正在窑洞
挑灯夜读的张爱萍突然听到一个急
切的声音在喊：“张爱萍， 主席叫你，

现在就去！ ”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书，向
毛泽东的窑洞跑去。

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张爱萍习
惯地整整军衣， 并大喊了一声：“报
告！ ”

“是爱萍吗？ 快进来。 ”毛泽东的
声音亲切随和。

张爱萍看到毛泽东还在专注地
批阅文电， 神情中有一种处变不惊、

指挥若定的从容与镇静。

“今天叫你来，是要分配你出去，

怎么样？ ”看着眼前这位曾经积极请
缨的青年人，毛泽东微笑着说。

张爱萍以为毛泽东在试探他，于
是笑而未答。上次请战书的教训很深
刻，答不好会适得其反。

仿佛看透了张爱萍的内心世界，

毛泽东认真地强调： “我说的是真
话。 ”

“真的？ ”张爱萍不禁有喜从天降
的感觉，急切地问道，“去哪个部队？ ”

“到上海去，干你的老本行。 ”毛
泽东说。

一听“到上海去”这四个字，张爱
萍原先的那股高兴劲头顿时减弱了
许多。 他原以为离开抗大，是到部队
去，到前线去。 如今，却要他到上海
去，又是干地下工作，觉得有浑身的
劲儿使不上，便随口说道：“我不愿意
到那里去！ ”

“爱萍同志，那里很重要。 ”毛泽
东的口气变得严肃而认真。看到张爱
萍有些委屈的样子，毛泽东苦口婆心
地说：“上海的重要程度并不在华北
之下，依据目前战况的发展，日本人
很快就要占领上海，我们必须加强那
里的工作。 ”毛泽东告诉张爱萍：“刘
晓、潘汉年已在上海，上海已成立党
的江浙省委，由刘晓负责，潘汉年负
责半公开的统战工作。你到上海去担
任省委军委书记，协助刘晓负责省委
军事工作。 ”

其实，张爱萍的心在部队，在前
线，在那种横戈立马、驰骋疆场的痛
快淋漓的战斗生活。 于是，他笨拙地
讲起了“价钱”：“我有困难，干不了。 ”

“干得了，干得了！ ”毛泽东提高
了声音并且扬了扬手臂，“我们研究
过了， 你曾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你

去比较合适……”

然后，毛泽东向张爱萍详细分析
了当前的形势，并进一步强调上海的
战略地位很重要， 日军大举进攻华
北， 接下来日军必然要进攻上海，再
图夺取南京，上海肯定会失守，南京
也会失守。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告诉张
爱萍：“上海失守以后，外围的农村需
要开展游击战，你们军委就是要组织
上海郊区和江浙一带的农村游击战
争，动员组织民众，支援国民党军队
抗日，但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组织
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
区去，开展沦陷区的游击战争。 ”关于
具体的工作步骤，毛泽东要求张爱萍
到南京去请示博古、周恩来，到上海
同刘晓商量。

毛泽东最后问张爱萍：“你还有
什么要求？ ”

张爱萍从这一番话中感觉得出
来，这次派他到上海是毛泽东经过深
思熟虑后决定的，而且是对他的高度
信任。 张爱萍向毛泽东郑重地表示：

“坚决完成任务
!

”

“对了，这才是你啊
!

”毛泽东开
心地笑了。

“我想带几个人去。 ”这是张爱萍
临别前提的唯一要求。

“可以，可以。 ”毛泽东立即给抗
大教育长罗瑞卿打了电话， 请他给
“到上海有重要使命” 的张爱萍派几
名同志。 罗瑞卿在电话中表态“让他
自己挑，要谁给谁”。

跑马厅上海饭店成了省委军委的临时办公地点

数天后，张爱萍带着新的使命依
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踏上了新的征
程。随同他一起到上海开展工作的是
几名师级干部，分别为原红一方面军
师参谋长吴克华、原红二方面军师政
委余立金、 原红二方面军师政委彭
林、原红四方面军师政委曾广泰。

就在张爱萍一行经过西安时，周
恩来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抗
日的谈判。 不久，张爱萍他们即接到
了中革军委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
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
命令。 根据总部要求，张爱萍他们须
统一换上国民党军军装，稍有区别的
是左臂上有个布制的八路军徽章。同
时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方便，张爱萍
被授予上校军衔。后来张爱萍曾写有
《西安换装》诗一首，表达了对红军军
服的难以割舍之情。

张爱萍身着国民党军上校军服
继续南下， 这套服装给了他很大方
便。 他们一行一路畅通，转津浦线经
徐州抵达终点站南京浦口。 在西安
时，张爱萍即被告知，刚改编不久的
八路军已经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关
于张爱萍一行去上海工作的具体事
宜， 必须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商
定。

抵达南京后，张爱萍他们径直前

往南京傅厚岗六十六号，找到了八路
军驻宁办事处。 张爱萍见到了周恩
来、叶剑英等办事处领导同志。

虽然整个南京城的气氛较为紧
张， 但办事处的工作仍然有条不紊。

因时间紧迫，周恩来扼要地向张爱萍
等人介绍了上海与南京方面的形势，

同时要他们迅速到上海去找刘晓同
志。周恩来强调说：“你们这次去上海
的主要任务是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
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展游击
战争。 除主席在延安交代的任务外，

还要在上层知识界和学生中做统战
工作。 ”之后，叶剑英还与张爱萍商谈
了在江浙一带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等重要问题。

由于战事发展很快，情况瞬息万
变， 周恩来要求张爱萍一行立即动
身， 同时亲切地叮嘱他们：“上海吃
紧，一定要注意安全。 ”

告别了周恩来，张爱萍一行就匆
匆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因赴
上海是从事秘密工作，因此他们不得
不全部脱掉军装而换上便衣。

此时，上海战事已起。 日军正向
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国民党军
第三战区守军进行激烈抵抗。上海市
郊激战正酣，硝烟弥漫。 从南京到上
海的火车也因此受到影响， 开开停

停， 到了苏州火车再也无法前行了。

张爱萍一行只好绕道苏嘉铁路到嘉
兴，然后再由嘉兴转浙赣铁路的列车
前往沪西的龙华镇。

此时的张爱萍心急如焚，恨不能
立即到达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 经
过近两天一夜， 他们总算到了龙华
镇，并意外地见到了专门开车前来接
他们的李克农。

李克农当即带着张爱萍一行驱
车前往市区。 在上海办事处，他们见
到了刘晓、潘汉年。 刘晓与张爱萍早
在红军时期就熟悉， 若干年后又相
逢，彼此均十分高兴。 刘晓告诉张爱
萍：“毛主席已经把对你的任命电发
到我这儿了。 现在就以你们几位为
主，组成江浙省委军委。你任书记，我
再给你安排一个熟悉情况的陈家康
为军委秘书。 ”

“行，到这里一切听你安排。 ”张
爱萍回答得很干脆。

“好吧， 现在还没有物色到合适
的办公地点，你们就住跑马厅上海饭
店，那里也就是省委军委的临时办公
地点。 你现在就算上任了，一会儿让
陈家康陪你们去上海饭店。 ”

刘晓交代完后与张爱萍紧紧地
握了握手。 张爱萍感觉到了一种力
量，那力量中包含着期待和信任。

张爱萍就这样参加了江浙省委
的工作。 此时省委的构成为：书记刘
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宣传部长沙文
汉，军委书记张爱萍。

张爱萍对上海并不陌生，此前他
曾两次到上海搞地下工作，之后又在
红十四军营教导员任上因战斗负伤
后到上海养伤，并从上海奔赴中央苏
区。 这次重返上海，虽然环境依然熟
悉， 但背景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且肩负的责任也不一样。

后来张爱萍回忆说：“这次回上
海工作在我一生中是工作性质和工
作形式的大转折，即由从属地位转变
为领导地位，由群体工作转变为独立
或相对独立工作。在大革命时期的学
生运动中，我是跟着摇旗呐喊的。 大
革命失败后组织农民运动及后来到
上海搞地下工作，基本上是上边决定
什么自己就干什么。初当红军及到中
央苏区工作乃至长征途中当了师、团
领导，仍然是在做具体组织落实或实
施上级批示的工作。可是到上海主持
省委军委工作就不同了，尽管大政方
针已定，但怎样去做，做到什么程度，

没有具体指示， 也没有更多人商量，

基本上是靠自己拿主张、 出路子、定
盘子。 因此，这段不长时间的工作对
我锻炼不少。 ”

虽然困难不少，但张爱萍仍然充
满信心。他以上海为支点，面向江浙，

开始了全新的军事领导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