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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诞生经过

（下）

� � � � 1931

年
9

月
19

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
3

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

日军以左胳膊绑白布条为记号。 （资料图）

抗倭檄文鼓舞人心

这份《宣言》的发表，打破了以往党的重
要文件发表的程序。若按惯例，就重要事件发
表宣言，一般是由中央发表在先，省委发表在
后；或先得给中央打报告征得同意，省委才能
发表。如果按照以往程序进行，就一定有悖于
时局的急迫性，《宣言》 发表的最佳时机就会
错过。这份《宣言》的发表未按常规进行，应该
说是一个特例。 由于该《宣言》在九一八事变
的第二天迅速发表， 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及
时地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知道了九一
八事变的真相，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看到了斗争的希望。这一
震惊世界、史称《九一八抗日宣言》的著名《宣
言》给东北人民以极大鼓舞，对于东北抗日运

动的兴起和中国
14

年武装抗日战争的发展
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就在人们恐慌中正不知所措时， 第二天
一早，《宣言》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去。在日本兵
到处搜捕抗日人士、随意杀人的危险情况下，

地下党员们巧妙地把宣言送到商场、学校、工
厂和老百姓家的院子里……

抗日《宣言》写到：

工农兵劳苦群众！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
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

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武装
占领了，这是如何惊人的事啊！

本来已经贫困不堪的工农兵劳苦群众，

目前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业、死亡、流离、恐

慌、饥饿、贫困，已达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
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 而且仍在有加无减的
继续着！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

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红军两年来和
帝国主义、国民党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便是
万古不灭的证据。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
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
政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
义驱逐出中国！

……

最后，《宣言》以
17

个口号结束。 其中主
要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
洲！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

空军！”“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
命！ ”“发动游击战争！ ”“反对白色恐怖———屠
杀、逮捕、监禁！ ”“反对军阀战争！ ”“打倒投降
帝国主义的国民党！ ”“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
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

这份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写得简练
而又明白、深刻而又透彻。 特别是“三岁小孩
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一时成为对九一八事变
因由骗人说法的极为流行的一句痛斥语。 《宣
言》 说出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心里话， 提出了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
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和要“发动游击战
争”的重要理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实在
是难能可贵。

投身抗日洪流中

这份《宣言》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的布告几乎是同时面世的， 一个是侵略者的
布告，一个是反侵略的宣言，针锋相对，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之后不久，赵毅敏因被叛徒出
卖而被捕。 但《宣言》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出的
第一声抗日的呐喊， 给了日军铁蹄下的奉天
人民极大的鼓舞， 对东北抗日运动的兴起起
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4

年
7

月赵毅敏出狱后， 改任中共满
洲省委常务委员、组织部长、抗日联军第三军
政委，奔波于已经沦陷多年的东北大地，参与
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同年
11

月，省委派赵毅敏以省委代表的
身份到赵尚志任司令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
支队工作，兼任支队政委。

当时， 赵尚志与珠河中心县委一些同志
在对待省委关于反“讨伐”斗争的指示上有
意见分歧。 赵毅敏到珠河县

(

今尚志县
)

与
县委接上关系后， 即开始调查了解情况。

赵毅敏同他们连续开了几次会，把问题全
摆了出来。 双方都充分发表意见后，赵毅
敏感到赵尚志与地方党委之间矛盾的焦点
是在如何执行省委决议这个问题上。 当时省
委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在所作出的粉碎

敌人冬季“大讨伐”的指示中，曾不切实际地
提出“不让日‘满’匪军侵入游击区域一步”，

并作为反“讨伐”斗争的中心口号。 县委一些
同志主张要坚决执行省委这一决议， 但赵尚
志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做不到。他提出应比较
实事求是地、灵活地执行省委决议。通过广泛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赵毅敏认为，在当时，由
于敌人数十倍于我，“不让敌人进入游击区一
步”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省委决议是无法实
现的。 后来，赵毅敏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给
省委写了报告，指出应尊重赵尚志的意见，省
委也同意了。

1935

年
1

月， 赵毅敏兼任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三军

(

后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
)

政治委员。

1935

年初冬， 赵毅敏奉命到莫斯科参加共产
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他的名字正式由
刘改为赵毅敏， 出任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
问题研究院第八分校校长， 负责培训中共高
级干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更年轻的革命者。

他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
学员授课。

1938

年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
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 请求回
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

1939

年
1

月经
新疆迪化

(

今乌鲁木齐
)

回到延安。

深得毛泽东赏识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
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
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
苍蝇未足奇。据悉，毛泽东这首著名的《七律·
冬云》，就是称赞赵毅敏、伍修权二位外交官
的。 据赵毅敏后来的秘书田俊杰讲， 诗中的
“独”字，就是特指赵毅敏独自一人，而“英雄”

则是毛泽东对赵毅敏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
中不畏强暴的高度赞誉。

赵毅敏到达延安后，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张闻天让他到鲁艺学院负责工作。 赵毅敏

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 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
作。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中央
根据地内第一份大报《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
了根据地内第一所正规大学延安大学， 后任
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赵毅敏出色的工作
经常受到毛泽东称赞，深得毛主席赏识。

1949

年
5

月，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武汉，

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南行
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长、长江日
报社社长等职。 赵毅敏发展中南文化事业的
几大板斧和高超的领导风格， 得到了中南文

化知识界的一致好评， 也得到毛泽东的充分
肯定和高度赞赏。 毛泽东巡视武汉时颇有感
慨地对赵毅敏等人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

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 我在下边跑了一
圈，其实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见啊，是
下边的意见，我把它综合起来了。 ”

1954

年夏，中南局撤销，赵毅敏调任中共
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并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国
际指导委员会副书记、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
主任等职，分别协助王稼祥、陈毅工作。 他主
要负责中共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好交

往。 因为需要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
宾，赵毅敏与毛泽东的接触机会又多了起来。

1958

年
5

月， 赵毅敏当选为中共中央候
补委员。

从
1968

年
5

月起，赵毅敏开始过“监护”

生活，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携眷回京，先
后担任中纪委秘书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
委员。 他为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人的平
反昭雪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2002

年
7

月
25

日， 赵毅敏因病与世长
辞，享年

98

岁。 （据《河南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