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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迪，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任作战参谋。
总参谋部一局是中央军委指挥作战的最重要的机构，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战略意图，都是
通过一局具体贯彻实施的。
书中回顾了许多他亲身经历的，鲜为人知的战争决策和指挥内情。
真实而又生动的赢余了在抗日战争中，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首长，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英明正确
的决策和指挥艺术。
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总参谋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刻苦学习，克服各
种困难，及时掌握研究国内外战局发展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战略战役上的意见与建议，为夺取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
这部著作为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最高作战指挥机关的历史，提供了一份真实可靠的史料。
 本书真实而生动地记叙了在抗日战争中，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首长在政治军事上的英明正确的
决策和指挥艺术。
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总参谋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
 　　沈阳军区原参谋长杨迪同志撰写的有关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三部战争回忆
录《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自1998年由我
社相继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得到当年参加战争和战役的老首长、老战友的高度评价，引起
国内外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视关注，国内的许多主要报刊进行了刊登报道，主要电视媒体对杨迪同
志进行了多次采访。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曾二次再版，《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也早已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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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迪（1923-2006），沈阳区原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任作战参渫。
总参谋部一局是中央军委指挥作战的最重要的机构，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战略意图，都是
通过一局具体贯彻实施的。
书中回顾了许多他亲身经历的、鲜为人知的战争决策和指挥内情。
真实面又生动的记叙了在抗日战争中，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首长，住政治上军事上的英明正确
的决策和指挥艺术。
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总参谋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刻苦学习，克服各
种困难，及时掌握研究国内外战局发展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战略战役上的意见与建议，为备取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
这部著作为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最高作战指挥机关的历史，提供了一份真实可靠的史料。

　　畅迪同志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领导小组。
他注重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注重总结亲身经历的战争实践经验。
自1998年以来，他先后撰写的《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和《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出版以后，受
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撰写此书，他是抱着强烈的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顾年老多病，用颤抖的下，亲自书写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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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第一章 延安王家坪，这个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一、1939年我在延安“抗大”学习，一个可笑的
小事情，胡耀邦同志认识了我，从而使我走进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作战局）　二、王家坪是中
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所在地，王家坪又是军委、总参的代号名称。
还有杨家岭、枣园也是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三、总参谋部组成的简要介绍　四、住在王家坪的中央军
委和总参谋部的领导同志，以及其他领导人第二章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迫使日本改变了侵略中国
的战略方针。
一局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
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中央适时地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一、略述抗日战争转人战略相持阶段的情况　二、抗日战争转入
相持阶段后，一局根据我军各战略区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提出意见与建议　三、抗日战争转入战
略相持阶段后，我党中央、中央军委适时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我八路军、新四军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新的战略部署第三章 1939年。
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百团大战　一、1939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
潮。
我军被迫予以有力地反击，直到1940年3月，我军取得了反顽作战的胜利　二、我从一局情报科调到作
战科任作战参谋，进入了总参谋部的核心部门--作战室　三、“百团大战”是我八路军对华北敌占区
铁路运输线发动的大破袭战役。
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与提高了全国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挽救了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第四章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我党将坚持南方游击战的
部队集中，组建成立新四军。
蒋介石任命叶挺任军长，但是事与愿违　二、国民党蒋介石决心向华中新四军发动进攻　三、我党击
退国民党蒋介石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方针与对策　四、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同志，一直对军
长叶挺不信任。
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做项英的工作　五、蒋介石部署大军，决心围歼我皖南新四军军部。
党中央再三电令皖南新四军北移，项英则再三违抗命令，坚持要南移　六、新四军军部在向南行进中
，遇到10倍于我之国民党军的围攻。
新四军与顽敌进行了极艰难地浴血奋战10昼夜　七、极端危急时刻，1月12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
、王稼祥副主席等来到作战室　八、叶挺军长遵照党中央的电令，下令分散突围，很不情愿地去国民
党军找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而被蒋介石下令关押、囚禁达5年多时间　九、蒋介石强令撤
销新四军番号。
周恩来悲愤抗议；毛泽东命令重建新四军。
我八路军停止向国民党军事部门呈报我军情况和战况，不再向国民党政府请领经费　十、我党中央、
中央军委很睿智地、很正确地处理“皖南事变”，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与支持，使国民党蒋介石处于
被动地位。
维护了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大局　十一、日本侵略军乘机用军事手段逼蒋介石妥协投降。
蒋介石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党中央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不计皖南事变的伤痛未愈，决定配合国民
党军对日作战第五章 一局对日本侵略军是“北进”。
还是“南进”的战略动向，作出了正确的判断，适时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一、日本法西斯
统治集团对“北进”、还是“南进”，不断地进行争论　二、国民党为了反苏反共，大造日军会“北
进”的舆论。
一局认真地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与日本的情况，认为日本侵略军“北进”的可能性小，“南进”
的可能性大　三、苏德战争爆发后，叶剑英参谋长来到作战室，听取对日本战略动向的分析判断。
太平洋战争爆发第六章 抗日战争严重困难时期，华北华中敌后的情况。
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一局及时提出了几项重要的意见与建议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侵略军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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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巩固华北，运用各种手段，更加紧、更残暴地对我军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大“清剿”　
二、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华中占领区，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勾结，残酷地向我华中新四军进行“扫荡”
与“清乡”　三、在两年严重困难时期，一局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我军在敌后开展攻势作战。
一局适时提出向河南、向湘边、更加紧张、繁忙地工作。
第七章 抗日战争从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的转变，一局严密掌握战局的发展变化。
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局适时提出向河南、向湘粤边、向苏浙边敌后进军的建议第八章 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一局为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为我军在敌后展开战略反攻和挺进东北，更加紧张、繁忙
地工作第九章 一局给苏联斯大林元帅与美国罗斯福总统，标绘我军坚持敌后抗日战争况图。
一局负责接待来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和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
第十章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军司令部工作开始走向正规化建设的发展时期，一局经受住了战争的严格考
验，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所赋予的任务第十一章 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努力
地参加适安大生产运动第十二章 参加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第十三章 随叶剑英参谋长先赴重庆，后赴北
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十四章 延安，抗日的灯塔，革命的熔炉，铸造了延安精神写完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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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延安王家坪，这个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三、总参谋部组成的简要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
的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很精干，下辖只有3个局：　　一局是作战局，随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驻王家
坪。
负责作战、情报、军务、军训、测绘以及机要译电等等工作，差不多包揽了总参谋部大部分的工作。
抗战初期一局还负责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驻在王家坪的所有人员的生活管理工作。
　　二局是负责截收、破译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电报。
为了保密，将二局安置在距延安以北有60公里的安塞县城郊，警卫很森严。
延安人谁也不知道有这个机关，更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三局是负责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络，驻在延安县城西北郊的枣园。
　　1941年后，因一局工作任务太重，又太繁杂，中央军委为使一局能集中精力掌握全国、全军作战
和情报等工作，以及了解、掌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决定将军委以及负责一局本身的行政事务性
工作的管理科，从一局分出去，成立了军委办公厅，负责军委首长，总参谋长和一局，以及住在王家
坪的我军高级领导同志和日本友人的生活保障等事宜。
以后又增加对来访问的国际友人，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
　　这样极为精干的编制，三个局又分驻较远，就自然地使一局成为行使总参谋部主要工作的职能部
门。
　　写到此处，读者朋友们会对我写“在总参谋部”，就不足以为奇了吧！
　　当时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但没有总后勤部，而设有供给部、卫生部，这
是红军时期留下来的传统。
供给部、卫生部归总参谋长领导，这样与总参谋部下辖的局不相对称，也使总参谋长直接领导的单位
太多。
因此，在1942年，就成立了作战部，同时成立第四局，负责全军军事训练工作（当时只有第四局的名
称，没有设立办公机构），归作战部领导。
作战部领导第一、二、三、四局，这样，总参谋长直接领导三个部，即作战部、供给部、卫生部，还
有军委办公厅。
　　现在，我比较具体地将一局（作战局）的编制体制情况写一写，以方便读者对本书中所叙述的历
史情况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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