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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结构，是按照解放区战场发展的规律划分章的段落。
第一章，解放区战场的形成（1937年7月--1939年春）；第二章，解放区战场的大发展（1939年春--1940
年）；第三章，解放区的巩固和建设（1941年--1943年）；第四章，解放区战场的反攻（1944年--1945
年9月）。
这样的划分，是力图体现历史的发展与逻辑的展开一致；而有些问题的论述，则可相对集中，不拘泥
于时限，如解放区的建设。
总之，本书既非严格按照时序的编年史，亦非各自成篇的论文集，而是人体上依照历史发展顺序，突
出重点，侧重于理论分析的专著；在内涵和写法上，又与一般抗日民主根据地史或人民解放军的军战
史不尽相同。
例如，第一章，着重阐明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形成而出现的战争史上的奇观一一敌我之间的包围与反包
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论持久战》）。
第二章，着重探讨解放区战场大发展的必然性和巩固中求发展、发展中求巩固的辩证指导方针，并阐
明了解放区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三章，通过对解放区建设的论连，说明抗日根据地不仅是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依托（小后方），而
且成为民主中‘国的雏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战略任务，包含着抗日与民主、  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两大历史主题
。
第四章，着重阐明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的态势和最后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及特点。
    抗日战争的解放区战场，不是孤立的。
  它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紧密相连，互相依存，又与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有密切联系。
因此，本书讲解放区战场发展过程的国际国内形势时，注意正确叙述以下三种关系及其演变：中日关
系，国共关系，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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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淇：1925年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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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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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扩大及解放区战场形成    7.战争史上的奇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犬牙交错的战争  第二章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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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区的巩固和建设  1.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2.解放区的军事建设  3.1941—1942
年解放区军民的艰苦对敌斗争    4.解放区的政治建设  5.解放区的经济建设    6.解放区的文化建设   
7.1943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8.民主中国的雏形  第四章  解放区战场的反攻叫  1.国际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内政局    2.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3.为配合反攻，解放区深入贯彻的若干政策   
4.1945年解放区战场的春、夏季攻势和中共七大  5.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反攻    6.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7.
关于解放区战场战略反攻问题的探讨  附录一：大事记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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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解放区战场的形成　　1.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
指导路线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两个战场上进行的：一个是国民党战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
区战场。
这两个战场在抗战指导路线、作战方针方法、对内对外的纲领和政策以及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等许多
方面都是不相同的，却共同地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任务。
在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出现两个有根本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战场，这一中外历史上罕见的
现象，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并且是随着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演化逐步形成
的。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旨在灭亡中国的
侵略战争。
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却未能抵挡住日本侵略军的凶猛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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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大型丛书，汇集了国内名家研治抗日战争史的精心之作，时间上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下
迄于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上包括“政治系列”、“经济系列”、“军事系列”、“综合系
列”等。
每书专门研究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既深入透彻，亦全面具体，许多结论、观点都突破了过去学术界
的习闻常说，显现当代学人的求真求实的学术情怀。
全套书构成对整个战争的全面、真实的大写真。
可读性强，许多史事的反映都出乎意料，大量征引的资料都鲜为人知。
的确是人们了解中华民族和现代崛起和了解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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