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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刘少奇开始介绍，主要再现了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期间真实历史。
他先后在华北、华中领导中共各级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抗日
游击战争。
内容详实，史料真实可靠，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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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把沈阳市附近的柳条湖一段铁路炸毁，以此制造事端，向中
国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进攻。
接着，在短短几天内即侵占了辽宁、吉林省的20多座城市。
随后又在几个月内，相继侵占黑龙江省及吉林辽宁的其他地区。
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迅速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3000万东北I司胞沦为亡国奴。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
早在19世纪中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9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者制定了先占=朝鲜、台湾，再占满洲，最后征服全中国和称霸亚洲的所谓
“大陆政策”。
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实现它的第一步侵略计划后，就把侵略魔爪逐渐伸入中国东北。
20世纪初，它又通过日俄战争，把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攫得了设置殖民机构和
常驻军队的权利，对东北进行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已建立了事实上的殖民统治。
它在东北的投资占全东北工业资本的27％，职工人数的59％；东北铁路直接占有和拥有控制权的52％(
除中东路外)，对外贸易额的40％。
它的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比东三省官银号的发行额还多。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而要把全东北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日本统治阶级加快了对东北侵略的步伐，以转嫁经济危机的影响，缓
和本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从1931年春开始，日军在东北先后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等多起事端。
日本军方也制定了侵占东北的作战计划，其武装侵略东北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但国民党当局这时由于内部军阀的派系混战，和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坚持不抵抗政策。
8月P216日，蒋介石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
避冲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又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
对抱不抵抗主义。
    民族是一定地域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
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比较稳定的共同体。
当这种共同体受到另外一个民族侵略时，就会进发出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
    日本在东北的暴行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愤怒，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民族矛盾开始逐
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工农商学兵各界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
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
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
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以后几天内，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又多次发表宣言和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
当时，国内所有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
的基础上，作出了基本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判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知识界和商界许多爱国人士的大力相助下，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
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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