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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
放战争在辽宁地区拉开了序幕。经过 3年鏖
战，1948年11月2日沈阳和营口解放，辽沈战
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辽宁由此
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地，在中国革命史
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

辽宁是东北解放战争的起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一度成为“政
治真空地带”，争夺东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
要战略目标。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安排，冀东军
区十六军分区于1945年9月5日进入沈阳，并
将东北情况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为党中
央决策东北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从抗
战胜利后变化了的形势出发，同年 9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全称为“中国共产
党东北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全
权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9 月 19 日，彭
真主持的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沈阳举
行，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幕正式拉开。

为了争夺东北，国共两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在辽宁地区展开激战。抗战胜利后，从 1945
年 10月至 1946年 5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
国主义支持下，先后集中了7个军30余万主力
部队投入东北战场。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进
入东北，我军主力部队主要分散在以沈阳、丹
东、锦州为中心的辽宁地区。1945年11月起，

我军坚决阻止敌人侵犯，进行了保卫锦州地区
的作战。同年12月28日，根据变化了的东北
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的指示。根据新的战略方针，我军改变战略部
署，开始由辽宁向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
地区分兵，准备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从辽宁地区开始的东北解放战争，内容丰
富。我军在进入东北之初，立即根据中共中央与
东北局发展扩大部队的方针，大力开展这项工
作。在短时期内，部队得到迅速扩充。从1945
年8月中旬到10月中旬，我军进入辽阳、鞍山、本
溪、抚顺的曾克林部，即由2500人扩大到6万余
人。在东北根据地创建之初，东北人民自治军

（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在辽宁地区
发动了多个重要战役，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
击。1946年2月13日在法库县发动的秀水河子
战役，是东北战场我军实施的第一场歼灭战，打
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同年11月2日
在安东（今丹东）地区发动的新开岭战役，开创了
东北战场我军一次作战歼敌一个师的先例。

辽宁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地

东北解放战争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
一个有关革命和反革命大决战的全局问题，
对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东
北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建成，使我们获得了一
个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包围局面
的战略支撑点。1948 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
三年时，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占压倒
性优势。在全国五大战场上，东北是解放军
数量超过敌军数量的唯一战场。同时，从战
略上考虑，“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把战略决战的
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

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是北宁
线上的战略要点，攻打锦州，就能牵动敌人，形
成“关门打狗”之势。辽沈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进行：第一个阶段即是攻克锦州和解放长春。
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9万人，使
得国民党军东北、华北两个战略集团的陆上联
系被全部切断。锦州的解放，又对长春战势影
响甚大，加之政治争取、军事压力等多重因素，
长春于10月19日遂告解放。第二个阶段是辽
西围歼战，消灭廖耀湘兵团。此战全歼廖耀湘
兵团 10万余人，敌兵团司令廖耀湘和军长李
涛、向凤武、郑庭笈均被俘。第三个阶段是解
放沈阳和营口。这是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沈阳
实现的第二次解放，营口实现的第四次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取得辉煌的胜利，歼敌正

规军4个兵团、11个军、33个整编师，连同其他
部队共计47.2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
义，大大地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削弱了反革命
的力量。加上其他战场我军所取得的一连串
的胜利，使全国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
点：一是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
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我军则上升到
31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已占
据显著优势。由此，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形势
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
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二是辽
宁全境解放后，党在辽宁地区，特别是成功接
管东北最大工业城市沈阳，为全国新解放城市
的接管与改造，积累了有益经验。三是辽沈战
役的胜利，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
机动力量，投入关内战场战斗，对其后的胜利
产生决定性影响。辽宁全境解放激发出强大
的生产力，产生的人力物力财力军火等，极大
地支援了全国解放，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辽宁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使命担当

解放战争中，辽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不仅直接参与对敌军事斗争，而
且为前线作战提供了最坚实的后勤保障。一
是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我军获得了较为充足
和稳定的兵源，队伍从小到大，从单一兵种发
展到多兵种，建成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二是群众热烈参加战勤，支援前线。据不完
全统计，1948年辽宁参战民工160万人，担架
1.3 万余副，运送到前线军粮 7000 万斤，充分
地保证了部队作战的需要。辽沈战役胜利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全力
支援和配合。三是群众积极生产，纳税献物，
支援解放战争。工人“用实际行动支援前
线”，加班加点生产各种军需用品。农民精耕
细作，积极主动地选择上等粮食缴纳公粮。
辽宁各地组织了诸多前方慰问团，送去慰问
信、慰问品等，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指战员奋
勇杀敌的士气。四是妥善安置荣誉军人和复
员军人，广泛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军地医护
人员，忘我地抢救治疗伤病员，细心护理，使
得很多伤病员迅速恢复健康。为了解决前方
指战员的后顾之忧，在辽宁的城市和农村都
广泛开展了拥军优属运动。

辽宁人民同东北人民一道全力支援全国
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将建
设新辽宁与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联系起来。
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东北解放区派遣主
力部队约80万人，战马10万匹，分由辽沈、辽
东、辽西等地区出发，辽宁地区的民工随军入
关作战，辽宁的军事和军需工业主要承担了
全国解放战争兵站基地任务。同时，辽宁还
对关内新区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支
援，并培养派遣大批干部入关开辟新解放
区。经过不懈努力，到1952年底，以辽宁为代
表的东北地区基本完成经济恢复任务。

辽沈战役胜利成为全国解放战争转折点
李 波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逆流横
行，成为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九一八事变
给中华民族带来国难的同时也掀起了抗战的
怒潮，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
的发生地——辽宁，历史性地成为中国十四
年抗日战争的起始地，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义勇所驱 共赴国难
十四年抗战从辽宁开始

论及中国抗战起点，理应首先立足时间轴
线的考量，“简言之，就是抗日战争重大事件的
开始时间问题”。九一八事变之夜，驻守沈阳
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毅然违抗“不抵抗”军令
打响的突围战是“九一八抗战的先声”，北大营
爱国军人在强敌入侵的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的
还击构成中国武装抗战的起点。

当然，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
绝不是某一点的爆发或某一线的延续就能完
全代表的。辽宁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不仅
开始抗战时间最早，而且具有参与范围广泛、
思想动员深入及后续影响深远等特征。

九一八事变之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
传部部长赵毅敏即刻以“清醒的认识”草拟宣
言，次日经省委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这就是
1931 年 9 月 19 日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
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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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
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九一八事变第一时间发出的“抗战动员
令”，成为中国十四年抗战开始的理论依据。

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和沈阳市公安局长
的黄显声将军，于九一八事变当夜指挥全城
公安警察开始了保卫沈阳城的战斗，他们在
奋战了 96小时后向锦州方向撤退，沿途继续
扩大武装力量。正在沈阳疗伤的“绿林好汉”
高鹏振也在第一时间召集队伍，“本匹夫有责
之意”愤然走上杀敌报国之路，辽宁民众自发
抗战从此拉开序幕，并迅速发展为“义师如
潮”的局面。

1931 年底，以沈阳“九君子”为代表的知
识分子开始利用国联调查之机向国际社会揭
露 日 本 侵 略 真 相 ，他 们 以 日 军 侵 华 铁 证

“TRUTH”为利器，推动国联仲裁，使日本侵
略真相大白于天下，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国际
舆论的支持。这是辽宁知识群体的软实力抗
战 ，也 是 民 间 抗 战 外 交 的 重 要 起 点 。

“TRUTH”作为承载世界记忆的珍贵文本，已
成为辽宁早期抗战国际化的历史见证。

除上述史实之外，还有沈阳兵工厂的工
人罢工、冯庸大学的学生义勇军、张凤岐等爱
国警察潜伏在隐蔽战线、阎宝航等社会名流
的异地抗战等。国难当头，辽宁各界爱国人
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而汇成九一八
抗战的洪流，以多点、多线之势构建起中国十
四年抗战的开端。

万山磅礴 必有主峰
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
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
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
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辽宁
成为中国抗战的起始地，不仅因为身处九一
八事变发生地，也不仅因为素有反侵略传统，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从诞
生那一天起，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源于对初心
使命的坚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共产党
便毅然在血与火考验中担负起民族解放的历
史重任，而且在抗战伊始就展现了“倡导者先
行者组织者”的雄才大略：

坚持以理论探索引领抗战。前述1931年
9月19日的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思想体系
的起点，并初步奠定“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

“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此后，中共中央和中
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
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重要文件，
不断发展抗战理论。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共产党进
一步成为引领中国人民抗战的主心骨。

坚持以武装斗争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
深知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意义，辽宁抗战的
推进有赖于共产党人的运筹帷幄：刘澜波被
派到辽宁省政府工作，他襄助黄显声组建抗
日义勇军，被称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义
勇军将领高鹏振本身就是秘密党员，他的两
任参谋长张新生、李振东也都是共产党员；李
兆麟被派往辽西，协助原东北军将领耿继周
发展义勇军；人称“小白龙”的白乙化两次投
笔从戎，在辽阳组织义勇军……历史事实表
明，那些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义勇军不仅战绩
突出，而且顽强存续，直至纳入东北抗联统一
序列。抗战名将杨靖宇九一八事变后就战斗
在辽宁，从组建磐石游击队到领导东北抗日
联军，早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一面旗帜。这些
共产党人是精神支柱般的存在，辽宁因此“站
在全国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坚持以统一战线壮大抗战力量。中国共产
党始终注重团结一切力量打击共同敌人。从“9
月19日宣言”到“八一宣言”再到“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壮
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坚持。中国共产党
同样致力于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抗日

救亡“九君子”中除了中共党员巩天民外，都是
和党有密切关系的名流、学者。当时中共满洲
省委及秘密党员陶翙鸣、郭尊三、薛兰石等都在
那次国联外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三条主线相互交织，使“辽阔的白山黑
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
第一个战场”。

历史拐点 丰碑永驻
以“九一八抗战”之名纪念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中国
人民的奋勇抵抗。2015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 8
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 14
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
2017 年初，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

“十四年抗战”概念，“十四年抗战”由学术观
点转为全民共识。由此，辽宁抗战地位更加
凸显，始于辽宁的九一八抗战代表了人类历
史的一个重要拐点，树起了捍卫和平的丰碑。

九一八抗战是饱受列强欺侮的中华民族
绝地奋起彻底自救的开始。《大公报》撰文称，
那次事变，在表面上，是暴日的巨大收获，而实
际上，却把中国引上一条觉醒的大道。中国共
产党因应时势，凝聚共识，使中国人民在九一
八抗战中取得了系列战绩，丰富了军事理论，
积累了斗争经验，筑起了血肉长城，重筑了精
神国防。“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唯一取得胜利
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的序幕”。这个序幕的发端就是九
一八抗战，这条“觉醒的大道”起点就在辽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界对九一八事变
和九一八抗战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模糊认知
和表述。九一八事变是九一八抗战的直接原
因，中国十四年抗战的真正起点是九一八抗
战，二者几乎同时发生，但本质不同，是侵
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今年是九一八事变90周
年，即中国人民开始九一八抗战90周年，建议
以“九一八抗战”之名进行纪念。当前，辽宁
已经保护了多处与抗战起点相关的遗址遗
迹，比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中共满洲省
委旧址纪念馆、北大营营房旧址等，这些遗存
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九一八抗战的兴起与发
展，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团结御
侮的精气神，也诉说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本文为“辽宁地区新发现建党初期红色历史
文化资源挖掘、保护与利用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十四年抗战的起点在辽宁
张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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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历久弥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

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系统梳理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精神血
脉，凝聚共识性力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理论版即日起推出系列文章，从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
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六个角度破题，约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细致阐述。

收藏在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的TRUTH档案。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英勇作战。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的宣言。

编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