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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月6日 西北各界救

国联合会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实行诺言，发动抗战，并驱逐

南京政府亲日分子。 1月9日 西安10万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反

对内战，呼吁和平。 3月20日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视察粤

汉铁路。该铁路于1906年开工修建，1936年6月正式通车。抗

日战争期间，日军以其桥梁和铁路列车为轰炸目标，仅抗战

头2年，被日机炸死炸伤的铁路职工就有200余人。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

决，是全中国民族的胜利，也是本党新政策的胜利；在目前

新阶段内，我党工作的中心一环，应该是促进抗日的民主运

动的发展，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而斗争。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15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

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 4月16日 日本外

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举行会议，提出指导华北傀儡政

权，确保华北的“特殊地位”。 5月2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4日结束。张闻天致开幕词，毛

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刘少奇作

《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大会制定了巩固和平、争

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 5月30日 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

同盟会，在山西太原举行群众抗日示威游行活动。 7月7日 驻

北平近郊的日军借口在卢沟桥龙王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时一

名士兵失踪，要求入宛平城搜索，被当地驻军国民党第29军



冯治安师吉星文团拒绝。于是，日军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

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29军官兵奋起抵抗，史称“七七事变

”。 7月8日 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

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致电宋哲元等，要求他们

坚决抗战，表示红军“愿为后盾”，并决定红军由陕甘宁边

区开赴华北抗日。 7月9日 国民党冀察当局与日军议定停战办

法：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同时由卢沟桥撤兵，宛平由北

平保安队石友三部接防。日军并未遵约撤兵，反而增兵加紧

进攻中国军队。 7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以毛泽东、朱德、彭德

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名义，向国民党、南京国

民政府、二十九军、平津两市领导人分别发出通电，提出实

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华北，并表示愿将红军改名为国

民革命军，受命为抗日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9日 中共

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20

余县和唐山矿区工农群众20万人的抗日武装起义。 7月11日 

日本内阁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7月12日 蒋

介石致电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日军

。 7月13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题词：保卫平津、保卫

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 7月14日 朱

德题写《抗日誓词》：“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

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

我天职。” 7月15日 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

作宣言》交国民党中央。宣言以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政治为主

旨，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

议。 7月16日 国民党举行第一期庐山谈话会，讨论中日局势



，宣布对日应战。 7月17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采、秦邦宪

、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会谈

。中共代表提议以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蒋介石

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

老动，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

之决心。” 7月19日 蒋介石在庐山对卢沟桥事件发表谈话说

：临到最后关头，惟有坚决牺牲，吾人只准备应战，而并非

求战。 7月23日 中共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

华北第二次宣言》。宣言表示坚决实行全国抗战，反对一切

妥协让步，并提出8项具体办法。其主要内容是：拒绝执行日

本提出的妥协条件，立刻增援二十九军，动员全国陆海空军

实行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立刻实现国共两党亲密合作，

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7月26日 北平日军向宋哲

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宋部撤出北平，退至冀南，被宋拒绝

。 7月27日 日军在24架飞机配合下猛攻北平南苑，当地驻军

顽强抵抗，但伤亡惨重，被迫退出阵地。 7月28日 日本侵略

军向北平发起总攻。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

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身先士卒，率部在北平南苑大红门一带英

勇抗击，不幸先后壮烈牺牲。 佟麟阁逝世。佟是河北高阳人

。1925年，任国民军第一师师长。1931年，任宋哲元第二十

九军教导团团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1933年，任察绥民众抗

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1937年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

团长，率部驻北平南苑。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市政府把二

龙路往南至国会街的马路命名为佟麟阁路，以纪念这位抗战

阵亡的烈士。 赵登禹逝世。赵是山东菏泽人。1933年，任国

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一○九旅旅长，后任一三二师师长



。1937年，率部增援北平，驻南苑。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

市政府把崇元观往南至太平桥的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以纪

念这位抗战阵亡的烈士。 7月29日 北平失陷，宋哲元逃往保

定。日本在北平组织了以江朝宗为委员长的治安维持会。 7

月30日 侵华日军攻占天津。 8月1日 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抗日部

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成立。 8月7日 话剧《保卫

卢沟桥》正式公演。这是“七七”事变后，上海戏剧界为宣

传抗日救国而推举于伶、夏衍、洪琛、陈白尘、宋之的、阿

英等16人集体创作的优秀抗敌剧目，演出后获得空前强烈的

反响。 8月11日 日本将察哈尔、绥远、山西三省组成一个地

方区域，并隶属于伪“蒙疆自治联盟”之下。 8月12日 国民

政府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商决抗战大计，决

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8月13日 日军

上海派遣军借口其官兵2人被我击毙，在总司令松井石根的指

挥下，对中国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八一三事变”。

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开始了

长达3个多月的淞沪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日本进攻部队大

约30万人，中国抵抗部队大约50个师、70万人。 8月14日 国民

党政府发表《中国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其主要内容有：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

抗暴力。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仍对“和平解决”抱有

幻想，因此声明书并没有正式表示对日绝交和对日宣战，以

期“日本最后之觉悟”。 8月17日 因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

美国政府为保护其在华侨民，派出12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抵

达上海。 8月20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号召

东北同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



独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国而奋斗。此后，战斗在吉林和北

满的抗联部队和共产党组织，以各种方式发出相同的号召。

8月22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沟村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2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

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确定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

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发布命令，任命朱德为

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

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9

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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