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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周恩来的皖南浙江行

■ 林威杰

[ 摘 要 ]1938 年 10 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面临破裂危险。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一方面与

国民党的反动行径作坚决斗争，坚决维护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另一方面亲赴皖南云岭做好新四军内部

的团结工作，壮大革命力量。1939 年 3 月，周恩来到浙江视察，做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等的统战

工作，会见各界人士，并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中统”

特务对周恩来浙江之行的跟踪记录，为周恩来的生平补充了另一视角的记录，从中也可以看出周恩来为维

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对敌斗争的卓越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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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0 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逐步调整侵华策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

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转而采取以政治

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共双方关

系随着这种局势的变化也逐步发生变化。国民

党集团内部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

1938 年 12 月，汪精卫公然投降日本。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

共”和“限共”的方针，把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

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

出现新的危机。在这种情势下，如何维系国共

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

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复杂且艰巨的任务。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负责统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

党的工作；同时他又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副部长，处在与国民党交涉的第一线，

肩负着与国民党谈判和维护、巩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工作。针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周恩

来一方面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维护中

共的独立地位和统一战线，呼吁两党减少磨擦、

合作到底；另一方面，他重点解决南方新四军

的发展问题，壮大革命力量。

1939 年初，为解决新四军面临的发展问题

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同时争取国民政府浙江

省主席黄绍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到皖南云岭调查指导，随后又借回浙江

绍兴省亲之机，“打算到浙江去看看”。本文

拟根据现有材料以及现存台湾“行政院法务部

调查局”（其前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档案［1］，梳理

周恩来此次皖南浙江行的一些细节，为周恩来

这一时期生平事迹的研究提供补充和参考。

一、云岭行

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和国内政治局势的逆

转，使江南地区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极为凶险。

1939 年 2 月 23 日，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

安徽泾县云岭时，新四军虽有小部分已过江挺

进苏南，但主力仍在皖南，处于“一面临敌、

三面受围”的危险境地，活动范围极为狭窄，

［1］这批档案主要是“中统”各时期所撰写的报告及搜

获中共各地方党组织秘密出版的机关刊物，有关周恩来

浙江之行的这份档案题为“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调

查专报”。另据浙江省档案馆刊登在《浙江档案》1998

年第 3 期的《中共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一文的编者按，

浙江省档案馆亦存有周恩来这次浙江行的档案，其来源

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统计调查室编印的“浙江省党派调

查月报”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号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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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周恩来到云岭后，立马通过听取报告、实

地考察等方式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很快了解

了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他向新四军各级机关传

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示新四军在江

南敌后发展的三项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

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

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三是哪

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

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

擦，利于抗战。［1］周恩来鼓励新四军将士克服

困难，到敌人占领区去，到“黄河以东、平汉

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迅速开拓抗战的新

局面，这为新四军破解当时困境指明了方向。

他还为新四军的活动制定了“向北发展，向东

作战，巩固现在的阵地”的方针，指示新四军

要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针，并“以政治工作

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

保持并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2］对于统一战

线工作，周恩来指出，“友党友军不会放弃江南，

这个重要地区是他们誓死必争的”，因此需要

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

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

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

境”。［3］他指出，新四军要坚持壮大自己，“使

我们的部队发展，使我们的地位提高，使我们

的力量增强”［4］；“各地迅速抽调干部去充实

新四军”，要“加强领导正规军，抗日自卫队，

抗日义勇军，抗日除奸队，到我们领导之下”；

要“发动同志和群众到友军中工作，争取地方

武装部队在党的影响与领导之下”［5］。周恩来

制定的这些方针和措施符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

为新四军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路径。

［1］  参见《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43 页。　

［2］ 《周恩来传》（二），第 543、544 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4-105 页。　

［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05 页。　

［5］《中共组织行动纂要》（1939 年），《匪党组织》

（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　

此时，新四军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是新四军

发展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担任中共中央

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新四

军副军长的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缺少警

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且和军长叶挺的关

系处置不当。周恩来对此颇为焦虑。［6］

在新四军的决策和指挥上，项英与叶挺分

歧较多，配合不洽。1938 年 10 月下旬，叶挺曾

向蒋介石请辞新四军军长职务，并一度脱离部

队。［7］恰在此时，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周饮冰等

在 10 月上旬遭国民党抓捕，并被当场查获新四

军驻浙通讯处钤记条戳及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图

章各一枚。在这些被搜获文件中，有反对国民

党集团“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主张”

等内容。这起事件，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内反共

分子的气焰，他们声称“若不严加惩处，影响

滋大”。在被国民党搜获的文件中，还有中共

在浙江党组织的工作布署，以及浙江各地与中

共有联系的武装游击力量状况，这对中共在东

南沿海一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伤害。［8］1939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蒋

介石屡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

与你们合作”。为此，周恩来建议让叶挺回到

新四军，改善工作关系。［9］大敌当前，为避免

给国民党内反共顽固派以攻击新四军的口实，

也为了新四军的长远发展考虑，处理好叶挺和

项英的团结问题，成为周恩来这次云岭行的另

一项重要任务。

周 恩 来 就 此 多 次 找 项 英 谈 话， 强 调 新 四

军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搞好与叶挺的关系，

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赢得中间人士的信任。

［6］参见《周恩来传》（二），第 539 页。　

［7］参见《新四军军长叶挺呈蒋委员长以该部内容复杂

性质特殊更虑部属秘行未易备知以致忧愤交侵旧疾复发

恳请免去军长职务电》（1938 年 10 月 21 日），秦孝仪

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

编《中共活动真相》（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

史委员会 1985 年编印，第 491-492 页。　

［8］参见《刘建绪呈蒋介石称周饮冰等图谋不轨电》

（1938 年 10 月 18 日），《抗命祸国——抗战时期》 （四），

《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　

［9］参见《周恩来传》（二），第 5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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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英 作 了 自 我 批 评， 表 示 将 会 和 叶 挺 搞 好 关

系。［1］1939 年 3 月 10 日，叶挺和项英联名致

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

新四军这一年的工作状况，表示在江南各地“宣

布委座及中央政府抗战国策，并多量散发委座

迭次对抗战时局宣言，引起广大居民的兴奋和

欢迎，尤以委座告沦陷区同胞书散发最广，影

响最大，人民中始知抗战正在进展，日寇力量

日益削弱，而中央政府顾念沦陷区同胞之德义

普遍得有明确认识”［2］。

周恩来在新四军紧张地工作了三周后，决

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前

往浙江视察。3 月 14 日，周恩来离开新四军军

部云岭，叶挺、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等

人一同送他至青弋江边。［3］

二、金华行

台 湾“ 行 政 院 法 务 部 调 查 局” 藏“ 中 共

中委周恩来来浙经过调查专报”称，周恩来到

浙江“使命有三”：一是“调和新四军叶项冲

突”，二是“调查永嘉中共临时省委机关破坏

及省委周饮冰等被捕案”，三是“视察浙共工

作”。［4］1939 年 3 月 17 日，周恩来到达浙江

金华。此时，浙江省会杭州已经沦陷，金华成

为浙江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早

在周恩来到达金华之前，“浙抗卫总部”就已

安排好周恩来等人下榻在中国旅行社。3 月 17

日下午，东南战线社中共党员骆耕漠、邵荃麟、

徐进、葛琴、毛冷，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沈复，

《浙江潮》主编严北溟，青年团结社中共党员

胥哲夫、邝莘芜、杜青野，文化资料室中共党

员杜麦青、查民愈，县政工队徐旭，第四区专

员公署中共党员王耘庄，妇女战线社中共党员

丁浩，以及其他机关人员，至大桥畔候迎周恩来。

［1］ 参见《周恩来传》（二），第 548 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第 131 页。　

［3］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4 版，第 206 页。　

［4］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 页。　

等至傍晚，忽接获来电称：“周今日不能来金”，

迎候者便陆续归去。晚 6 时 30 分，周恩来偕同

“新四军曾秘书、张科长金铎夫妇、战地服务

团三女子、副官邱南章、卫士四名”，分别搭

乘新四军车号 07、203 两辆大卡车抵达金华。

周恩来等人先下榻大东旅社第 17、18、19 三个

房间。“浙抗卫总部”闻讯，“即派马副官偕

严北溟至大东旅社招待”，于晚 8 时 30 分左右

将周恩来等人接至中国旅行社。其间，周恩来

找严北溟在房间内谈话，在座有第十集团军参

谋长徐旨乾，以及新四军曾、张等人。直至 10

时 20 分，曾、张、严等人相继离开，徐则谈至

12 时 15 分始回。［5］

18 日上午 8 时，有龙泉民众教育馆东乡分

馆主任、中共党员蒋克伦进见周恩来，随后徐

旨乾、张金铎夫妇、刘良模、严北溟、曾秘书

等陆续入内会谈，后因发生空袭警报而散。当晚，

由徐旨乾等代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宴请周恩来。席散后，周恩来“与副官邱南章

至大东旅馆 19 号房晤张金铎，室中有无其他人

等未详，因斯时室外设哨巡视”。直至午夜 1

时 30 分，周恩来才返回中国旅行社。［6］

19 日，周恩来会见新安旅行团张杰、朝鲜

义勇队战地通讯员韩志成等人。之后，周恩来

前往“浙抗卫总部”辞行。20 日下午 5 时，周

恩来等抵达分水。［7］

21 日晚，周恩来应黄绍竑之邀，到于潜县“出

席专署及县府科长、区县国民抗卫队上尉以上

官佐谈话会”，并发表 2 小时演说，分析了国

际及敌我形势，以统一意志、精诚团结为结束。

演讲词中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但未谈到

国民党及三民主义。［8］

［5］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3 页。　

［6］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3-4 页。　

［7］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4-5 页。　

［8］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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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黄绍竑邀周恩来一同游天目山。［1］

在金华期间，周恩来多次同黄绍竑商谈团结抗

战和如何处理好浙江省政问题。黄绍竑对中共

的主张表示赞同，很钦佩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和

坦诚待人。两人还就中共参加地方工作问题达

成了口头协议。［2］据黄绍竑回忆，他与周恩来

口头协议有三点：（1）由他指定一个代表人，

遇有问题发生时，可同他商量解决。（2）他要求，

中共参加地方政治工作的人员，只是在本身工

作上努力，不发展组织上的关系。（3）他还要

求，中共不能“发展武装组织”。黄还向周索

要中共在浙江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名单，但遭

到拒绝。黄绍竑认为，在国共关系如此紧张之下，

这几项约定“固然知道不会发生很大或很久的

效果，但在当时也只好如此”。［3］

3 月 25 日，“浙西中学补行开学典礼”，

周恩来应邀参加。黄绍竑致词后，周恩来上台

演讲，他首先“对浙抗战工作表示赞扬”，认为“今

后更应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各方面继续

努力，向敌进攻”。典礼结束后，校长引导大

家巡视了校园，随后周恩来告别黄绍竑离开金

华，计划由桐江赴萧山转绍兴祭祖扫墓。［4］

三、绍兴行

3 月 26、27 日，周恩来等人经过桐庐、富

阳、萧山三县，于 28 日凌晨 3 时 30 分抵达绍

兴。［5］当时周恩来身着军装，身边只有一个年

轻的警卫员，当地欢迎的民众称他为“启蒙导

师”，周恩来微笑回答：“启蒙导师能有几个？

能做个战士就满不错了。”［6］

随后，周恩来偕同副官邱南章、卫士刘久

［1］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6 页。　

［2］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206 页。　

［3］参见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第 421 页。　

［4］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6 页。　

［5］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7 页。　

［6］《周恩来传》（二），第 549 页。　

长（应为刘久洲——笔者注），由第三区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派袁特丹、刘广惠、曹天风、杨

钜松等四人接待至绍兴商会中厅楼上休息进餐。

这些人名为接待，实则在暗中监视周恩来等的

一举一动。

28 日上午 9 时 20 分，公署贺专员（即贺扬

灵——笔者注）到商会拜见周恩来，谈话主要

内容为钱塘江北岸日军最近之动态，以及第三

区政工队活动情形等。［7］下午 5 时许，贺专员

邀请周恩来出席晚上的座谈会，周恩来慨然允

诺。晚 7 时，周恩来偕同邱南章赴专署越王殿，

先与贺专员相谈半小时，乃入会场，开始座谈。

与会者有各界代表 50 余人、县政工队 10 余人、

三区直属青年营、妇女营各 30 人，共 150 余人，

大家唱着《大刀进行曲》，高呼抗日口号。［8］

贺专员作了报告后，许焘等与会者提出问题，

由周恩来统一回答。周恩来随后发表了约四小

时的演讲，态度激扬慷慨，内容颇广，主要谈

了对浙江的感想，分析了国际情势，报告了敌

人现阶段对我们的政略与战略，并逐一答复了

教育、军事等问题，最后“于政治进攻一口号外，

提出经济进攻一口号，并强调其现阶段之重要

性”。整个座谈会直至凌晨 2 时半始散会。［9］

29 日，晨 6 时许，周恩来亲属王子余来访，

随后又有一位年近六旬长者来访，经王子余介

绍得知，此人系周恩来族中长辈，周恩来对其

行三鞠躬之礼，请他入首席就坐。谈话中，周

恩来详细询问家族近况，“得悉周祖籍在绍兴

保佑桥百岁堂，尚有同辈兄弟六七人”。8 时，

周恩来在县府事务主任陈冠堂与王子余之子王

贶甫等人陪同下，“由商会出发至保佑桥周宅，

逗留半小时，下船出五市门，经鸭嘴桥、外王、

石旂、蔡家等处，均一一登岸扫墓”。在施家

庄午餐后，周恩来瞻仰了大禹陵，了解了会稽

［7］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8 页。

［8］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9 页；

《周恩来传》（二），第 549 页。　

［9］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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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带农村粮荒情况，后由原路返回。［1］回程

中，周恩来查阅周族家谱，详细讯问周氏子孙

近况。随后，周恩来登岸到木桥弄四号王子余

家中与亲友共进晚餐。餐后大家各书对联，互

相赠送以留纪念。直至深夜 2 时半，周恩来始

返回商会休息。［2］

30 日晨 8 时，周恩来“由郑冠堂、陈以炎

（县府职员）陪同赴保佑桥周宅朝餐。餐未毕

而贺专员至，相谈一小时，遂趁县府专备之小

轮，向东湖前进，游览二小时”。午餐后，又

乘小轮至快阁览赏古物，其间贺专员曾有意询

问周恩来：“闻周副部长已加入国民党，有无

其事？”周回答称：“不，不，没有这回事。

我如脱离组织就没有力量。加入国民党，有什

么帮助呢？”下午，周恩来接获二封电报，“一

为重庆来电嘱周速返，一为项英来电请速往”。

4 时，周恩来偕同邱南章、郑冠堂，至战旗书店

买书，详细询问书店营业状况。晚间 7 时许，

顾佑民为周恩来设酒席表示欢迎，至 8 时半散席。

周恩来“又与王子余等坐谈至十时始就寝”。［3］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周恩来在绍兴期间，

广泛接触地方各界人士，向他们讲述国内外局

势，勉励他们学习大禹治水及越王勾践卧薪尝

胆的气概，效法鲁迅和秋瑾的革命精神，坚持

不懈地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此外，周恩来

还在绍兴各地留下不少题词，如“冲过钱塘江，

收复杭嘉湖”；“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

我越东女儿争光”；“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

定必苦尽甘来”；“前途光明”，等等。［4］

四、诸暨行

31 日晨 8 时，周恩来起身整装准备前往诸

暨县，他先是分发给工役及县府特务队奖金 40

［1］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1-12 页；

《周恩来传》（二），第 549 页。　

［2］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2 页。　

［3］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2-14 页。　

［4］参见《周恩来传》（二），第 549-550 页。　

余元，后搭乘由绍兴县府备好的轮船出发。8 时

半，“贺专员、顾委员、沈县长、王书记长等随送，

经王子余家，至偏门下船。沈县长、王书记长

二人护送至谢家桥”。诸暨县政府则派枫桥区

长祝更生前来迎候，在离枫桥 3 里处，有妇女

干训班队员 30 余人，身上配戴红色符号，候迎

周恩来。周恩来随即下车一一握手，然后驱车

至枫桥区署。在署内坐谈 10 分钟，由区长祝更

生陪同至商会午餐。商会右侧的大庙内有事先

集会的五六百位民众，高举着欢迎周副部长等

旗帜标语，列队静聆周恩来训话。［5］周恩来随

后发表演说，分析了抗战形势，宣传了中国共

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了团结抗战、

抗战必胜的道理，指出：“大敌当前，民族的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

帜下，紧紧地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为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6］下午

4 时，周恩来离开枫桥，晚 7 时到达诸暨县，由

县长夏高扬（应为夏高阳——笔者注）迎入县

府设宴款待，同时下令停止一切会客，戒备严密。

宴后，周恩来写了五六封信交给县长收藏，但“内

容未明”，当天夜里 1 点乘车离开诸暨县。［7］

据国民党相关档案记载，诸暨县长夏高扬素与

中共友善，多次强调要国民党县党部人员少做

特务工作，把心思放在民众运动上面，中共则

称他“相当开明，在设施上给我们许多机会”。

除诸暨县长外，萧山和余姚县长也同情中共，

他们“都愿意用左倾青年，甚至共产党员，同

时排除特务工作人员。此外这三县党政军各机

关人员，都与我们有相当关系”。在周饮冰事

件后，中共积极在浙江各地设立支部，大力发

展党组织，经营与当地国民党地方官员关系，

努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8］

［5］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4-15 页。　

［6］王文全：《越乡忆恩来——周恩来同志抗战时期在

故乡绍兴活动纪实》，《浙江档案》1998 年第 3 期。　

［7］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4-15 页。

［8］参见《中共组织行动纂要》（1939 年），《匪党组织》

（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　



66

党 的 文 献
LITERATURE OF CPC

2019 年第 1 期

五、返驻金华

4 月 1 日上午 7 时 30 分，周恩来一行人返

抵金华，“由抗卫队总部周处长以汽车接至旅

行社”。上午 11 时半左右，有一便衣者前往拜

谒周恩来并与周恩来共进午餐，随后乘坐一辆

182 号小包车离开，前往交通银行。从 12 时 15

分至下午 4 时左右，陆续有曾秘书、军训处副

处长兼第一科长胡子清及该处第二、四科长韩

治、颜某等人陆续前来拜见。随后周恩来搭乘

汽车前往井龙殿 12 号军训处视察。返回旅行社

后，周恩来又偕同邱南章步行至军人服务部，

与吴大琨、刘良模等人见面。下午 5 时许，“新

四军军官黄培元、贾冠军、朱普铨、黄之雄等

四人往谒”。5 时半，周恩来乘车至罗店赴黄绍

竑的邀宴。晚间 11 时，周恩来由罗店返回旅社

就寝。［1］

2 日上午 8 时，黄绍竑至旅行社偕同周恩来

至军管区干部教导队训话，后双方分别乘坐省

府 1 号及 37 号小包车前往丽水，抵达后下榻建

设厅，再赴建设厅伍厅长公馆午餐。下午 1 时许，

周恩来与黄绍竑、伍厅长及其私人秘书张锡昌

等人分乘两辆小包车抵达桃山溪口，改搭渡轮，

上岸后再乘预派之 18 号车赴大港头略事休息。

随后，周恩来到孝顺铁工厂视察，晚饭后，分

别召该厂职员个别谈话，国民党特务称其“言

词尚无不妥”。［2］

3 日上午 9 时，该铁工厂举行纪念周活动，

黄绍竑、周恩来分别演说 1 小时。周恩来的演

说有“抗战期间，浙省尚有如此铁工厂，实堪

告慰”等语。随后，周恩来等返回建设厅休息。

建设厅伍厅长向周恩来介绍了建设厅秘书兼调

整处主任陈仲明、电话局长兼手工业指导所长

赵曾珏等人，二人向周恩来叙说了工作情况。

晚间，周恩来乘坐 37 号车于 11 时返回金华，

仍宿旅行社。［3］

［1］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6-17 页。　

［2］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7-18 页。　

［3］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8-19 页。

4 日上午 6 时 30 分，“新四军范特务长及

查民愈、曹山、曾秘书、黄道在江南旅社一号

房间内秘密会谈，并于门口放一步哨”。9 时

许散会。9 时 35 分，“曹山与范特务长至中国

旅行社”。上午 10 时 50 分，曾秘书携带皮包

来见周恩来，双方谈了约 15 分钟，曾即返回江

南旅社。11 时，周恩来“派少校副官廖至江南

旅社迎黄道、曹山等至社，谈约 40 分钟，黄仍

返江南”。特务还详细记载了黄道的职务和行

程：“黄系新四军高级参谋，早于 2 月 25 日至

金华，同来一行 13 人，带有木壳九支，汽车两

辆，初住永安旅社，31 日与新四军曾秘书同迁

至江南旅社。”下午 2 时许，周恩来与廖副官“步

行至铁岭头军人服务部，召集上海市慰劳第三

战区流动剧团及台湾革命党、军人服务部工作

人员，及骆耕漠、刘良模、张碧瑜等 50 余人训

话”。周恩来先对流动剧团说：“你们不久要

到皖南去工作，虽然你们是戏剧宣传工作，但

不要忘记你们的中心工作。务须认真苦干，不

要负了上面期望。”再对台湾革命党讲道：“你

们是组织外胞工作，希望努力的去做，并望从

中选择基干，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最后对军人服务部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工作，

一面宣传，一面是组织。同时你们在浙江是负

有重大使命的，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下午 5

时 40 分，周与廖始离开服务部返回旅社。此后

至晚 9 时 50 分，黄道、曹山、李建、曾秘书、

自卫队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处长裘时杰及金华政

工队长徐旭等人陆续前来拜访周恩来。［4］

5 日上午 6 时 50 分，黄道到旅行社见周恩

来，5 分钟即出。9 时 20 分，有一年约 20 左右，

着学生装，外罩黑大衣，戴近视眼镜之女子至

旅行社见周恩来。特务标记：此女“系共党葛

琴”。之后，张郁文、孙希文、邵荃麟、骆耕

漠等人相继来访。下午 2 时半，周恩来应金华

县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及战线青年读书会之邀，

到位于金中附小的县抗日自卫会作公开演讲。

讲题为“第二期抗战中应有之努力”，内容分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点。“周详述第二

［4］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19-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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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抗战之意义与战局演变，及我抗战以来敌人

所遭受到之种种困难与外力压迫，最后周并谓

今后浙东局势或将不能如过去之平静，吾人欲

克服此未来之困难，必须切实做到民众重于士

兵，后方重于前方，部队重于机关，敌人后方

重于安全后方，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

六点云云。”3 时半，演讲完毕，聆听演讲民众

多达 500 余人。会后，周恩来到自卫队总司令

部，约 1 小时后返回旅行社，又 20 分钟后，带

卫士 1 名，乘坐 93 号汽车出中正门，向永康而

去。晚间 10 时许，周恩来由永康返回金华，“至

岭下朱附近（距金华四十里）”，因汽车抛锚，

周恩来与卫兵一起步行返回金华，到旅行社时

已是凌晨 4 点半。“查五日晚，黄道等亦乘车

夜出，六日晨始返金华。”

6 日，上午 9 时半，周恩来到司令部辞行，

10 时偕黄道等 20 余人乘坐新四军铁蓬卡车离开

浙江，前往江西。［1］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4 月 1 日至 3 日，

周恩来在金华期间，约见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副

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南

昌办事处主任黄道、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江西

省委书记郭潜、福建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范式

人等，听取汇报，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周恩来

指出，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

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打击汉奸、

亲日派。并说，同在浙江的国民党其他官员相比，

黄绍竑是进步的，我们要支持黄，也要积极争

取黄的势力。还强调，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

目前我们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党员，但可用交朋

友方式开展工作。共产党员不论在国民党政府

机关或群众团体中工作，都要埋头苦干，同友党、

友军和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争取团结更多

的人。还与范式人单独会见，指出不要理睬第

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对中共福建省委的诬告和反

对。［2］后来浙江省委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件，

［1］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第 22-26 页。　

［2］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6 页。　

在省党代表大会和浙南特区党代表大会上学习

贯彻。［3］

另据国民党特务记载，周恩来在浙江期间，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原拟定于 3 月 28 日在丽水召

开全省代表大会，准备请周恩来莅临指导。省

委为此曾租用丽水东岳宫塘沿 28 号洋房为会场。

但此次代表会议被国民党事先侦知，加上周恩

来无法到会，故未能举行。［4］

六、结语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共同抗日，挽

救民族危亡。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信仰

不同，加之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使得国民党

颇为忌惮，到后来，更是磨擦生事，不断破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反共。身处与国民党

谈判最前线的周恩来，在 1939 年初的岁月里，

不仅与国民党日益猖獗的反共行径作坚决斗争，

还肩负着维护新四军领导层的团结，努力巩固

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他克服重重

困难和压力，在国统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

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在浙江的行程中，他多次

发表公开演讲，有的长达三四小时，努力宣传

中共的抗战政策，鼓舞民众抗日志气，扩大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另一方面，从国民党“中

统”特务上报的材料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此次

浙江之行，虽是公开活动，但仍在国民党特务

的严密监控之下。特务流水账式的记录只是大

致摸清了周恩来的表面行踪，作了外围观察，

却看不透周恩来行踪背后的活动。由此也反映

出周恩来与敌周旋、对敌斗争的卓越智慧。

﹝作者林威杰，上饶师范学院讲师，江西

上饶 334001 ﹞

（责任编辑：杜 栋）

［3］ 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207 页。　

［4］参见国民党浙江省统计调查室“中共中委周恩来来

浙经过调查专报”（1939 年 3 月），手稿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