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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持久战》简述

（一）主要问题背景

在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毛泽东等同志在延安抗战

研究会上进行座谈后，其作品《论持久战》写在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这部著作不仅庆祝了抗战胜利一

周年，这不仅唤起了全国民族的武装力量团结起来统一

了民族战线，并且深化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民

族统一斗争的历史意义。

抗日时期的国内论战在抗日打响一周年之际，我们

国内普遍对抗日持二种看法，一是新中国政府必亡论；

这种观点是我国速胜论。毛泽东思想充分运用了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世界观与政

治方法论，精辟地剖析了中国抗战中错综复杂的问题，

并提出了中国抗战既没有亡国又不是速胜的看法。

《论持久战》的史实依据。毛泽东还认为甲午战争不

同于当时所有其他大国间的斗争，它是由零点五殖民地

零点五封建的中方与帝国主义的日军双方，于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展开的一次决定存亡的斗争，这两种情况都是

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依据的。

（二）驳亡国论和速胜论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两种相对“主流”的想法，

一种是亡国论而另一只恰好与其相反，即速胜论，但是

这两种观点都是脱离历史和现实实际的论点，都存在很

强的主观性和臆断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通知

从历史阶段和现实情况出发，创作出《论持久战》这一

著作，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充分运用马勒斯

主义辩证法，并深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辩证分析了

中日战争的方式与办法。

1. 从我国情况分析

首先，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性质，一定

程度为我们的战争带来制约。其次，我国经过近百余年

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侵略战争史积累的军事能力，已经

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具有了相对丰富的战斗经验。最后，

我国的国土资源广袤，人员数量居多，是资源充足的大

国，再这样的资源背景下，我国可以支撑较为持久的斗

争。

2. 日本的情况分析

首先，日本的国家性质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我国存

在较大差异。其次日本对其经济活动的定义便是具有鲜

明的帝国主义特征的，这也决定了日本侵华作战也带有

帝国主义特性。再次日本仅仅是具有较强的军事能力，

但是财力和队伍组建和组织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缺陷。最

后日本是二战中亚洲国家，因此无法和世界各国反法西

斯武装力量展开联合作战，只能在战略上进行沟通但是

在实际战争中的得到的帮助却不是很大。

（三）科学的预测

1. 战略防守阶段

这是指一个阶段，是当敌方之策略入侵、我之策略

防守的时候。在此阶段，日军设计组织启动规模前所未

有的大战役，把昆明、湖北、兰州连接起来以控制我国

部队的攻势。而敌军的计谋一旦得逞了，其结局将是不

堪设计的。因此毛泽东通知在战争的伊始阶段就明确的

为我们分析了形式，确定了将运动战作为本阶段战争的

最主要的方式，同时也首创了游击战等形式多样的并且

符合当地实际和历史现状的多种战斗形式。

2. 战略的相持阶段

在这个阶段已经进入我方从完全被动到相对主动的

阶段，此时我们到了养精蓄锐发起反攻的承上启下的重

要关头。在一期工程的末期，由于日军经济水平不断下

降，中国军队在后期补充不足，再加之我军的顽强抵抗，

最后将会促使日军作出战略调整，从而进入新战术的相

持阶段。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军在这一阶段战斗的

表现形式应首先是游击战，并以运动战的多种形式辅佐

之。除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其正面战场上实施有效的防卫

行动之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应进入敌后阵地来实施

大量的据点构筑，以协助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的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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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二、战略反击阶段

在这个时期，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到了我们反客

为主进行反攻的阶段了，也就是战争已经基本接近了尾

声，敌方到了撤退的前期阶段。在这战争的结束前奏中，

也是较为吃紧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定要积极呼吁

全中国各族人民群众，依靠在上述二个阶段和本阶段革

命斗争中所积蓄的群众力量，并且还必须密切依靠海外

人民反法西斯武装的支持，以进一步做好海外宣传和对

外联络工作。

三、关于《论持久战》的方法论问题

（一）对于中国社会矛盾论的分析

1. 问题的基本特征

《论持久战》中将战争双方的战斗实力以及战争特点

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

法论对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辩证的分析，对于中日战

争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且细致的特点分析，本着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切实对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

以及战斗的特点进行了剖析，从而得出问题的本质。通

过对此次战争的正确认识以，才能够真正的掌握地方的

战斗特点，从而对以后战争形式的准确研判提供了基础

和保障。在这个基础上，我军才能真正的把握历史趋势，

取得最终的胜利。了解问题的特点，不但要从战略的整

体上来对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也需要从问题的本身出

发，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基于这样的基础，《论持

久战》才能够真正的立足战争的实际，深入的剖析战争

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我们的胜利奠定基础。《论持久

战》提出了中日冲突总体的特征和斗争发展的基本规律，

并由此科学地提出了斗争的总指导方针和基本准则，作

为了整个斗争的思想源泉。

2. 问题分析方法的客观价值准则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一直贯彻并保持着这

种总的基本原则，客观准确地剖析了中日战争的各方问

题。也因为以他对理论分析作战问题的客观价值为思想

出发点，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全面剖析问题，成功

而科学地预言了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在各

个阶段中所采用的各种作战形式。分析中国抗日战争进

展态势的客观性，使毛泽东同志终于得到了合乎日中斗

争形势发展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研究结果，进而力度地批

评了当时对亡国论与速胜论这二个极其错误的看法，并

由此成功地提出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才是属于我国人民

的真正科学结果。

（二）社会系统论的研究方式

1. 体现了社会系统论的总体原则

从社会系统论出发，战争是在社会系统中的一个

子系统，是人在社会系统中运动的一种特殊阶段。它

既反映了在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由作为主体战争因素所组

成的子系统，又反映了在主体战争系统这种子系统中具

体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战争系统作为经济社会系统中

的子系统，既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整体而又与外部环境

等各种因素一起凸显出了中国经济社会系统的总体功能

特点。所以毛泽东基于战争系统发展阶段在当时的中国

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处在主导作用的特殊阶段，从而推

断出战争系统这种子系统的发展，必然会对当时中国的

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发展产生重要的、或者是决定性的影

响。

2. 突出了社会联系

《论持久战》中指出，合理的军队组织联动能够将作

战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化，而如何将我军的作战能力发挥

到最大，那么除了军队的作战能力那么军后的组织发动

和外援保障也是比不可少的。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我

党真正做到了发动人民和依靠人民，团结和领导人民在

敌后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战斗，配合我军在正面战场的作

战，真正做到了社会关系中各个要素之间紧密联系、协

调联动，最终将实力发挥到最大。

3. 阐明了发展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撰写《论持久战》时一直关注着战斗

蓬勃发展的整个过程，坚持用史学发展的视野审视战斗

所处的各个发展阶段，立足于军事作战体系和特殊历史

文化社会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生动的

系统论来掌握战斗蓬勃发展的各个步骤，并最后胜利地

进行了对战斗蓬勃发展三大阶段的科学预言。毛泽东等

同志指出抗战这过程是个动态发展的复杂性体系，在抗

战的过程中，我方与敌方也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过

程，就在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总结和归纳出了战争

的三个重要的历史战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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