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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诞生 115

周年，也是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建立 85周年。秦

邦宪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周恩来、叶剑英等

人为谋求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特别是在新四军组建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华北事变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迅速建立以国

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迫切要

求。1936年 12月，受中共中央委托，秦邦宪协助周恩

来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又与周恩来等在西

安、杭州和庐山，与国民党代表先后举行了 3次高级别

会谈。次年 8 月 25 日，洛川会议结束后，秦邦宪前往

南京负责国共合作的谈判和党建工作。在南京，秦邦

宪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部署，与叶剑英、李克农等同

志共度时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促成国共第二次合

作的正式形成，营救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一大批政治

犯，陆续恢复、建立了长江流域和华南等地的党组织。

同时，为建立中共独立领导的新四军，巩固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义不容辞，主持南京国共谈判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秦邦宪参加了在陕北

洛川冯家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任弼时、张国焘等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

东正确地分析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

兵的战略方向，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指明了正确道路。秦邦宪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也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洛川会议结束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长期积留的

许多矛盾没有真正解决，亟需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

打算继续委派周恩来和秦邦宪再赴南京，同国民党继

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在他们路过西

安时，接毛泽东急电指示，周恩来折往山西太原，与第

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洽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

动区域、指挥关系等重要事项。

秦邦宪于9月初抵达南京，首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敦

促国民党发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宣言》问题，谈判对手

依然还是康泽。时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

总社书记的康泽，深得蒋介石的宠信，1904年生，四川安

岳人，国民党著名特工，在江西“剿共”时任宣传大队长、

特训班班主任、别动队总队长，杀害了许多爱国之士。

此前的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在南京时，围

绕宣言的修改也曾与康泽进行过激烈争论。

国共南京谈判时，虽然淞沪战争爆发，形势紧迫，

但康泽仍然坚持原有意见。为此，秦邦宪与康泽进行

了激烈的争论，“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为早日

达成协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秦邦宪字斟句酌地将《宣

言》草稿作了修改，将我党提出的“十大纲领”改成“我

们奋斗总的目标”项下的“三项政治主张”。既坚持了

原则，文字上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康泽看了以后，不得

不点头认可，但又刁难地提出，将原稿中关于“已经取

得了国民党的同意”这一句话，改为“已经取得了政府

的同意”。明显，康泽还是不愿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

平等地位。秦邦宪寸步不让，坚持不能修改，双方又一

次陷入僵局。经再三考虑，为顾全大局，秦邦宪同意将

这问题暂时搁下，待与蒋介石正式谈判时再说。

9月21日，秦邦宪、叶剑英前往孔祥熙公馆与蒋介

石直接谈判。当谈到《宣言》中是用“国民党”还是用

“政府”措辞时，蒋介石支支吾吾，不愿作答。康泽也趁

机向蒋介石建议，“考虑一下之后批下来也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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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传来的日机空袭警报，秦邦宪站起来大声说，此事

不能再拖，“就是今天决定好”。在秦邦宪等人的一再

催促下，蒋介石也希望将红军早日调到抗日最前线，不

得不同意用“国民党”的名义来发表《宣言》和谈话。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宣言》。国

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历时8个月的国

共两党谈判终于在南京达成协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竭尽全力，化解“漳浦事件”

如何发展民族抗日武装，促成新四军的顺利组

建，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秦邦宪到南京后的另

一项重要工作。

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

编问题成为国共谈判和争论的焦点。这是因为 1934

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坚持斗争的革

命武装，一直是国民党的心头大患。在国民党军一次

次“围剿”中，2万多红军被迫化整为零，分散在赣、湘、

闽、粤、浙、鄂、豫、皖 8省 14个地区的贫困山区，与中

央失去联系。陕甘宁红色根据地建立不久，中共中央

千方百计地派人前往南方，希望取得联系，但一直没

有成功。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北和南剿”方针，

继续围剿南方游击队。直到同年 8月，国民党方面才

当着周恩来的面，口头同意南方游击部队改编为一个

军，但提出必须由国民党方面长官任该军军长。在人

选问题形成僵局之时，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找一个无

党无派人士当军长，蒋介石表示同意。这时，周恩来

在上海巧遇了北伐名将叶挺。经过工作，叶挺愉快地

接受了编组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重任，解决了关于组建

新四军的一个难题。

国民党“围剿”红军3年之久，徒劳无功。而叶挺脱

离中共已10年，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国

民党当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就在蒋介石发表

《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5天后，即 1937年 9月 28

日，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征得中共中央正式同意的情况

下，便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由委

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得此消息，秦邦宪和延安方面都感到十分突然。对

蒋介石抢先发布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一事，中共中央开始

持审慎态度，在致张云逸的电报中指出：要警惕国民党利

用抗日题目，经过叶挺拔去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撑点。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军长人选如此谨慎，还因为有

“漳浦事件”的惨痛教训在先。何鸣是闽粤边特委代

理书记，在 1937年 4月就与国民党粤军第一五七师代

表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但是由于长期与

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对国共谈判中的艰难曲折和坚持

的基本原则并不完全知晓。在与国民党达成红军游

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后，放松了警惕，近

千名红军游击队员被粤军以点编为名解除武装，制造

了震惊中外的“漳浦事件”。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当

即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党承认错误，放人放枪。但是

国民党总是敷衍了事，此事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由于事出仓促，叶挺也急忙赶到办事处，向秦邦

宪和叶剑英汇报自己同蒋介石会谈的经过。在秦邦

宪办公室，秦邦宪与叶剑英一道与叶挺进行深入交

谈，并转告中共中央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意见，希望他

抽出时间去一趟延安。叶挺当即“声明完全接受党的

领导”，愿意随时去延安，是否就职由中共中央最后决

定。秦邦宪、叶剑英迅速将这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

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并告秦邦宪、叶剑英说：同意叶

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必须要事先由国

民党方面同意 3 个条件：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

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

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

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至于南方其他各地红军

游击队的改编问题，“经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

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左起叶剑英左起叶剑英、、秦邦宪秦邦宪、、李克农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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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指示，秦邦宪和叶剑英抓住国民党抢

先发布叶挺任职之错，从多方面入手，设法解决积留

已久的“漳浦事件”。经多次交涉，国民党被迫承认错

误，发还了被扣留何鸣部的人和枪。

坚持独立性，保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由于国民党干扰和阻拦，新四军的组建面临重重

困难。同年 10 月 2 日，秦邦宪、叶剑英接到中共中央

发来的电报：“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

令其来中央讨论。”电报强调：“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

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原来，中共中

央也从报纸上得到项英等人在南昌与国民党谈判，并

发出《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消息，内称：“余遵照最

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

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

统一予政府指挥之下，效命杀敌。”

与此同时，秦邦宪又收到了项英通过公开渠道发

来的电报。秦邦宪立即起草了给项英、陈毅的指示

信，要求地方组织与国民党谈判的原则，明确提出“最

低限度之三点：1. 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队

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各名说〔义〕，

只受当地最高机关之节制，这为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

我们的绝对领导；2. 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

物质、军火与经济之补充接济；3.各地队伍不集中，不

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

为保证中央的决策准确无误地传达到南方党组

织，秦邦宪专门选派刚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保释”

出来的机要交通顾玉良来完成这一任务。得知顾玉

良未入过伍，不懂军规，为防止在与国民党军队打交

道时发生问题，秦邦宪又找来办事处参谋，细心地向

顾玉良交待了有关注意事项。

顾玉良不辱使命，从下关出发搭轮船到九江，又

转乘火车，几番周折在吉安城的一家旅馆见到了陈

毅，又在大余池江圩见到项英。

与此同时，董必武带着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边区

党组织和 3支地方武装改编的问题从武汉抵达南京。

根据中央的要求，秦邦宪与董必武、叶剑英在办事处

彻夜商议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和隶属关系等事宜。10

月 8日，3人联名向中共中央建议：为保持南方战略支

点，各地游击队“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

好”。为使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队尽快了解党的统

一战线政策，秦邦宪与董必武、叶剑英商定：派郑位三

去鄂豫皖高敬亭部任特委书记，派李涛去湘鄂赣边傅

秋涛部传达中央精神。

秦邦宪和叶剑英一道，马不停蹄再找国民党代表商

谈新四军改编事宜。但是，蒋介石非但不同意新四军归

八路军指挥，还坚持“南方游击队必须按人点验、按枪的

多少决定编制”。经过艰苦谈判和反复协商，这一问题

最终在撤往武汉后得到解决。在新四军编制、薪饷等问

题上，中共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

军，而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直辖4个支队，部队全部

开赴抗日前线；同时在坚持单独成立一军，国民党不插

入一人，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

立性等原则问题上，也迫使国民党方面作出了让步。

周密安排，叶挺、项英顺利抵达延安

10月 1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公布了南方 8省

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任

命叶挺为军长。得到国民党公布新四军组建命令消

息，由于叶挺因故尚未赴延安，张闻天、毛泽东 10 月

19日再次致电秦邦宪、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来

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在办事处协助下，叶挺于 10月 23日离开南京，经

武汉、西安于 11月 3日到达延安。在党中央举办的欢

迎大会上，叶挺激动地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

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

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

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0月22日，项英随顾玉良来到南京“八办”。

秦邦宪和叶剑英等热情接待了项英。由于红军

被迫长征后，项英没有能够参加著名的遵义会议，秦

邦宪将遵义会议精神、国共谈判争论的要点及中央关

于南方红军改编新四军的指示，详细向项英作了介

绍。项英如梦初醒，对国内外形势和中央指示，有了

新的理解和认识。对此，秦邦宪、叶剑英在 10月 26日

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实事求是地说：“因情况不明，

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并

建议项英回延安后以留在中央为妥。

在办事处和秦邦宪周密安排下，项英经武汉、西

安于11月7日到达延安。

在延安，项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游击

区和新四军问题的会议后，率领延安派出的第一批军

事干部飞抵武汉。12月 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主持

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作者系党史专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 孙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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