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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 ,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界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紧密团结、浴血奋战的结果 ,也是 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 ,国民政

府为适应新形势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挽救民族危亡 ,抗战建国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

族大义为重 ,既支持、肯定运动的积极面又不失时机对其消极面进行斗争 ,灵活运用统战政策

维护了裂而不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工作经验的不断总结和思考 ,可以为我们党在新阶段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开展统战工

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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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动的动因
1938年 10月 ,广州、武汉陷落 ,但由于日本战

线太长 ,人力、物力、财力极度匮乏 ,日本不得不改

变侵华方针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 3月 11

日 ,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国

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 》。3月 12日蒋介石通电

全国宣布正式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国民精神总

动员运动何以发动 ? 究其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 ,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二期 ,中日双方都筋

疲力尽 ,日本已经改变侵华方针 ,对国民党以政治

诱降为主 ,军事进攻为辅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

势力已经投入到了日寇的怀抱。为唤醒国民抗日

进取心 ,重树国民自尊心、自信心 ,克服投降危险 ,

以支持末期的战争 ,争取最后胜利 ,国民政府需要

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

其次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发动是蒋介石在舆论

上作出的一些姿态 ,其目的是迎合全国抗战洪流以

获取人心 ,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在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正式提出之前中共就提出

过许多类似的动员口号。中共在《八一 》宣言中就

发出“全国人民总动员 ”的号召 ,如要求群众“有钱

出钱 ,有力出力 ”,“有枪出枪 ”,“有智慧出智慧 ”

等 ,在《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 》中提出“军事的

总动员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在南京陷落以后 ,

中共又提出“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

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 ”。基于这种情

况 ,蒋介石必须在舆论上作出一些姿态 ,把人心引

向国民政府 ,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国民政府已感觉到 ,

国之不存无以榨取、掠夺、统治人民 ,更无从谈专制

独裁 ,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日本帝国主

义步步进逼 ,其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 ,这一政

策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 ,危及到了国民政府的统

治。所以为维护阶级利益和统治须发动全民精神

动员。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统一战线产

生的积极影响中共予以肯定和支持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共对此运动加以肯定和支持。

国民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中声明发动

精神动员的目的是抗战建国 ,尽管是表面文章 ,但

是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驱逐

日寇出中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从这一点看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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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维护了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 1939年 3月发动

到 1940年 3月是精神动员的黄金时期 ,除了在国

民精神上有所改观以外 ,还开展了许多的实际运

动。比如从 1939年 5月 1日起在全国举行国民月

会 ,开展征募慰问品、慰问出征军人家属、慰问伤

兵、献金、征募寒衣、提倡战时文化、禁烟、除奸、肃

除仇货、节约储金、体育健身等活动。因此 ,《国民

精神总动员纲领 》的提出和发动得到了中共赞同 ,

中共也号召全国人民积极拥护。中共在党内也对

此《纲领 》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 ,指出《纲领 》“一方

面是抗日的 ,这是基本的 ,另一方面是防共的。”我

们应在“一切党的公开机关、公开党员、公开党报

上 ,对此纲领给予基本的拥护 ,运用与发挥其中一

切积极的东西 ,来提倡为国家、民族 ,为精诚团结 ,

为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 ,为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

利而牺牲奋斗 ,而竭忠尽孝的革命精神 ”,以此来

养成“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新国民气象 ”。

也应该“充分运用此纲领公开批评各种不良现象

及防共的阴谋 ,号召全国为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

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 ,争取民族最后胜利而奋

斗 ”。[ 1 ]由此可见 ,中共对《纲领 》中积极的内容是

加以充分肯定的。在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下 ,国民

精神总动员的发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起到了维护作用。中国共产党也是极为

赞同的。

国难当头 ,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要

想取得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 ,各个政党各阶级阶层

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也必须巩

固和壮大 ,同时也要帮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壮大 ,

只有国共双方共同发展 ,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壮大抗日力量。陈立夫在其《精神动员的意

义 》中指出 :“国民精神的三大目标 ,简言之 ,即是

动员一切部门的国民 ,专心一致 ,通力合作 ,为着国

家民族军事胜利的共同利益而奋斗 ”。[ 2 ]毛泽东对

此有着深刻的见地 ,他说进行精神总动员目的是 :

“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争取最后的

胜利 ,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 ,把一切不好的东

西 ,错误的东西统统去掉。”[ 3 ]日本改变侵华方针

以后 ,以反蒋转为拉蒋 ,着重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破坏国共合作 ,引诱国民政府投降。而且当时

的日本最怕的就是国共的合作、全国人民的团结 ;

最喜欢的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

所以 ,中华民族要想粉碎日寇的阴谋和侵略 ,获得

解放 ,国共合作抗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基

本保证。

从《纲领 》及其国民党开展的这场运动看 ,的

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御辱、抗战建国的作

用。从中共号召全国同胞为着抗日拥护蒋介石、拥

护国共合作、反对一切破坏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行来看 ,也说明中共是真诚的

希望中国民主的 ,是为中华民族利益着想的 ,只要

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中共是愿意合作的 ,哪怕

是争取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英美式的民主也是可

以的。也说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是共产党、

国民党、中间党派等各阶层人民共同永恒的历史

责任。

但是 ,精神动员在响应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作用和意义上毕竟是微小、次要的。其主要的

作用更在于破坏、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达到欺

骗民众、俘获人心、建立一党专政的目的。

三、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统一战线产

生的消极破坏作用中共运用灵活的统战政

策予以坚决的揭露和反击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

生的消极作用 ,中共对此作出了及时而又强烈的反

应。不失时机的对其消极的一面进行斗争 ,运用灵

活的统战政策维护了裂而不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对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国民政府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在客观上起了

一定的团结抗战、抵御日寇的作用。主观上是以此

运动为借口 ,剪除异己 ,压制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

力量 ,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最终达到法西斯独

裁统治的目的。
(一 )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消极影响以及中共的反应

首先 ,这一运动从《纲领 》中所提出的建国信

仰上加强对人民群众思想的钳制 ,影响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国民精神总动员是国民政府以一种最冠冕堂

皇的方式骗取民心 ,通过这一方式控制民意 ,进行

舆论导向 ,控制人民大众的思想 ,把整个中国制造

成一个顺民的大工厂 ,以达到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的。从而误导、离

间了民心 ,从思想上、观念、意识上破坏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纲领 》提出 :我们要实现“国家至上民

族至上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意志集中力量集

中 ”三大目标 ,要树立三民主义的“建国之信仰 ”,

从而着重改造我们的精神 ,达到抗战建国。国民政

府就是借用了这一带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的口号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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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思想、方法、行动都集中于三民主义之下 ,以

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思想的最高原则 ,以党国法

令、领袖训示为抗战建国的行动根据 ”。[ 4 ]而不能

有其他任何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更不能存在于国

民思想中。蒋介石在青年团成立三周年的时候 ,就

坚定三民主义信仰问题 ,并告诫人民 ,现在世界的

思想信仰最主要不外乎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

民主主义 ,他说“所谓民主主义者 ,本为资本主义

国家之产物 ,历史环境已经变迁 ,决不能如三民主

义之民权主义之彻底 ,与民权问题以真实圆满的解

决。共产主义偏重经济 ,且其理论出发于一个阶级

之利益 ,亦不能对整个民生问题 ,为完善合理之解

决 ,至于法西斯主义 ,但注重自己民族之利益。而

忽视其他民族之利益 ,更非吾人理想进步之民族主

义所比拟。”[ 5 ]蒋介石顽固派用这种欺骗性的手法

在抗日统一战线阵营中对中共、国民党进步力量、

中间力量、人民群众等进行诱导、欺骗 ,以达到思想

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所标榜的

建国信仰中 ,也仅是断章取义 ,没有完全按照孙中

山的遗训办事。这不但体现国民政府口是心非 ,而

且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力的整合。

在抗战中 ,国民党虽然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

合法地位 ,但是对中共的存在、发展、壮大一直视为

心头之患 ,并通过对《纲领 》的一些条文做牵强附

会的解释 ,找寻机会千方百计限制、溶化他 ,以期破

坏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一意

孤行恰恰事与愿违 ,中共反而握住了政治主动权。

根据《纲领》的解释 ,“中国建国之最高原则 ,厥为

总理孙先生所手创之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则为

抵抗外力侵略 ,以求得民族之独立自由与平等 ”;

“民权主义 ,则战时国民政治意识之普及 ”;“民生

主义 ,则战时增加生产管制消费之努力 ,即所以树

立民生均给之基础 ”。[ 6 ]然而国民政府一提到“民

权主义 ”、“民生主义 ”及其诠释是感到非常后怕

的 ,千方百计的曲解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 ,或

者干脆不提“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因为按照民

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解释 ,共产党不但无法被限制 ,

反而还会壮大起来 ,而且中共更加能够联系群众 ,

发动群众 ,给人民群众以稳定的生活、坚定抗战胜

利的信念。实际上 ,国民党不能完全彻底的实施三

民主义 ,而只能打着三民主义的幌子 ,大搞民族主

义、法西斯主义。中共在抗战建国信仰问题上 ,旗

帜鲜明 ,提出 :“精神总动员的有效办法 ,应该是这

样 :实行民族、民权、民生整个三民主义来动员人民

的精神 ,如果单单实行一两样是不够的。三民主义

是不可像点菜一样分开来点 ,要用整个的三民主义

动员人民 ,这样人民才自然愿意把一切贡献出

来。”[ 7 ]当国民政府的一民主义或者二民主义昭然

若揭的时候 ,只好自圆其说 ,攻击中共的思想加强

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和统一。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

鼓吹三民主义乃“当前民族精神之所寄托者 ,即为

三民主义之信仰与奉行。因此国民精神与三民主

义之革命的思想与行动为一事 ,除了努力实行三民

主义以外 ,无所谓国民精神 ”。[ 8 ]相反 ,中共处理三

民主义的时候不失为明智之举 ,其主张迎合了人民

群众 ,满足了群众的愿望。即“我们纵然不能把改

善民生与抗战对立起来 ,纵然不能把民生主义发展

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生活日程上 ,但是把握住中

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本意 ,设法改善人民的生活 ,

那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9 ]这就使得国民

政府所宣扬的思想不攻自破 ,既达到了联系、团结

群众的目的 ,又使共产党赢得了人心、维护和巩固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其次 ,国民政府从实际行动上舆论进行控制 ,

加强思想统一 ,制造反共摩擦。其言行中伤了共产

党、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 3月国民党发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名

为抗战 ,实则主要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 ,乘机消灭

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的首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的代言人蒋介石 ,宣扬的是专制集权的政治思想 ,

他把中国的军阀割据 ,民不聊生归因于“思想纷

杂 ”致使中国人无所适从 ,他认为中国思想不统

一 ,中国的建设是很困难的。在《纲领 》中老调重

弹 ,认为“抗战以来 ,全国思想与言论 ,在根本上虽

已形成统一 ,而枝叶上分歧仍所在多有 ,若仍其杂

然并存 ,势必导民志于分歧 ,贻战事以不利 ”。[ 10 ]蒋

介石一手炮制的《中国之命运 》一书从理论上完备

了国民党专政政治的思想体系 ,他在书中公开反对

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 ,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 ,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 ,而是自由太

多 ”,使人民的思想“成了一片散沙 ”,越出了“法定

的界限 ”。“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

的组织体 ,则个人不能享有像一片散沙一样的‘自

由 ’。要想达成最后的成功 ,必须在心理上潜意识

地完全接受政治专制和思想控制 ”。[ 11 ]于是 , 1939

年 4月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的秘密文件 ,

接着又向各省党政高级长官发出《共党问题处置

办法 》加强对中共的控制 ,紧接着国民党连续发动

了三次反共高潮 ,不断挑起反共摩擦。而且 ,蒋介

石还把中共为国争前途、为民争民主的《十二条 》
(皖南事变以后 ,中共以善后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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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的条件 )说成是“日本军

阀对我国民政府与当地驻军所提出的条件 ,在方式

与名称上 ,并无二致。”[ 12 ]大肆污蔑中国共产党。

其言行严重的妨碍了民族团结 ,不利于全民族

抗战。

中共就此发起反攻指出 :“有些不失大意的个

别分子 ,不将其目光火力投射到敌人身上 ,相反的 ,

以其精神力量努力于制造内部的摩擦 ,而‘拆散我

民族的团结 ’;尽管我们内部政治上的进步 ,这不

能完全适应军事的需要 ,甚至在某些事件上 ,使人

感到多少暗影响 ,引起了一些人对抗战前途 ,民族

团结 ,表示关切忧虑和苦闷 ”。[ 13 ]其国民精神总动

员运动的消极影响可见一斑。蒋介石的思想言论

和行动严重的中伤了中国共产党 ,离散了一部分国

民的人心 ,对中共领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最后 ,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以及对地方基

层的控制。蒋介石国民政府企图从青少年、广大农

村基层着手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青年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富于热忱 ,勇于

牺牲 ,青年人的爱国心是最迫切的。国民党正利用

了青年的这一资源优势 ,企图培育和造就“一个主

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

抗战爆发以后 ,组建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此团成为

蒋介石国民政府对青少年思想控制的主要阵地。

青年团成立以来 ,举国思想均集中于三民主义一个

信仰 ,举国行动均听命于蒋介石一个领袖 ,青少年

的思想已经强烈地统一化了。蒋介石说 :“中国今

日之所以作育青年者 ,只有示以一个国家一个主义

一个努力方向之要义 ,而中国青年之所以为国尽瘁

者 ,舍亲爱精诚绝对团结而外 ,实无它途。”[ 14 ]如果

全国青年“真要发展你的革命大志 ,完成你建国大

业 ,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立身与报国唯一的

程序 ,而且是必取的途径。”[ 15 ]蒋介石以其极具煽

动性的口号让青少年对其他信仰不能有丝毫的倾

向 ,以此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

1939年 9月 19日 ,国民政府公布了《县各级

组织纲要 》,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县制。加强对基层

的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急需扩大民

众的支持 ,于是加强对地方的自治变得更为迫切 ,

也加紧了全国总动员。国民政府把加强地方自治

作为削弱中共的一种重要手段 ,国民政府也鲜明地

表达了他们推行新县制的目的是要“确立本党巩

固的基础 ”,加强国民党对民众控制力度 ,从而使

“共产党无法活动 ”。[ 16 ]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

基层的控制 ,加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

独裁的地方政治体制 ,巩固了所谓的“群众基础 ”。

蒋介石的终极想法是从青少年和广大农村基层这

两大阵地千方百计离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企图为国民政府赢得人心和政治主动权。中国共

产党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破坏统一战线的动作给予

了坚决的回应。
(二 )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 ,面对蒋介石国

民政府思想、行动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中国共产

党及时的对其消极的一面进行斗争 ,运用灵活的统

战政策维护了裂而不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抗

战坚持到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上阐述 ,可知国民党发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

运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为了响应、拥护中共倡导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是为形势所迫 ,从国民党参

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就没有真正放弃过消灭红

军、消灭共产党的思想 ,千方百计破坏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当国际形势对国民党稍微有利、抗日战局

相对缓和的时候 ,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从国

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受益 ,妥协、投降、分裂、倒退

等活动反而日益严重。在此种情形下 ,蒋介石立即

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先后大规模的向

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军事进攻

的三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 ,国民党顽固派还对中

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实施高压政策 ,不断的制造政治

迫害事件。这样一来 ,国民党与中共、中间党派、民

主人士等矛盾空前尖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了

严重的挑战。抗战前途危在旦夕。

针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倒行逆施 ,“借题发挥 ”
(“题 ”是指《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 ,口是心非的

行为 ,中国共产党运用灵活的统战政策维护了裂而

不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给国民政府以坚决的回

应。第二次国共合作确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

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使中国抗日战争

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胜利 ,紧紧地把握住了民族矛

盾是这一阶段主要矛盾的特点。尽管阶级矛盾和

民族矛盾并存 ,而且有时国共之间的矛盾还比较尖

锐 ,中共始终把这一阶段的矛盾特点作为处理民族

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基本根据 ,提出发展进步势力 ,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总政策 ,

坚持“独立自主 ”和既联合又斗争 ,以斗争求团结 ,

以团结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原

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原则的提出 ,

毛泽东同志强调 :“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

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这是不可分离的

三个环节 ,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

段。”[ 17 ]中国共产党坚决对顽固势力的倒行逆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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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理、有利、有节 ”的斗争策略 ,对顽固派发动

的反共摩擦坚决予以回击。中共本着上述原则和

策略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 ,同时团结

了广大的中间阶层、民主人士 ,扩大了中共的影响

力 ,既孤立了顽固派 ,又把蒋介石留在了统一战线

中。这样中共维护、巩固、发展了中国最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使抗战胜利有了保证 ,也为中共

在以后的工作和斗争中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辩证的对待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对其积极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对其反动本质

进行了批判揭露 ,同时中共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进程中 ,以民族大义为重 ,摈弃前嫌 ,领导中国人

民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此次国民精神总动员最终在中共领导的敌后

抗战以及中共所执行的人民战争路线中消失得无

影无踪。究其原因主要是精神动员的口号、条文与

精神动员的本质企图是貌合神离的。其运动应该

成为全国人民广大的政治运动 ,依靠人民群众的政

治自觉 ,而不应该依靠于强迫命令。若以强迫命令

的方法行之 ,必然会成为虎头蛇尾 ,官样文章 ,而毫

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 ,着重宣传、组织 ,才能

推动全国人民形成众志成城的抗日潮流将日本帝

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

综上所述 ,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 ,国民政府发

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客观上的确起了团结

御辱 ,振奋人心 ,抗战救国的积极作用 ,我们不应抹

杀国民政府所作出的努力和一定程度的贡献。但

是 ,我们也不应该被国民政府作出的所谓“救国 ”

姿态所迷惑 ,而忽略了对此运动的消极作用的认

识 ,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行径都是在隐蔽和借口的条件下所进行

的 ,当顽固派的阴谋被中共和全国人民揭穿以后 ,

而不得不有所收敛。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 ,始终坚

持团结抗战 ,以民族大义为重 ,从大局出发 ,摒弃前

嫌 ,表现出了真正的抗战决心和诚意。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在中共的努力维护之下艰难、曲折的发展

着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关键、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表现

出来的斗争精神 ,对我们新世纪巩固和发展爱国主

义统一战线 ,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促进祖国统一

的伟大事业 ,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 :朱德东 )

Com m en t on an im pact of c itizen sp ir it genera l m ob iliza tion m otion
over the the Na tiona l Un ited Fron t of An ti - Japanese W ar

L IDong - zhi
(O rganization D epartm 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Anti - Japanese W ar victory of china takes Kuom intang - Communist cooperation as basis under

the banner being the anti - 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p roposing that i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2
sult every nation , every class , all political parties , all sections of the peop le being united aswell as overseas

Chinese is rap id and intense , being at bay in a fierce battle, is also that Chinese Peop le oppose an imperial2
ism invading the comp lete victory that the first time gets in 100 many years. Strategy stage arrival being locked

in a stalemate hereaft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builds up a country for the nation adap ting to new circum2
stances have stimulated the citizen sp irit general mobilization to move to rescue fights the invading army in per2
il,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s overall national interest above everything else all the time , fight with now

that active supporting motion , affirm ing lets slip no opportunities of being in p rogress face to face inactively to

the person face to face, flexible app lication united front policy has defended the crack but no broken anti -

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 has p layed have arrived at cause the pass is important role to the victory fight2
ing the invading army. To ceaseless anti - 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work experience summary and think2
ing, not bad the ability builds and carries out the united front for our Party is in power in new stage sharpening

to work p roviding experience and draw lessons, have important p ractical or immediate significance.

Keywords: citizen sp irit general mobilization; Anti - Japanese war; united front; af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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