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  论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结尾

兵民是胜利之本

日本帝国主义本质决定了它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

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

革新军制现代化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三类决战问题，该战就战，该躲就躲

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

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

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也操之在我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从5个方面详细阐释隙在哪里？

消耗战，歼灭战

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

三种战争的不同消耗特点

三个阶段的歼灭性和消耗性策略变化

十个月经验不足总结

解释外线和运动，战争形式-集中兵力，消灭敌人

日本之教养如何给她破功

承认自己缺陷，并给出指导方针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运动战

敌我对比

运动战的流动性，批判韩复渠

批判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游击战的地位

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地位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争取主动权

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

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

灵活性是什么

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随机应变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计划性，相对的确实性

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总结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持久战的具体方针

我们跟敌人各自所处态势和采取策略

详细预测战场态势变化

战略，“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方针，战役和战斗中，“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方针

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一定会逐渐改变战场态势

主观作用是决定

战争的目的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提倡勇敢牺牲跟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

战争本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牢记战争目的

抗日的政治动员
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定义

战争和政治

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

战争的特殊性导致的一切特殊

能动性在战争中

为永久和平而战

犬牙交错的战争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为什么是持久战？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驳亡国论

问题的根据

问题的提起

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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