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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代序一)

珠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珠江三角洲敌后建立的一支人民抗
日武装。 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由几十人发展到近 3000 人，成为岭南敌后抗战的一
支重要力量。 她在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依靠
人民群众，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灵活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前期

战斗在珠江三角洲平原、水网地带，后期挺进粤中、西北和粤北，坚持 7 年敌
后抗日游击战争，对敌作战 200 多次，歼敌 3300 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军
用物资，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珠江纵队的光荣历史、珠江纵队指战员不畏艰难险阻，英勇顽强，为民族

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及其历史经验，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宝贵精神财富 。 学习、继承和发扬珠江纵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
善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和科学态度，对于促进我们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佛山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广泛征集研究，认真核对，

反复考证史料的基础上，从 1985 年起，着手进行 《珠江纵队史》 的编写工作 。
4 年来，编写纽多次请原、珠江纵队老同志座谈讨论，征求意见，补充核实史料，
编写出这部 《珠江纵队史》。 我深信， <<珠江纵队史》 出版后，读者一定能从
中受到教益。
是为序。

五 L

(该文为萧克为 《珠江纵队史》 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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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战斗历程

(代序二)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
重要组成部分，经中共中央批准，于 1945 年 1 月 15 日发表宣言，公开宣布成立。
珠江纵队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光荣的战牛历程。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州，珠江地区之南海、三水、番禹、 )1顷德等县的
大部分地方相继沦陷。 1940 年 3 月，中山县的大部分地方也沦入敌手，广大民

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东南、中区特委领导下，南(海) )11页
(德)工委委员林锵云等，于 1939 年 2 月在顺德大良镇建立并领导了顺德抗日
游击队。 1940 年 5 月，中山县委在九区大南沙成立了抗日游击小队。 爱国人士
吴勤(大革命时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指
导下， 1938 年 10 月下旬，在广州南郊组织建立了抗日义勇队， 11 月编为广州
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 ) ，吴勤任司令。 12 月开始，省委、
东南特委和中区特委陆续派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工作，并建立党的组织，指导这
支部队。二支武装分别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抗击日本侵略者。
部队初创时期，南番中顺各县大部分地方有日伪军重兵盘踞，其余地方被

国民党地方团队和地方实力派所控制，人民抗日武装自身装备极差、给养缺乏、
活动区域狭小，环境十分恶劣 。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组织加强对抗日武装
的领导，保护和依靠群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取得了盐步、员岗、大良
全桔咀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日军近百人，接受伪军百余人反正。 至 1940 年春，
人民抗日武装已经能够在番禹大谷围， )11页德的龙眼、众涌、路尾固和中山九区
大南沙等地方活动。
为了加强对南番中顺各县党的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 1940 年 6 月建

立了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简称"中心县委" ) ，书记罗范群，委员林锵云、
陈翔南、刘向东、严尚氏。 同年 9 月，省委将中共中队从延安派来广东的老红
军干部谢立全( "抗大JJ 三分校大队政委)、谢斌( "抗大"三分校大队长)
分配到珠江地区，任中心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 。 同年 10 月，中心县委以顺
德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独立第一纵队，编入广游二支队。 与此同时，中心
县委着重做好广游二支队第一大队的整顿、改造工作 。 1941 年 7 月，将第一大

队与独立第一中队合编为 3 个中队和 1 个警卫小队，共 300 余人。 从此，这支
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1940 年 11 月，广游二支队的司令部带领独立第一中队进驻顺德县西海乡，
建立了以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基地。 中心县委在新鹤等地举办多期军政干部

训练班，使大批干部提高了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 。 人民抗日武装灵活运用
游击战略战术，在平原、水网地带全面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歼灭一批日伪军。
1941 年 10 月 17 日，日伪军 2000 余人分三路进攻西海。 广游二支队驻西海的部
队和军政干部训练班共 250 人，在民兵配合下，利用河涌鱼塘纵横交错的有利
地形和茂密的蕉林、蕉林，伏击、反击伪军，歼敌一个团，击溃 2 个团和一个
护沙总队，毙俘伪军前线代理总指挥祁宝林以下 4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450
多支(挺)、子弹万余友。 此战是珠江敌后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被誉为"西
海大捷刀 。 1941 年秋，中心县委着手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1942 年 5 月，在

五桂区成立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先后进行了下栅、;手抒等战斗，中山敌后游击
战争得到迅速发展。



1942 年 10 月，中心县委在西海召开会议，确定和执行在珠江地区实行开辟
新区、扩大抗日游击区的战略方针，将大部分兵力分散，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

开辟新的活动区域，使人民抗日武装摆脱了日伪军和顽军的进攻和夹击，在更
大的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3 年 2、 3 月间，成立南番中 )1顷游击区指挥部(简称"指挥部" ) ，指挥
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副指挥谢立全，副指挥兼参谋长谢斌，政治部主任
刘向东(同年 8 月刘田夫任政治部主任，刘向东改任副主任) 。 同时，中心县

委撤销，成立中共南番中 )11页临工委，同年 12 月撤销，成立珠江特委。
9 月，指挥部从禹南转移至五桂山区 。 珠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首先在中山

迅猛发展。 以五桂山为依托，向平原地区扩展，先后出击三乡、安定乡、翠微、

唐家、横门等日伪军据点，并连续打破了日伪军对五桂山的六路、十珞和四路
围攻。 番禹、 )11页德的人民抗日武装面对日伪军和顽军互相勾结，四处出击，依
靠群众的支持配合，统战朋友的掩护，战胜了重重困难。 从 1944 年 1 月起，袭
击日伪军在番禹的统治中心市桥镇和日伪据点新造、溢满及)1顷德的乌洲，打开

了番顺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 在南海、三水边境活动的南海人民抗日武装，在南

海的理教、河;害和沙头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后又把活动区域扩大到南海黄洞、
三水沙头等地，中山八区、新会、鹤山和高明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
起来，中山八区抗日游击大队联合赵其休部袭击了伪军吴全部，后进至新会崖南、
古先山， 9 月又收复了新会天亭、双水。 新鹤大队于 1944 年 5 月成立后，进行

了新会大泽、鹤山石塘和西江河面袭击日寇船只等战斗。

随着珠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壮大，从 1941
年 7 月的 300 余人，至 1944 年 9 月发展到 2700 多人。 建成了以五桂山区为中心
的抗日根据地和番)1顷、南三边境抗日游击区 ， 并建立了 2 个县和一批区乡抗日
民主政权。

从 1944 年春开始，日军接连发动了大同汉平、湘桂铁路线战役。 1944 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建湘粤赣桂边五岭抗日根据地。 7 月，广东省临委、东江
军政委员会在宝安县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执行中央关于创建五
岭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区纵队，并派出主力一部挺进粤中，进
而向西江、粤挂边和南路发展。 10 月 1 日，在中山五桂山区槟梆山村内部宣布
成立中区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副司令员谢立全，参谋长谢斌，
政治部主任刘田夫、副主任刘向东 。 中区纵队下辖 2 个支队和 9 个大队。 10 月
20 日，中区纵队领导率机关和挺进粤中主力大队近 500 人挺进粤中 。 中山八区
抗日游击大队联合友军攻占台山县城;中共高明县地方组织发动了"倒钟(吱) " 
运动，在"倒钟"基础上，高明人民于 11 月 9 日成立了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
二大队。 至 12 月，挺进粤中部队建立了以皂幕山、老香山为依托的新(会)高
(明、要)鹤(山)抗日游击区 。
中区纵队主力挺进粤中后，继续向西发展，为了加强对珠江、粤中两地区

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和部队建设，中共中央 11 月 14 日批准在珠江地区的部队
成立广东人民抗日珠江纵队。 1945 年 1 月 15 日，珠江纵队在中山五桂山区公开
宣布成立，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副司令员谢斌，参谋长周伯明，政
治部主任刘向东，下辖 2 个支队， 1 个独立大队，共 1572 人。 珠江纵队成立前后，
各部在所在地区多次主动出击日伪军，并在番)11页、中山和南三边境打破了日伪
军"万人扫荡"、 "五·九"扫荡等，从而为执行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 年 5 月 15 日，梁嘉、谢斌、刘向东率纵队机关和以第二支队大部、独
立第二大队一部编成的西挺大队共 400 多人，挺进西江的四会、广宁，与西江
人民抗日义勇队会师 。 挺进西江部队接连多次打退顽军进攻，站稳了脚跟，开
辟了以广宁为中心的广宁、清远、四会、高要、怀集边境抗日游击区。 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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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第一支队于 5 月由周伯明、支队长欧初、政委梁奇达等率领，分 3 批共 300
多人，转移至宝安县休整。 8 月，又一部分两批约 300 余人转移至宝安。 10 月
上旬，最后一批 30 余人转移至宝安。 10 月下旬，第一支队划归东江纵队。 独立
第二大队和第二支队一部共 500 余人，由支队长郑少康、大队政委梅易辰率领，
于 8 月 23 日从三水县向粤北挺进。 部队沿途遭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被迫进入始
兴瑶族山区活动，后突出重围，于 12 月上旬到达江西省大皮县天井洞与东江纵
队第五支队会师 。 后编入东江纵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调派其正规军进至珠江、西江地区，
围攻、清剿抗日军民。 珠江纵队各部，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坚决进行自卫还
击。 国共两党经过半年多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东江纵队 2400 人北撤山东的协定。

1946 年 6 月，林锵云、谢斌、周伯明等部分指战员北撤山东。梁嘉、刘向东等
大部分指战员留在广东。 当蒋介石反动集团挑起了全国内战的时候，原珠江纵
队留在广东的指战员，在各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东，
作出了新的贡献。

珠江纵队及其前身，在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长期处于日、伪军及国民
党顽军的夹击、围攻、追剿，环境及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地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7 年中，对敌作战 200 多次，歼敌 33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2000 多支、轻重机枪
70余挺和大批军用物资，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党的胜利，

人民战争的胜利!在珠江纵队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要继续学习、借鉴珠江纵
队的历史经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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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精神永存

一一纪念珠江纵队成立 70 周年

物换星移几度秋，沧海横流显本色。 珠三角，生我养我的地方，如今己变
成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 曾几何时，这里是一望无垠的沙田，纵横交错的河涌，
山峦叠翠的五桂山，物丰人阜的鱼米之乡 。 这，是我永恒的记忆，长流不息的珠江，
诉说的是一代代珠江人的爱国梦。
珠江三角洲人民素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鸦片战争前期，珠江人民率先

奋起抵抗，沉重打击英国侵略者，显示出"民心可用"的强大威力 。 我的家乡一一
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也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苏兆征、
杨殷的故乡 。 上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略者陆续侵占了我国东北、华北，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珠
江三角洲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勇敢地拿起了刀和
枪，与侵略者抗争，从无到有，在珠三角创立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
抗日武装，在珠江敌后浴血奋战;从小到大，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及

其前身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成长壮大，并创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由弱到强，
成为驰骋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之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珠江纵队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 。 当年，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及其帮凶，

珠江纵队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力量悬殊的重重困难之中，紧密依靠群众，
充分利用当地特殊环境，坚持武装斗争，与东江纵队等兄弟部队共同开辟出华
南抗日战场，与八路军的华北战场、新四军的华东战场一道，在敌人后方燃遍
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提高了人民群众、海外侨胞"抗战必胜"的信心，令日
本侵略者焦头烂额，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 珠江纵队的光荣历史，值得珠纵全
体指战员永远自豪，也令当年在珠江地区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志，以及以各种方
式支援部队的当地群众深为骄傲。

1938 年 10 月 21 日，日军侵占广州后，南海、番禹、顺德等县相继被日军侵占 。
珠三角各县的中共组织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发动群众，利用各种形式建立
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 11 月，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东南特别委员
会委员兼中山县委书记孙康到香港参加东南特委会议，听取了廖承志传达毛泽
东关于武装斗争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广东的指示，返中山后，即成立
了中山县抗日别动大队，并举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游击干部训练班、战地救

护训练班等，培训游击战争骨干。 当时中山中共地方组织共有党员 500 多名，
大多数都踊跃参加省、县、区举办的训练班。 这批游击骨干成为日后珠江三角
洲敌后战场上的中坚力量。 本人参加了县委举办的第一期游击训练班。 1939 年
7 月 24 日至 30 日和 9 月 7 日至 20 日，日军先后两次从横门入侵中山，县委即
以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名义组织横门前线指挥部，由县委书记孙康任主任，我任
总务部长，动员了近千名抗先队员上前线协同中山守军抗敌、抢救伤员以及劳
军等。 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和全县军民齐心协力，密切配合下，击退了日军的两
次进犯中山横门，大大鼓舞了中山人民的抗敌信心。 1940 年 3 月，中山沦陷， 5 
月我受组织委派，到中山大南沙莲;也组建了独立自主的中山抗日游击小队。
在顺德，中共南顺工委委员林锵云于 1939 年 2 月在大良成立了由 10 多名

共产党员和农民组成的顺德抗日游击队，并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第四战区直
属广东第一游击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以下简称为"广游二支队" )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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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特务中队的番号。 中共广东省委也陆续派干部到顺德抗日游击队。 至 10 月，
游击队扩大到三四十人。 而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吴勤在广州沦陷的第二天，

即组织五六十名爱国青年在番禹崇文乡成立了抗日义勇队与日军展开战斗，次
月领取了广游二支队番号，自任司令，人数很快发展到 200 多人。 吴勤还主动
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联系，请求派干
部到他的部队工作 。 从 1939 年 1 月起，中共广东省委先后派刘向东等一批党员

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工作，并在广游二支队中成立了中共支部。
1940 年 6 月，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在珠三角敌后建立南番中 )1顶中心县委，

统一领导南海、番禹、中山、)~页德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 中共中央十分关
心广东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从延安派来抗日军政大会全三分校大队政治委

员谢立全和大队长谢斌等一批干部南下广东 。 同年 9 月，参加过长征的两谢到
达)11页德西海，任中心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 。 中心县委还先后从中山抽调了

我和谭桂明、罗章有等一批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工作 。 当时的广游二支队有独立
第一中队和第一中队两个中队是由我党绝对领导的，林锵云兼独一中的中队长，
我担任第一中队的政训员 。 部队经过训练整编，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建立了西海游击基地。 谢立全来到珠三角不久，就到中山了解武装发展情况，
他从梁奇达等处了解到中共中山县委在抗战初期便有经营五桂山区的设想，便
先后两次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到五桂山濒珠江口西岸，山峦起伏，地势险要;
山区有四万多人口，分布于 600 多个大小村庄，以客家籍人居多，群众基础好，
党组织力量较强，而且中山的人民抗日武装正不断成长壮大，战斗力日渐增强 。
经过 1 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谢立全确认五桂山区具备进行游击战争的有利条
件，遂在中心县委会议上提出要在中山五桂山开展游击战的设想。 1941 年秋，
中心县委决定着手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9 月，调广游二支队第一中队加强
中山的抗日力量。 翌年 1 月至 3 月，先遣队、第一、第二主力中队先后进驻五
桂山区 。 5 月初，成立中山抗日游击大队，辖 3 个中队， 120 余人。 中山的抗日

武装斗争随之进入大发展时期 。
事实证明，开辟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不仅使中山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

到迅速发展，而且为以五桂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

件。
岁月悠悠，珠江滚滚;壮士豪情，精神永存。 70 年前的 1945 年 1 月 15 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的旗帜在五桂山头升起，成为华南地区抗日武装
力量成长壮大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今，战火虽然平息，而我们这些当年的珠纵
老战士，每当高歌 《西海颂>> ，重登五桂山，眺望奔腾不息的珠江，目睹繁荣
昌盛的珠江三角洲，爱国爱乡的热血依然在胸中鼓荡如潮。 珠江纵队的光来军战

斗历程并不孤立。 它既是由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共同组成的抗战画卷的一个局
部，又是源远流长的珠江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浇灌出来的一株英雄树。 正如毛
泽东所说"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
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处处涌现抗日军民的动人事迹，与其他地区相比，珠江

三角洲的抗日斗争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特点，体现了珠江地区的地方色彩。
珠江纵队的指战员，有不少是当地贫苦家庭的热血青年，也有出身富裕之

家或来自港澳地区乃至海外的 。 他们抛开个人的一切，抱着必死的决心投身武
装斗争，在珠江三角洲谱写出壮丽的青春之歌。 珠江纵队的主要活动范围住于
三角洲腹地，离敌人重兵、主要交通线近在咫尺，无险可据，但依靠人民群众，
河网交错的西海、禹南等游击基地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坚如磐石 。 我军纪律严明，
杀敌英勇，处处维护人民利益。 我们控制的地区，日军不能收军粮，伪军不能征税，
土匪不能打家劫舍。 人民群众认识到，若不当亡国奴，一定要依靠共产党领导
的游击队。 因此，他们将游击队当作亲人，捐钱捐物，毁家好难，甚至不顾生
命危险，想方设法支援、掩护游击队。



珠江纵队的主要经验，我个人认为: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
回顾珠江纵队的成长历史，可以发现，珠江地区的干部群众善于学习外来

的有益经验，并结合当地实际，迅速应用 。 党中央派来的老红军谢立全、谢斌，
带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丰富经验。 在他们的指导下，游击队的训练、侦察、
作战水平提高很快，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陆续在各主要地区建立，为武
装斗争提供了可靠支援。
无论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华北战场、华东战场相比，还是与国民党

军队的正面战场相比，珠江三角洲的战斗规模都要小得多 。 但是，珠江纵队指
战员从实际出发，创造出许多独特的成功战例，打得敌人魂飞魄散。 根据敌我
力量对比与当地地形，我军坚持以夜袭、伏击为主，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战法，
注意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同时开展麻雀战、海上游击战等多种形式，令敌人
防不胜防。

珠江儿女历来富于进取与爱国精神。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经指出，他
的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
民爱国心之勇猛" 。 孙先生等先后多次在广东起义， 震动全国，最终推翻帝制 。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为标志。 对全国影响深远
的北伐，亦以广州为出发点。 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 广东先行一步，

其经验随后推向全国 。 珠江精神不断向更为广阔的区域辐射。 珠江精神，过去
指导人民建基立业，战争年代指导我们闹翻身、干革命。 如今，是我们从事现
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

战Jb
2014年6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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