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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为纪念东江纵队成立六十周年，特编辑出版《东汪纵队

志》一书。

本书内容涵盖东江纵队从初建(1938年10月)至北撤

山东(1946年7月)整个战斗历程的方方面面，归纳为十篇

刊出：第一篇——综述；第二篇——重要会议；第三篇——

战略行动；第四篇——重大事件；第五篇——重要战斗；第

六篇——重要工作；第七篇——人物志；第八篇——战斗序

列；第九篇——大事记；第十篇——历史文献。

《综述》篇刊载廖承志、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

刘田夫等六位领导同志阐述东江纵队的战斗历程、战略地

位和历史经验的文章。文章集中说明，东江纵队是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经过八年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从初始数百人枪的队

伍，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

《重要会议》篇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

南方局的指示，由中共广东党组织及其主要领导人主持召

开的五次会议，即：上下坪会议、白石龙会议、鸟蛟腾会议、

土洋会议和罗浮山会议。这些会议对东江纵队的创建、生

存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东江纵队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能够在远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而孤悬敌后的情况下，长期坚

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重大行动》篇记载东江纵队历史上五次具有战略性的

重大行动，其结果是大大拓展了东江纵队的抗日根据地，扩

大了东江纵队在整个华南乃至海外的政治影响，为争取抗

日战争的胜利，为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创造了有

利条件。

《重大事件》篇记载东江纵队历史上发生的五次在军内

国内和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尤其是抢救被困香港

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壮举，和抢救盟军飞行员

及国际友人的正义行动，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

《重要战斗》篇记述东江纵队历次战斗中具有首创性的

战例，获得较大战果的战例，显示人民战争威力的战例，以

及对抗日根据地有重大影响、受到抗日军民普遍赞扬的战

例。这些战例较好地表现了南方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反

映了参战指挥员出色的作战指挥和战斗员不畏强敌、机智

勇敢、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重要工作》篇记载东江纵队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

勤供应工作以及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人民武装建设等各

个门类各项工作的实况。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在敌后游击

战争的特殊困难条件下，从事各项工作的同志以辛勤的劳

动，以勇气和智慧，甚至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所创造的业

绩；而且可以体会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

《人物志》篇设“纵队领导人"、“老红军指挥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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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钢铁战士"、“巾帼英烈力、“海外赤子"等栏目。其中

“英雄模范刀栏记载的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东江纵队授

予英雄称号的人物和在部队中享有广泛声誉的同志。“钢

铁战士"栏记载的是战斗中表现特别英勇顽强壮烈牺牲的

战斗集体和个人。“巾帼英烈’’、“海外赤子”两栏，是根据东

江纵队成员中女同志和海外华侨、港澳青年较多的特点，专

门记载在战斗中有突出英勇表现、在敌人刑场上有壮烈表

现、在执行工作任务中有突出优良表现的女战士和海外赤

子。

《人物志》篇“大队(营)以上干部简历’’一栏，仅简记《东

江纵队史》内“战斗序列表’’中列出的大队(含独立大队)、支

队(团)以上干部以及纵队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各单位的负责

人，自参加革命工作或参加部队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至

1946年6月底的历任职务。有几十位同志的简历因各种原

因无法得悉，只好暂付阙如。

《战斗序列》篇的内容转自《东江纵队史》所载，只对个

别干部的任职作了补充。

《历史文献》篇分上、下两篇。上篇刊载中共中央、中央

军委给中共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的电报指示，以及中共

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

电文；下篇刊载东江纵队的重要文件。所有电文均根据中

央档案馆原件刊印。少数电文的题目由本书编者添加几

字。
一

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扩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

广纵队，编入第三野战军战斗序列，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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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名战役。东江纵队主力北撤时留下的部分部队继续在

原地坚持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粤赣湘边纵队。1949年夏，两广纵队南下与粤赣湘边纵队

会师后组成广东战役南路军，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贡献。

本书《综述》篇中几篇文章和《卷首》刊出的几幅照片及示意

图，简要地记述和表现了这段战斗历史。

《东江纵队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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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林平跟随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到延安，受到毛

泽东、刘少奇副主席的接见。

1947年6月至1 2月问，按党中央通知．曾生、王作尧、林

锵云、杨康华等先后Ni．1'-II：省平IJI县西柏坡，受到中央书记处书

i己刘少奇、朱德的接见。

1 948年1月，按党中央通知，王作尧和卢伟良到陕北米脂

县杨家寨，受到t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三席和任弼时同志的接

见。

1949年3月，曾生和雷经灭奉命到j口『北省平I上J县西柏坡，向

中央军委汇报丁作，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稍后，曾生跟随

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机关进入北平，并于3月24 13跟随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至lJ：ll：平西郊机场参加

阅兵式。

林平

曾生

雷经天

王作尧

林锵云

杨康华

卢伟良

时任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东江纵队政治委5

时任两广纵队司令员

时任两广纵队政治委员

时任两广纵队副司令员

时任两广纵队副政冶委员

时任两广纵队政治部芒任

时任山东渤海军区参谋处长



聂荣臻为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致敬信

曾生、尹林平同志：

在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向同志们致以热烈

的祝贺!

东江纵队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和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

时期，周思来、彭湃等同志就在东江地区播下了革命火

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东江特委和东江红军

在那里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

派的军事斗争，张善铭、赵自选、区夏民、周京文、颜汉

章等许多好同志在东江地区英勇献身!

一九四三年，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了东江纵队。东江纵

叫。成立后，坚持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解放战争中转战华

东、华南，奋勇杀敌，作出了宝贵贡献!十年动乱中，林

彪、“四人帮”一伙对东江纵队的种种污蔑，都是无稽之

谈。

东江地区的前主要领导人古大存同志，忠于革命，顽

强地坚持了那里的斗争。古大存同志和其他在东江地区流

血牺牲的同志永远值得人民怀念!

一九二九年我到过东江，心感那里斗争的艰辛和同志

i：对革命事业的忠贞，至今记忆犹新。我祝贺原东江纵队

的同志和东江地区的人民，在各条战线上为实现革命先烈

的遗愿而继续奋斗的事业中，取得胜利!

曩荣臻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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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小队长 杨仰仁(泰国华侨)

⑩税站站长 ． 陈前(美国华侨)

⑩纵队驻港办事处主任黄作梅(香港人)

支队(团)以上干部简历⋯⋯⋯⋯⋯⋯⋯⋯⋯⋯⋯⋯(344)

大队、独立大队(营)干部简历⋯⋯⋯⋯⋯⋯⋯⋯⋯(359)

纵队机关及直属单位负责人简历⋯⋯⋯⋯⋯⋯⋯⋯(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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