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立全——从延安南下的珠江纵队教官

谢立全（1917-1973），江西省兴国县樟木乡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二十一军一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

长，1940年南下到达珠江三角洲，在珠江纵队先后担任教官、副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上，在猎猎

翻飞的军旗下，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迎着朝阳、精神抖擞地吹起冲锋号，这位号手就是谢

立全。他 13岁参加红军，长征中身经百战，当过敢死队队长，到延安后负责干部大队 。

1940年带着党中央交给的历史使命，铭记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教导，

克服了不少困难，机智地闯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道道关卡，长途跋涉到达珠江三角洲。在珠

江纵队先后担任教官、副司令员等职务，指挥过战斗 200多次，屡获战功。他参与开辟了五

桂山抗日根据地，全权代表中心县委负责五桂山游击战争。北撤后继续驰骋在华东中原战

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海军第五舰队政委和部队院校工作时，为培养新中国海军作出了贡

献。

谢立全在战斗中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战前他料敌如神，伪军进攻的路线、兵力部署

都不出他所料；战斗中他机动灵活，时而东时而西，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并立

即使哪里转危为安。战士们看见他出现，立即精神大振，越战越勇，正是“将在兵勇”！

1940年，谢立全到达顺德、番禺不久，立即投入沙湾战斗，他和谢斌在石涌一线，以 30多

人抵御 400多伪军的攻击。从早晨 6时战至黄昏，击退了敌人七八次冲锋。此次战斗俘敌一

个班，缴获一批武器，保护了正在开会的 10多名干部，掩护了友军安全转移。

谢立全善于领会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不少战斗他都化装深入敌

阵，亲自了解敌人的军力部署，摸清情况。如在三乡打郑东镇时，他化装到茶楼饮茶，仔

细观察郑的特征，连郑家有地道的情况也弄清了。战斗中他率领一主力部队攻入郑宅，却

不见其人。此时发现有人打开地窖企图逃走，谢立全一见，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明”，

这个十只手指戴满金戒指的人，正是郑东镇。谢立全兴奋地对欧初说：“此人就是郑东

镇。”如不是经过茶楼亲自侦察，也许这个绰号“飞天鸭”的郑东镇就会遁地逃走了。

谢立全开辟新区局面的本领令人佩服。确定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初期，日伪势力暂

时还较强大，群众有恐日情绪。鉴于这种情况，谢立全决定选择群众最痛恨的“地头蛇”

下手。以崖口的谭本立、唐家的梁鼎先、三乡的郑东镇为打击对象，铲除这些地头蛇，既可

为民除害，又能激发群众的抗战情绪，提高士气，锻炼队伍，发展队伍。拔除这些“地头

蛇”后，我军扬威中山，敌人胆寒，为我军在五桂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指导五桂山根据地的建立。1941年指挥部派谢立全到中山调查历时一个月，他深

入五桂山区及周围平原地区，走访了许多党员、群众和统战对象等，观察五桂山的地形与

全境的地理条件，了解到中山有 500多党员，不少支部还掌握着武装，一些抗日群众组织

如“抗先”、“妇协”还拥有 3000多会员，抗战的群众基础相当好。这次调查，使谢立全

坚信了五桂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可行性与重要性，得到中心县委和指挥部的肯定。

谢立全把红军的光荣传统和战斗风格带到珠江三角洲。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通过

各种训练方法和战斗实践，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政工干部和军事指挥员，带出一支过硬的战

斗队伍。

在许多战斗中，战士们暴露出政治思想上的问题和军事技术上的弱点。谢立全和林锵

云等中心县委同志研究决定开办干部训练班，培训指挥员。在培训中，谢立全负责讲红军

光荣传统、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此外，他还自编教材，培训三角洲河涌地带

游击战术。培训班接连办了两期，随后转为正式建制，对珠三角抗战部队建设产生了深远

影响。



谢立全善于利用战前动员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激发战士们的阶级仇民族恨。一次深

夜查铺，惊醒了战士，他们纷纷起来围着谢立全谈话。一个战士稚气地问：“你打仗为什

么不怕死呢？”谢立全既和蔼又认真地谈了对生死观的看法：“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人人

都想长命些，过好日子。但是如今鬼子侵略中国，到处烧杀，还想把我们变成亡国奴，我

们能不抗日吗？打仗就难免伤亡，但如果打仗的本领学好一些，伤亡是可以减少的，而且

我们为人民利益、为祖国解放而死是光荣的。”

谢立全身体力行地发扬红军官爱兵的优良传统，坚持官兵一致。他平日抽烟不多，但

一有烟立即与战士共享，并趁吸烟之机与战士们海阔天空拉家常，了解战士们的冷暖疾苦

无微不至。他主张重机枪手每顿饭加二两米，还规定每逢杀猪，必须给重机枪手留下猪手

和猪脚，煲“大力藤”给他们吃，因为他们负荷重。一次长途行军中，重机枪手杨彪十分

疲乏，谢立全看见，抢过机枪自己扛着走。这一“新闻”不胫而走，传为官爱兵的佳话。

谢立全密切联系群众。他常常到民兵、抗日积极分子家串门，军民之间充满鱼水之情，

如西海农会会员九叔、九堡爱兵妈妈贺婶、中山革命母亲杨伯母等，谢立全对这些舍家为国

的人们像对自己父母一样常去问安。1942年，日寇实施“以华制华”政策，国民党顽固派

丧心病狂地从大后方到敌后掀起一股反共逆流。抗战部队给养十分困难，起初还能吃上两

顿稀粥，渐渐连番薯、藕片也吃不上，只能挖野菜、砍蕉杆充饥，群众闻讯，偷偷送粮送肉，

但是都被谢立全婉言谢绝。由此，珠三角人民群众十分敬重谢立全。一年盛暑季节，在蔗林

整训时，谢立全的眼球旁肿起了一个红圈，严重影响视力。部队当时缺医无药，只得到处

寻找民间秘方，有人提出用第一胎人乳直射眼球即可消肿；有人说用生鸡鸡毛孔的血滴眼

也有效。可是，在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哪个年轻妈妈肯来献乳呢？正当大家急得像热锅里

的蚂蚁一样时，不料竟有一个年轻的妈妈自愿来试试。一次效果良好，二、三次效果明显。

第二秘方在群众中传开，不多时，群众就送来了 30多只大雄鸡。两个秘方互相配合，谢立

全的眼病神奇地治愈了，可以继续指挥部队了。

抗战时期，珠江三角洲敌友情况复杂。除日寇外，地方势力不计其数，伪军有袁济华

四十三师，李塱鸡四十旅及其护沙总队和分驻番禺、顺德、中山的国民党顽固派林小亚、为

虎作伥的史文坚等部队。我军要在珠江三角洲壮大自己战胜敌人，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

作，以达到分化、孤立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显得非常重要。1942年 3月，

日军联合伪军共 4000兵力，向三、九区黄圃、古镇等地进行“扫荡”，目的是威迫国民党

挺进第三纵队（简称“挺三”部队）投降，消灭三、九区抗日力量，扶植伪军，扩充势力

“以华制华”，长期占领这个粮仓。沙湾何成是吴勤属下的一个大队长，但政治上游离在

抗日与投降之间。谢立全亲自做他的工作，晓以民族大义，使他坚定地站在我方，及时出

兵支援四海保卫战，并承诺随时听从我二支队的调动。

地方实力派杨忠的转变完全也得益于谢立全出色的统战工作。杨忠原来只想做生意发

点财，谢立全找他谈话指出，在敌占区不抗日，偏安一隅做生意发财，此路是行不通的，

终有一日不但生意做不成，还会被敌人消灭或被迫做汉奸。杨忠听后开始反思，最终转变

成坚定的抗日力量。后来，郑少康带队挺进粤北迎接王震南下部队时，杨忠连同部队一起

北上迎接王震部队。因长途行军劳累，杨忠一病不起，病危时，他拉着郑少康的手说：

“我此生选择了跟你们走的路，算是选择对了。”

谢立全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作为一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忠诚的民族解

放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为我党革命、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坚持真理，不计较

个人得失和名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始终坚信我党能从歧途中走回正道，晚年养

病期间，坚持用两三个月时间跑遍昔日战斗过的地方，访问无数战友和群众，查看大量史

料，呕心沥血地写出《珠江怒潮》、《挺进粤中》两本力作，真实地记录了在抗战岁月里，我

党在珠三角地区领导广大人民为民族解放而奋勇战斗的英雄业绩，这两本书既是珍贵的历



史文献，也是具有相当魅力的文艺作品，成为今天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生动教材，永远激励着后人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