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与贡献

□谢迪斌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民主革命，开辟武装斗争道路的重要行动之一，在中国

革命历史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杨殷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

一，也是中共广东组织（广东区委）的核心成员。杨殷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

在起义的准备、发动、推进及善后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广州起义最终失败了，但

杨殷在起义中的重要贡献，仍然彪炳千古，光照后人。回顾和讨论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与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和现实教育意义。

一、领导广东党组织为起义准备了条件，营造了氛围

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地区，在民主革命中，承担了基地和前沿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第一

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后，广东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主要是国共两党

精诚合作、两党中央合力经营的结果。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发展，与广东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和

有效行动是分不开的。从广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开始，广东党组织就能够较好地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斗争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广东革命形势，在错综复杂的政

治力量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正确的策略，不仅赢得了自身力量的迅速发展，而且较好

地控制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局面，掌握了革命主动权，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和巩固

作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 20 年代，杨殷在广东区委中的地位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领

导集团中也得到了认可，从一个一般的区委干部上升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事部部

长，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这在于他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杰出的领导才能，

特别是在军事决策和指挥能力上有卓越的表现。他的政治素质与军事才能，对广东区委的工

作特别是军事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所提出的一些军事观点和方案，不仅表现出他独

特的眼光，而且在当时有着超凡的影响。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内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

的中央，不注重武装斗争，尤其是在争取武装斗争领导权问题上，有着严重右倾观念，不注

重自身武装建设，放弃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种思想倾向和行动选择也贯彻到了广东区委，

但是，处于斗争第一线，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广东区委，对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案，必然

要联系实际，所以，广东区委特别是杨殷等人，并没有按照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来制定政策和

实施行动，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一些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强硬行动，对一些破坏统一战

线，打压共产党的反动势力的言论与行动，予以回击。如在官僚买办集团叛乱时，广东区委

采取了措施和行动。杨殷是广东区委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在国共两党高层对官僚财团有所

顾忌、患得患失的氛围下，广东区委主张坚决进行打击，以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对商团的叛乱

进行平息。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杨殷的领导能力与军事才华得到充分的体现。平定商

团叛乱，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维持第一次国共合作，都有重要意义。杨殷还是省港大罢

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省港大罢工行动中联系和集聚起来的武装力量，成为广东区委后期

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的广州起义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倾势力不断膨胀，在夺取统一战线领导权、

排斥和打压共产党力量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行动，如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由于各种

原因，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没有采取回击。广东区委在这一问题上有自身的看法，主张采

取果断的行动，回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进攻；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言论，谴责国民党右倾势力

的叛变和分裂行为。杨殷领导军事部和肃反部更是做好了军事回击的准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广东区委主要领导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中央决定由穆青、杨殷、赖玉润等人组织临时广东区委领导机构，杨殷成为广东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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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领导，他参与革命关键时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采取了有效行动，

保存和掌握了一定的革命势力，为后来广州起义的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殷一直以来都坚持用革命武装来回击反革命势力的镇压行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

后，杨殷领导的广东区委曾经提出动用工人武装，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行为进行回击的主张，

但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的态度不是十分明确，广东区委不能采取行动。八七会议后，中

央制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会议精神与广东区委和杨殷的主张完全一致，所以，杨殷十

分积极地加快对广东地区武装力量的建设，紧张筹备武装反抗的行动。他作为新成立的南方

局军事负责人，在各地宣传八七会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精神，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武装

起义。他强调：“这一回的教训是拿血写下的，再不要空谈革命，要拿起武器来。”他主持召

开会议，制定了在海南发动秋收起义的方案。在八七会议后，如果按照杨殷等广东区委的主

张，迅速在广东地区举行起义的话，那么与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在时间上的策应就会更

为积极，起义的成效要比年底再来发动要大得多。但由于当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广东地区的

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对广东地区武装斗争缺乏信心。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遭到失败后，

中央决定停止在广东进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的计划，暂时已

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立即停止。”

杨殷及广东区委其他领导在行动上执行中央指示的同时，在思想上并不认为广东武装起

义的机会已经失去，根据广东地区的革命形势和自身所掌握的革命力量，认为还是可以积极

争取形势的有利一面。杨殷与张太雷等南方局领导认为，南昌起义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

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工农运动的高涨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

际上更形高涨”。因此，在广东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应继续实现”，“不应停止”，并制定了

具体的行动计划。杨殷作为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在这一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对广东的形势判断又有新变化，决定发动广州起义。但此时已经接近

年底，南京政权已趋稳定，广东革命形势在进一步恶化，广州起义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

二、在起义过程中发挥了核心和中坚作用

1927 年 11 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广东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目

前广东面临一个对反动政权进行进攻的好机会。11 月 17 日，中央常委通过了《广东工作计

划决议案》，命令广东省委“急速”发动全省总暴动，“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并

规定暴动的中心是夺取广州政权。按照中央的要求，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积极投入到广州起义

的紧张准备工作中，作为南方局的 3 位重要领导之一、军事和肃反两个重要方面工作的负责

人，杨殷主持和参与了广州起义准备的全过程和重大决策，为广州起义的举行作出了重要贡

献。杨殷在广州起义过程中的中坚与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第一，是起义军事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和计划实施的主要动员者。

1927 年 11 月 17 日，中央关于举行广州起义的命令下达给广东省委之后，广东省委立

即行动起来，从各个方面准备起义行动。11 月 26 日，张太雷主持召开广东省委会议，传达

和贯彻中央关于发动广州起义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成立起义总指挥部，杨殷负责总指挥部

的军事参谋团，领导收集各方面情报，制订军事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军事计划制定后，杨殷同广东省委其他领导深入基层，进行计划与方案的部署，对基层

干部进行动员，增强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指导计划实施的具体细节和重要行动。12 月 7
日，张太雷、杨殷、周文雍等领导同志召开并参加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作了起义的动员

和部署。后来由于敌人对起义行动已有所察觉，遂决定提前于 12 月 11 日举行起义。杨殷即

派人通知各处提前行动。12 月 10 日上午，杨殷赶到黄沙秘密联络处召开了西路起义军领导

骨干紧急会议，传达了提前起义的决定和部署。当天，杨殷又在禺山市场杂货铺与叶挺召开

参谋团会议。杨殷在会上报告了掌握的敌情，叶挺具体部署了起义的行动计划。随后，杨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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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和周文雍到谭新街联络处召开了西路起义军的行动会议，明确了各战斗单位的任务、方法

和互相配合等问题，抽调铁路工人中的一部分骨干组成敢死队，配合教导团攻打市中心的公

安局，指示铁路工人赤卫队在打下黄沙、石围塘后，接应郊区农民赤卫队进城，控制铁路和

广州外围。会上，杨殷还强调起义后要立即肃清反革命，防止敌人破坏。

第二，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集聚者和组织者。

广州起义之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过去 8 个月，国民党右派对广东地区的革命力量

进行长时间的镇压，大部分革命力量特别是工农武装已经解散和流失，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分

散在各个地区。为了举行广州起义，就必须将这些革命力量重新集聚并组织发动起来，形成

起义的基本军事力量。这一工作主要由长期担任广东地区党的军事领导人的杨殷来完成。

重新组织工人赤卫队。在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广东工人发挥过重要作用，发展成

为广东地区的重要准军事力量，参与到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之中，但四一二政变后，这

支力量受到了镇压。杨殷首先寻找失散在各地的工人武装力量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由他们将

原来的成员集中起来，为起义作好力量准备。杨殷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安排地

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护送到广州。如铁路工人骨干李甫、李连在四一五政变后隐蔽在家乡中

山县，这时，杨殷通知他们迅速回省，组织工人赤卫队；李连后来在广州起义时的黄沙火车

站战斗中英勇牺牲。曾伟赞是肃反委员会的联络员，根据杨殷指示，他把被反动政府驱逐而

失业流散在广州街头的铁路、印务、理发工人串联起来，在黄沙将军庙后街建立了秘密活动

机关，联络工人，准备武器，积极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

重新组织农民赤卫队。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曾经有很大的规模，是全国农运的中心，有

一支力量较强的农民武装。同工人武装力量一样，它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受到镇压，从而瓦解

失散。为了将这支力量组织起来，为广州起义做好准备，杨殷做了大量工作。他冒着生命危

险，到广州郊县去寻找原来的一些农民运动领袖，通过他们将曾经的农民赤卫队重新组织起

来；还派遣梁复燃（然）等人从香港回到南海，把被打散而隐蔽在各地的农民武装统一组织

起来。这支农民赤卫队在广州起义中配合工人赤卫队打下了广三车站，接运农民武装进入市

内参加战斗。

第三，起义过程的主要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

经过包括杨殷在内的广东省委的紧急准备，同时由于有关情报的泄漏，广州起义提前于

1927 年 12 月 11 日发动。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杨殷都是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特别是担

任军事方面的组织与协调工作。12 月 12 日，起义主要领导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太雷

遭到反动武装的伏击而牺牲，杨殷接替其领导工作，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成为广州

起义后半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广州起义的后期组织与推进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起义爆发后，

他指挥了起义的主要战斗——攻打广州公安局。由于其有效的组织，战斗取得了胜利，珠江

以北的市区敌人被驱赶出去。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防止外围敌人组织力量反扑，杨殷在攻

打广州公安局取得胜利后，迅速组织力量到郊区控制铁路，用火车将附近的农民武装力量运

送进来。同时又通过铁路车站的控制，阻止敌人的兵力和物资运送，切断市区敌人的后勤补

给。杨殷的这些军事行动，对于起义的推进，特别是迟滞敌人的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他组织力量对黄沙、石围塘火车站的控制，就使得西部的敌人无法通过火车进入，也不能进

行物资与军火的输送。据记载，张发奎“调各江军队返省讨共，但广三、广九、粤汉三路，

均为共党占据，火车不通，运兵颇不便。”

三、积极组织起义失败的善后工作

广州起义的最佳时机应该是杨殷及广东省委提议的八七会议之后、1927 年 10 月之前，

但中央和共产国际判断失误，贻误战机，后又误判形势，匆忙下令广东省委发动起义，这注

定了起义是一场极其困难的行动。起义爆发后，受到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在革命形势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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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广州起义很快就难以在城市坚持下去，最终失败。杨殷作为起义后期的

主要领导人，尽最大努力进行起义失败后的后续工作，为降低起义失败造成的损失、保存革

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坚持战斗到最后并组织力量向农村撤退的主张。

1927 年 12 月 13 日之后，反动势力从各个方面向起义的中心区域逼近，共产国际代表

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起义军撤出广州。杨殷本来早就同意叶挺等人将起义部队转移到海陆

丰农村，利用当地农民运动的历史基础，保存革命力量的主张，但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同意，

他只好率武装力量继续在市区进行战斗。他率领一支工人赤卫队一直战斗到最后，只剩下几

十人时才撤出广州。1928 年 1 月，杨殷受广东省委委派赶赴海陆丰，与撤退的起义部队会

合，与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扩大了东江的苏维埃运动和武装斗争，使广州起

义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精神得到保存和延续。

第二，积极组织和解决起义人员的安全和生活问题。

起义失败后，大量的起义人员和烈士家属与组织失散，并遭到反动势力的追捕，生命受

到威胁，生活面临严重困难。杨殷利用其长期在粤港澳生活、工作的关系和资源，努力筹集

经费，帮助起义失散人员及烈士家属。敌人在攻占广州起义指挥部后，即进行疯狂屠杀，造

成大量伤亡。为安置烈士家属，杨殷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作出了重要贡

献。为筹集资金帮助广州起义的失散人员和烈士家属，他多次变卖家产，甚至将妻子的首饰

也变卖了。杨殷为起义失散人员和烈士家属继续保持革命的信心，重新投入革命事业打下了

物质与思想基础。

第三，积极反思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三大起义的最后一次，也是失败

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杨殷在起义失败后，忍辱负重，为了党内团

结，接受了广东省委的处分（后被中央发现后撤销）。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功过是非，

而是从革命的总体来分析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1928 年 12 月，广州起义一周年之际，

杨殷写下《斗争中的回忆》一文，回顾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以“追悼既往，策励将来”。

他号召，为了纪念广州起义的烈士们，必须继续坚持战斗，直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对

广州起义最好的纪念。“现在只有更努力准备我们的力量，为被难的工友农友士兵复仇，为

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口号而奋斗！铲除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建

立我们的政权。”

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优秀表现与突出贡献，最终为中共中央确认和肯定，被委以中央领

导集体的核心成员的重任。1929 年，杨殷因被叛徒出卖被捕，英勇牺牲。周恩来代表中共

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的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文告，对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重要

地位和贡献进行了充分肯定：“杨殷同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之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

是广东铁路工人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他曾亲身参加广州暴动，为人民委员会委

员之一，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并曾亲身指挥赤卫队与顽强的敌人作战，直战至暴动

的第三天，尽了最后的努力。”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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