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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红色革命遗址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

令部旧址位于中山市五桂山街道南桥

村槟榔山 14 号古氏宗祠。

1943 年起，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

部、中区纵队司令部、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先后在古氏宗

祠开展革命活动。1944 年 10 月 1 日，

中区纵队在此宣布成立。解放战争时

期，古氏宗祠仍为五桂山区人民开展

对敌斗争的驻地。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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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共产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成立的顺

德抗日游击队、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

加上逐步改编的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

队部分队伍，是珠江纵队的前身。在

抗日游击战争中，这支部队由几十人

发展至近 3000 人，成为华南敌后抗战

的一股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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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

署，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

政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区纵队。10 月 1

日，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在古氏宗

祠召开珠江地区游击干部和中山地方

党组织负责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林

锵云、罗范群、刘田夫、谢立全、谢

斌、刘向东和珠江、粤中、西江 3 个

特委的领导梁嘉、谢创、冯燊，以及

党领导的珠江三角洲各游击队和各级

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共 100 多人。大

会宣布中区纵队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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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纵队下辖第一支队、

第二支队、挺进粤中大队、中山八区

抗日游击大队、新鹤大队、南三大队

和雄狮中队等，共 2700 多人。中区纵

队的成立标志着珠江和粤中地区的抗

日武装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区纵队挺进粤中后，中共领导

的广东中区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区域迅

速扩大，部队不断发展。为加强珠江、

粤中两个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和

部队建设，1944 年 11 月，中共广东省

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

议决定调整珠江、粤中两地区部队建

制和任务，将中区纵队一分为二，分

别在珠江、粤中地区活动。1945 年 1

月 15 日，经中共中央批示，广东人民

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中山公开宣布

成立。古氏宗祠是珠江纵队司令部的

活动旧址。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和周边环境航拍图（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2 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内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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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纵队及其前身各时期的组织

建制为：1942 年 6 月至 1943 年 1 月，

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领导下的人民

抗日游击队；1943 年 2 月至 1944 年 9

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1944 年

10 月 至 12 月， 中 区 纵 队；1945 年 1

月至 1946 年 6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队珠江纵队。

珠江纵队及其前身在远离党中央，

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党的指

示，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

靠人民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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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水网地带及五桂山区，后期扩展至

粤中、西江和粤北地区。这支队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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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解放事

业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古氏宗祠是清道光年间该村乡绅

古腾芳兄弟捐资兴建的，为古姓族人

祠堂。清光绪癸未年（1883）重修。

建筑坐西南向东北，三间两进，砖木

结构，建筑面积约 186 平方米。1980 年，

中山县人民政府拨专款对古氏宗祠进

行修缮；2002 年，中山市人民政府拨

款修缮，并在祠堂旁边建起近 600 平

方米的停车场；2004 年 7 月，中山市

再次拨款修缮。2021 年，中山市对此

片区党史教育基地进行升级改造，重

新布展中山人民抗日斗争展览，新建

英雄广场及红色主题雕塑，配套建设

带状公园、公共停车场。

该旧址于 1984 年被中山市人民政

府评定为中山市革命文物重点保护单

位，1990 年 12 月被中山市人民政府公

布为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2008 年 11

月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

立于古氏宗祠门前的中区纵队成立旧址

碑石背面的简介（《中山日报》记者摄于
2020 年 8 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旁英雄广场雕塑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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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从这天起，珠江纵队的名字让敌人胆寒

为加强珠江、粤中两个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和部队建设，1944

年 11 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做出决定，

调整珠江、粤中两地区部队建制和任务，将中区纵队一分为二，分别在

珠江、粤中地区活动。该方案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12 月上旬，中区

纵队和珠江、粤中、西江地区党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鹤山宅梧召开。

会议决定撤销中区纵队建制，将驻粤中地区部队和珠江地区部队分开，

直接由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领导；原中区纵队在珠

江三角洲的部队则采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番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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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撤销中共珠江特委，番中顺各县地方党组织划归珠江纵队第一、第

二支队党委领导。会后，林锵云、谢斌返回五桂山，与梁嘉、周伯明、

刘向东等人筹备珠江纵队的成立工作。

1945 年 1 月 15 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中山发表宣言，

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立宣言》庄严宣告“珠

江纵队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子弟兵”“热诚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与我们的兄弟队东江纵队、琼崖独立纵队共同坚持华南敌后战场，

为解放华南同胞而奋斗”。珠江纵队司令部设在五桂山区槟榔山村，下

辖两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在中山地区的部队为第一支队，支队队长

欧初、政治委员梁奇达、副支队长罗章有、政治处主任杨子江。番顺地

区部队为第二支队，南三边境部队为独立第三大队。至 3 月，珠江纵队

共有 1752 人，轻重机枪 53 挺、步枪 1162 支、短枪 326 支、炮 1 门、

物保护单位；2003 年 6 月被核定公布

为中共中山市委党史教育基地，2011

年 9 月被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定为广

东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8 年 5 月

被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为中山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2020 年 9 月被国务

院公布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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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弹筒 2 具。

为加强敌后抗日斗争和配合盟军登陆，进一步打击敌伪的军事活动，

珠江纵队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和五桂山区的地理环境，决定由纵队林锵

云司令员和第一支队政委梁奇达留守五桂山根据地主持全面工作。一支

队实行两线分兵作战，由参谋长周伯明和一支队队长欧初率领民族、雪

花、白马、成功等中队，活动于五桂山西南面一区和五区一带；由副支

队长罗章有、政治处主任杨子江率民生、民权、孔雀等中队，活动于五

桂山东北面四区和六区一带。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成立后，赢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活动范围不断

扩大，武器装备不断改善，部队战斗力不断加强。至 1945 年 3 月，珠

江纵队兵力扩充了一倍多，并配合已解放的乡村全面开展民主建政工作。

继五桂山区、滨海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又在谷镇区建立区民主政权，

在凤凰山区成立筹建政权委员会，在一区成立政权筹建小组，并领导根

据地人民进行减租减息、反对伪税票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共产

党的威信，在主力部队挺进粤中后，在日军重兵驻守中山的恶劣条件下，

巩固了五桂山区抗日根据地。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挺起钢铁的脊梁——大革

命及抗战时期中山红色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5—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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