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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楠——广东抗日人民解放军司令员

周楠（1907-1980），又名洪飚，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平岚人。1929 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任中共永耀电池厂支部书记，1938 年 2 月任中共广州

市委委员、常委兼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9 年 5 月后，先后任高雷工作

委员会、南路特委、中共粤桂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和高雷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

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广东省委省政府部门和韶关市任领导职务，1980
年 5月病逝。

周楠 1907年 12 月 1 日出生于贫农家庭。父亲周畅佳，曾在美国矿场当工人。

周楠 13 岁时，由双亲送到他在朝鲜谋生的姐夫处生活，入汉城华侨小学读书，

后到同乡开办的制袜厂当学徒，不久，转到华侨开办的同顺泰号店铺当徒工五年，

直到离开朝鲜。其间，他目睹日本统治朝鲜，欺负凌辱华侨，心中愤愤不平，他

订阅了上海《申报》《东方杂志》，密切关注国内消息，经常想着要回到祖国、报

效祖国。

1927年，周楠回到香港当工人。他刻苦读书，接受党的进步刊物影响，1929
年夏秋间，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由邓发（曾任中共香港市委书

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主持，成立中共永耀电池厂支部，周楠任支部书记。1930
年 4月由于散发传单发动香港工人罢工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虽遭受严刑拷打，但

他始终不泄露党的秘密。周楠获释后经组织安排，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干事，

由郑仁波直接领导，曾与共产党员李守纯单线联系，接受指导开展革命活动。1930
年 5月，因郑仁波、莫叔宝被捕后叛变，而与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在此期间，

周楠曾两度返中山家乡务农。

1935年秋，周楠再次回到香港并成立读书会，会员发展到 100 多人，1935
年 12月，他以读书会为基础，正式建立香港抗日救国会，会员有 200 余人。193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周楠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代表

们讨论和议决了有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选举了宋庆龄等为执行委员，推

选沈钧儒等 14人为常委，周楠当选为候补委员。

1936 年冬，通过饶彰风的介绍，周楠与中共广州市委罗范群、麦浦费取得

联系，他请求恢复党籍。经过中共广州市委审查及谈话后，1937 年 4 月恢复了

他的党籍。1937 年夏秋，中共广州市委派他着重在工人中建立阵地。那时，周

楠公开的职业是广州黄埔开埠督办分署办事员，办理开辟黄埔港工程建设等项事

宜。工作之余，就发动黄埔区工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 10月，根据中共

广州市委部署，周楠离开黄埔，在市内开展职工运动，并在工人中恢复建立党组

织，带领工人开展革命斗争。1938 年 2 月，他任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常委兼市

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还兼任中共广东省委职工委员会委员，以印刷工人为重

点，深入广州印刷厂等工厂，培养工人积极分子，先后吸收新党员五六十人，壮

大了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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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周楠转移到开平县赤坎镇参与组织粤中特委，任

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开平、台山、恩平、新会等地开展抗日斗争。不久，

他根据省委指示，到合浦、北海等地检查工作，传达省委关于抗日斗争的指示，

帮助建立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

1939 年 5 月，周楠到达高州，先后找到共产党员周明等以及由刘谈锋率领

的香港青年归国服务团团员数十人，然后再到化州、梅菉，遂溪、广州湾（抗日

战争前，由法国统治，抗战胜利后改名为湛江）等地，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正式建立中共高雷工委，周楠任书记，部署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时，第十九路

军第六十一师旅长张炎，也回到南路，在梅菉等地组织原十九路军将士参加抗日，

动员各县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培训了 6000 余人。周楠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派出同志和张炎联系，并到张炎率领的学生总队、抗日救亡

乡村工作团工作，先后在高州的 6间县立学校和农村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

群众团体，仅在学生队就发展了共产党员 100多人。不久，周楠转移到雷州半岛

一带帮助建立中共遂溪县委员会，又与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领导人黄其江联

系，发动青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1939 年冬，周楠到韶关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高雷地区工作情况，省委决定

把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等地的党组织统一起来，建立中共南路特委，以周楠

为书记。1940 年 2 月，南路特委搬到广州湾，建立地下机关，指导各县工作。

同年冬，日军侵占合浦县属涠州岛，继又在钦州湾登陆，占领钦州。中共南路特

委周楠等立即进行紧急动员，组织抗日团体，反击日寇的侵略。这时，合浦县发

生“白石水乡”事件，由党员张世聪领导的农民，与国民党军队对峙，坚持武装

斗争一年零七个月。省委认为：白石水是国民党统治区，白石水斗争影响我们坚

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主张以政治斗争代替武装斗争。周楠在南路特委及干部会

议上，传达了省委指示，并坚决执行，于 1941年 10月，将白石水武装斗争停下

来。鉴于钦州地区成为敌后，省委决定于 1941年夏成立中共粤桂边区工作委员

会，以周楠为书记，开展敌后工作，发动游击战争，鉴于日军此时从南宁、钦州

地区撤退，省委撤销了这个决定，周楠仍任中共南路特委书记，留在雷州半岛工

作。这时，中共广东省委已撤销，分别成立中共粤北省委、粤南省委，南路特委

由粤南省委领导。

1942 年，中共南路特委、粤北省委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周楠立刻布置南

路各地党组织隐蔽，停止公开活动，但他仍坚持在南路工作。1943 年 3月 12 日，

日军在雷州半岛登陆，中共南路特委提出“抗日保乡”口号，下令雷州半岛地区

共产党员坚持敌后斗争，团结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1943 年 9
月，周楠号召各地学习遂溪抗战经验，各地纷纷建立抗日自卫队、后备队，坚持

平原、丘陵、山区游击战，屡给日寇以重创，并制止了顽固派的进攻，保卫了农

村抗日根据地。

1944 年 6 月，南路特委周楠、温焯华等同志决定建立由我党直接领导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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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武装，以遂溪县老马村为据点，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后又在化

州、廉江边境建立化廉指挥队，这几支武装有六七百人，加上各地建立的游击小

组，力量达 1500 余人。吴川县成立抗日自卫队，有 100多人，在前线连续打击

敌人。

周楠等南路特委同志还部署了茂名、电白、信宜、合浦、防城、灵山、钦州

等地的革命斗争。这时，原十九路军抗日将领张炎受爱国主义影响，从香港回到

吴川，联络旧部开展抗日活动。周楠等南路特委派共产党员陈信材到张炎部做政

治工作，争取张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张后率部 800多人举行起义，其部队改编

为高雷人民抗日军。1944年 11 月底，建立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周楠任司令员

兼政委，温焯华任政治部主任，李筱峰为参谋长，下分两个支队。由于南路特委

领导的抗日武装蓬勃发展和张炎起义，茂名、电白、信宜、合浦、灵山、钦州、

防城等地党组织亦带领群众开展抗日和革命活动。

1945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部队进攻吴川，南路特委决定向北挺进，在广

东的化州、廉江、茂名和广西的博白、陆川建立革命根据地。周楠等率领南路人

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向化州北部挺进，途中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邓锷、戴朝恩

的截击。1945 年 2 月，挺进部队到达草塘，后在永旺村，遭受国民党顽固派部

队千余人的袭击。后来周楠在青平附近的老鸦村，主持召开司令部军事会议，把

笫一二支队编为两个大队，四百余人，由参谋长何畏率领部分主力，挺进合漓自

石水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周楠和唐才猷则率领部分武装转移到雷州半岛开展

敌后游击战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在周楠等南路特委同志领导下，南路各县党组织迅速发展。建立起茂名、遂

溪、合浦三个中心县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南路特委周楠等同志把辽阔的南

路地区划分为高州、合浦、雷州半岛三个片领导，党员发展到 1800余人。

1945 年 7 月，南路特委派余明炎到粤东，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联系。适逢广东党组织在罗浮山召开党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广东区党委，以尹林

平为书记，周楠被选为广东区党委委员。从此，南路特委归广东区党委领导。抗

日战争胜利后，周楠被调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农村工作，1946 年 9 月调任中共

广东区委驻越南劳动党中央联络员，1947 年 5 月任中共粤桂滇边区工作委员会

书记。1948年夏，周楠率部向云南挺进，开辟滇东南部革命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周楠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政治委员、中共

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省人民法院院长、省政

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政法部副部长、韶关专员公署副专员、广东省交通

厅副厅长等职。1972 年后安排在省交通部门工作，积极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

务。1979年任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积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80 年 5月

病逝。他参加革命 50多年，毕生英勇战斗、勤奋工作的事迹，永远铭记在广东、

广西、云南、贵州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