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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纵队成立与抗战最后胜利

1944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

略反攻阶段，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的

日军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日本侵略

者为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接应南洋

被困的日军，从 4 月起连续发动豫、湘、

桂战役，广东面临全面沦陷的危险。尽

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

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经为期不

远了。

珠江纵队在中山成立

1944 年 7 月 25 日，为阻止日军打

通湘桂的企图，防止华南地区全面沦陷，

中央向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提

出了关于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并计划于 11 月 9 日派出八路军南下支

队 4000 余人从延安出发南下。此方针

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广东敌后抗日武

装对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同年 8 月，一方面为落实中央的指

示精神，一方面由于南、番、中、顺游

击区难于归东江纵队统一指挥，故东江

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区纵队（指珠江

和粤中地区纵队），并实施挺进粤中战

略。10 月 1 日，中区纵队成立大会在五

桂山区槟榔山村古氏宗祠召开，中区纵

队下辖第一支队（原中山人民抗日义勇

大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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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区纵队主力

大队继续向西发展，距离珠江地区越来

越远，给指挥联络带来困难。为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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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临委、

东江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中区纵队一分为

二，分别在珠江、粤中地区活动并得到中

央及周恩来同意。1945 年 1 月 15 日，广

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中山五桂

山区正式成立，下辖 2 个支队、1 个独立

大队，在中山地区的部队为第一支队。

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5 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

到最后胜利的大局已定，苏联红军在解

放被占领土地之后，迅速向柏林反击 ；

盟军继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成功后，又

准备在亚洲开辟对日总反攻的新战场。

侵华日军为了防止盟军在中国华南沿海

登陆，把西北江的主要兵力向南转移到

沿海的中山、顺德一带驻守。

其时，在中山的日军有 2000 至 3000

人，伪军第四十三师等 3000 多人，伪联

防队几千人，分别驻守在石岐、唐家、恒

美、麻子、西桠、雍陌、湾仔、前山、金斗湾

等地，形成了对五桂山的包围。而中区

纵队主力部队挺进粤中后，留守五桂山

根据地的部队只剩下 300 多人，于是敌

人趁虚而入。日、伪军同时还勾结国军

顽固派和海盗山匪，不断袭击游击队，杀

害民主政权干部，攻打民兵 ；伪军步步紧

逼，扩大其势力范围。为配合盟军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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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由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和第一

支队政委梁奇达留守五桂山，广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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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五桂山东北面，进一步加强敌后抗日斗争。

1945 年 3 月 18 日晚，珠纵第一支队民族、雪

花、马成三个中队联合出击前山伪联防中队

和古鹤伪五区中队。当晚，游击队在前山和

古鹤两个伪据点同时发起进攻时，40 多名伪

军还在睡梦中，因而仅 7 分钟就结束战斗。

自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成立后，由于正确

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统一战线，团结

爱国民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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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恶劣的条件下巩固了五桂

山区抗日根据地。至 1945 年 3 月，珠纵第

一支队兵力扩充了一倍多。1945 年 5 月开始，

珠纵机关及第一支队在时局变化情况下，开始分批实施战略转移东江。

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至中山，人们奔走相告，万众欢腾。然而，驻守中山的日军虽然大

势已去，但仍进行垂死挣扎。8 月 14 日，驻潭洲的日军乘汽船向天沟及

高沙一带侵扰，与驻防该处的地方实力派发生激战。8 月 16 日，驻小榄

的日军欲用巨型木船运谷离境，也被“挺三”部队所截获。与此同时，珠

纵第一支队发现翠亨农场的一股日军，不仅毫无投降表示，而且继续在驻

地附近强拉夫役，抢掠物资，一支队即将该股日军包围缴械并给予警告。

此后，驻中山日军陆续集中石岐。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围绕受降的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反动派欲抢

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发动内战的企图日益明显，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受降

任务由于国民党当局与日、伪军的互相勾结与阻挠而未能实现。中共广东

区委员会审时度势，认为 ：一方面要保卫胜利成果，促进民主和平局面的

出现 ；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防止内战的到来。

8 月 24 日至 25 日，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中山县行政督导处分别发布

了《为抗战即将胜利结束告中山全县同胞书》及《抗战胜利敬告中山全县

同胞书》。内文主张停止内战、处理战后问题、建立民主政权、奖励抗日

武装部队、逮捕战争罪犯等，并告诫全县人民要真正实现抗战的胜利还要

经过十分艰难的斗争。10 月，珠纵机关及第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宣告结束，

第一支队划归东江纵队，开始新的征程。

（本文内容及栏目图片，均系作者根据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整理）

> 35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在五桂山根据地多次阻击日、伪军的“扫荡”

珠江纵队成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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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游击队

九 区 大 队第 一 中 队

第 三 中 队 民 族 队

民 生 队

马 成 队

雪 花 队

民 权 大 队
（原二区中队）

第 二 中 队
（内定九区中队）

猛 虎 队
1945.3-1945.9

蛟 龙 队
1945.3-1945.9

铁 流 队
1945.1-1945.6

反 攻 队
1945.5-1945.9

孔 雀 队
1944.11-1945.3



36 <

白石防御战

1945 年 2 月 28 日凌晨，日军出动

一个步兵中队 100 多人、一个炮兵中队

80 人，配山炮一门，在伪军黄祥、萧

天祥部 200 余人的配合下，联合向攻打

神湾日、伪据点后暂时驻扎在白石村的

珠纵一支队发起进攻。珠江纵队参谋长

周伯明与第一支队长欧初等研究，决定

以班为战斗单位，迅速占据村内的碉楼，

并加强村口碉楼的战斗力，扼守进村要

道的入口，占据有利地形积极防御。在

周伯明的指挥下，一支队沉着应战，同

敌军对峙将近一天，击毙日军 13 人，

伪军多人。到下午 4 点左右，敌人的炮

弹已经打了60发，周伯明立即部署反攻。

此时，第一支队政委梁奇达带领的大布

民兵增援部队赶到，两支队伍里应外合，

夹击敌军，共毙伤日伪军 40 多人。

白石防御战斗的胜利，为五桂山抗

日根据地及附近地区赢得了四个多月的

安宁。

三山虎山血战

1944 年 7 月 3 日，南番中游击区指

1945 年 5 月 8 日深夜开始，日军 1000

多人，伪军第 3000 人，共 4000 多人分六

路进入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扫荡”。珠江

纵队根据敌情“扫荡”的战略布置 ：为保

存主力和保卫根据地，将一支队主力迅

速转移、隐蔽，不与敌人正面硬拼 ；派猛

虎队、民权队在灯笼坑三山虎山一带截

击敌人 ；派一支小分队化整为零，分散在

五桂山区内骚扰或袭击来犯敌军。

5 月 9 日，珠纵一支队猛虎队 24 战

士奉命于三山虎山阻击从灯笼坑进攻五

桂山区的一路敌军（日军 300 多人，伪军

近 1000 人），以掩护司令部及主力部队

转移。当敌人行至三山虎山山脚，进入

猛虎队的伏击圈后，遭到猛虎队战士的

顽强阻击。战斗从凌晨 4 时开始打响，

至上午 8 时，击退了日、伪军两次强攻，

毙伤 30 多人。日伪军又调动大队包围

过来，作第三次强攻。此时，猛虎队的弹

药已消耗大半，便兵分两路，一路由中队

长梁杏林率领 12 人向外突围请援，一

路由小队长黄顺英率领 10 名战士向三

山虎山头转移，继续阻击日伪军。猛虎

队用仅存的弹药，连续多次击退大批日、

伪军的进攻，最后弹药全部耗尽，9 名战

士牺牲，山头阵地只剩下三人继续坚守。

正在战斗最紧要关头，猛虎队向外请援

的一路和民权队的援兵赶到，日、伪军因

措手不及，伤亡甚多，遂放弃山头，撤出

灯笼坑。

三山虎山战斗，猛虎队、民权队英勇

顽强，以少胜多，圆满完成了阻击来犯日

伪军的任务，为珠纵司令部与第一支队

机关转移取得了时间。

代表战役
◎链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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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防御战指挥碉楼旧址

三山虎抗击日军战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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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锵云（1894-1970）

广东新会人。1925 年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

广州起义，历任中共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抗

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委员、广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珠江纵队司令

员、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等职，领导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和顺德西海等游击基地，

领导珠江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成功率领中区纵队主力挺进粤中，并在中山领导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

梁嘉（1912-2009）

广东开平人。中学时代开始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6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抗

战初期，历任西江特委组织部部长、南路特委副书记、中区特委副书记、珠江三角

洲特委书记。1945 年 1 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政委，同年夏率领珠江

纵队一部分主力向西江上游挺进，到粤西北、桂东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周伯明（1916-1998）

广东大埔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到西安张学良东北军工

作。抗战初期，曾任香港市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长，与曾生、谢鹤三人创建了 60

多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香港沦陷后组织开展新界游击战建立交通线，为抢

救文化人和建立港九大队起到积极作用。1943 年 12 月任东江纵队参谋处长，1945

年 1 月任珠江纵队参谋长，带领部队开展爆破战、麻雀战、攻坚战等，屡屡得胜。

梁奇达（1916-2002）

广东开平人。九一八事变后，在广州边念书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肇庆支部书记，中共中山县五区区工委书记，中共中山县

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中共番禺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党总支副书记。1945 年 1 月 15 日，梁奇达任珠江纵队第一

支队政委。

◎链接二
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