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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

的指示，领导广东人民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华南各抗日纵队在孤悬敌后的艰难

复杂条件下，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运用机动灵活

的战略战术，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建立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使华南敌后

战场成为我党领导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广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沿海地带到遍及全

省的艰难、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共分为 4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全国抗战爆发到广州等地沦陷。广东党组织进行了抗日武装斗

争准备工作。这时期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举办了军事训练班，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民众抗日武装，为在广东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广州沦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广东省委开展了抗日武装和抗日

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 10月，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对外运输

交通，大举入侵华南。广州、珠江三角洲、海南岛及潮汕等沿海地区相继沦陷。

广东省委带领人民奋起反抗，在各地建立了游击队和根据地。 

1、通过三种形式建立抗日武装：在海南岛，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成功，

把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在东江，我党以国民党合法名义新建立



了曾生、王作尧两支游击队；在珠江三角洲，我党派林锵云等将吴勤建立的游击

队，改造成为人民抗日武装。 

2、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上述数支人民武装成立后，广

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抗击日伪军，不仅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拥护，而

且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的大力支持。党中央、南方局对广

东这数支人民抗日武装十分重视和关怀，先后派梁鸿钧、李振亚、庄田、谢立全、

谢斌等一批红军干部到广东加强军事领导。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严肃地批驳

了在敌后方独立开展游击战争会“影响统一战线”的谬论，肯定了广东敌后游击战

争的方针和做法。党中央、南方局还对我军在敌后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游

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和军事统战等重大问题，作了一系列

明确的指示。在党的关怀领导下，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到 1941

年，东江游击队发展到 1000余人，取得了东莞百花洞等抗日战斗的胜利，建立

了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琼崖独立总队发展到 4000人，建立了

琼文等根据地，成立琼崖东北区人民政府。珠江游击队建立了顺德西海和中山五

桂山抗日游击基地。 

3、开展了自卫反顽斗争，总结反顽斗争经验。我军初步开展华南敌后游击

战争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逆流，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1940年 3月，

国民党顽军阴谋进攻东江游击队。我军东移海陆丰，遭受严重挫折。5月 8日，

党中央电示指出：曾、王两部向我后方行动，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

必归失败，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大胆坚持抗战，也不怕打磨擦仗。遵照这一指示，

部队重返惠东宝敌后前线，开拓了新区。同年 11月，海南美合抗日根据地也遭

顽军围攻。琼崖独立总队英勇反击后撤离美合，东返琼文根据地。东江、琼崖两



支游击队认真总结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确立了独立自主、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

方针。琼崖总队不怕打磨擦仗，实行自卫反击，1941年先后取得了罗蓬坡、斗

门、大水等反顽战斗的胜利。 

第三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湘桂战役之前。广东党组织在艰苦条件下，

坚持与发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1941年 12月 8日，日军发动太平

洋战争。25日，占领香港。为把华南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伪军勾结

顽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队实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广东敌后抗日游击

战争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此，广东党组织着重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1、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和省临委。 

1942年 1月与 12月，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广东军政委员会和中

共广东省临委先后成立，以尹林平为书记。领导机关设在游击区，有要事即联席

开会研究，作出重大部署和决策，加强和统一了广东党政军的领导。在其领导下，

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磨擦的斗争，粉碎了日伪顽的夹

攻，在艰苦斗争中，坚持与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部队也得到发展壮大。 

2、抢救了大批文化界人士、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 

香港沦陷后，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从香港

日军虎口中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汝棠等 800余名文化界

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还营救了国际友人百余人，安全护送到大后方，受到了党

中央的表扬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称赞，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3、采取了坚持老区、发展新区的正确方针。 



东江游击队在日伪顽进攻下，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坚持老区并深入敌后，

开辟港九、大亚湾、增（城）博（罗）地区。1943年 11月，粉碎了日军对惠

东宝根据地发动的“万人扫荡”，部队也有了较大发展，12月，正式成立东江纵

队，由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

部主任。 

琼崖独立总队采取“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方针，向琼东南、琼西南发展，

粉碎了 1万日军、5000伪军的“扫荡”、“蚕食”，部队也得到发展壮大。1944

年秋，改称琼崖纵队，由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庄田任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参

谋长，王白伦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建立了东、西、南三个军政委员会，8个县的

抗日民主政权。 

珠江部队采取“发展中山、经营番禺”的方针，跳出顺德西海狹小地区，向中

山、禺南、南三等地发展，取得了西海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伪军 9000余人对

五桂山根据地的“十路围攻”，部队发展到 2700余人。1944年 10月，成立了

中区纵队。 

4、坚持自卫立场，再次击退顽军进攻。 

这一时期，广东国民党当局掀起一阵阵反共逆流，除破坏粤北省委和南委外，

还调兵大举进攻我抗日根据地。1942年，周恩来致电广东军政委员会和东江游

击队，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势在必打，志在消灭，要以积极行动同顽固派展开

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军坚持自卫立场，坚决反击顽军的猖狂进攻。东江游击队粉

碎了顽军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扬言 3个月内消灭我军的阴谋，坚持和发展了东



江敌后抗战。琼崖纵队从 1942年 9月至 1943年 12月，打退了顽军 40多次

进攻，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第四阶段，从湘桂战役到抗战胜利。广东党组织在全省范围内发动和开展敌

后游击战争。1944年 5月，日军继打通平汉线后，发动了打通湘桂和粤汉线的

作战。驻广东的日军分三路沿西江、中区、南路入桂作战。1945年 1月，日军

占领韶关，打通粤汉线，广东处于全面沦陷状态。 

根据形势的发展，党中央作出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部署，指

示东江纵队不可以东江为中心，必须向北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全岛，并与南

路打通联系。同时指示王震、王首道带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挺进华南，会

合华南各抗日纵队开辟以湘粤赣边为中心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据此，1944年 8月，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召开土洋会议，作出了大力

发展抗日武装，组织部队北上、东进和西进，在全省范围内发动和开展敌后游击

战争的决定，并指示各部队坚决执行挺进和发展敌后的战略任务。东江纵队先派

一部挺进北江，建立江北根据地，接着又派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率领一部分

部队挺进粤北，迎接王震部队南下。另一部东进海陆丰等地，与韩江纵队打通了

联系。东江纵队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英美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积极

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还与美军合作，建立电台和情报站，收集日军大量重要军事

情报，并多次营救美军飞行员，受到盟军的赞誉。琼崖纵队挺进白沙，建立五指

山中心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遍及全岛 16个县。中区纵队主力挺进粤中，不久

宣布为广东（中区）人民抗日解放军，由梁鸿钧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委；留在

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公开宣布为珠江纵队，由林锵云任司令员，梁嘉任政委。其



主力不久也挺进西江，向湘桂边发展。在南路，南路特委按照南方局王若飞大力

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1946年 1月，发动南路各地和钦廉四属地区举行抗

日武装起义。六月，成立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由周楠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潮

汕和兴梅地区，先后成立了两支韩江纵队，分别由林美南和李碧山负责。 

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共 2.8万余人，各抗日根据地还拥有数以千计的民兵。

抗战胜利时，华南各抗日纵队根据党中央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开展收复失

地，解除日伪军武装的斗争，在大陆先后收复了南头、深圳、会城、都城等许多

大小墟镇。琼崖纵队收复县城 2座和 180余座墟镇。 

华南各抗日纵队成立以来，在广东 70多个县内浴血奋战，先后抗击和牵制

日伪军 15万多人，对日伪作战 3000余次，歼灭日伪军 2万余人，建立了 9.7

万平方公里，人口 1000余万以上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打乱了日本企图把华南变

成入侵南太平洋的后方基地的战略部署，不仅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而且配合和支持了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作战，为中国的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 7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发给东江纵队和

琼崖纵队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

和民主政权，至今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影响和作用日

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在广东发动大

规模内战，妄图消灭华南人民武装。周恩来、叶剑英分别在军事三人小组和军调

部据理力争，达成了东江纵队主力北撤的协议，并先后派方方和廖承志到广东谈

判调处。经过激烈斗争，我北撤人员 2580余人安全北撤山东，后扩编为两广纵



队。留在华南坚持斗争的部队，分别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琼崖、闽

粤赣边等纵队。它们在华东战场和解放华南的作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