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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

周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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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浙西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

　　1935年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奉命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

击战争，在浙西南站稳脚跟并建立革命根据地，于全国革命低潮时掀起局部革命

高潮，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浙西南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其革命活

动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挺进师在浙西南站稳脚跟并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为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强敌围攻，指战

员大部牺牲，北上行动失败。2月，突围转移至赣东北的先遣队余部，奉命以粟裕

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

地，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

合主力红军的长征。

　　挺进师艰难转战，誓死挺进，至4月底取得斋郎大捷，方才打开进入浙西南的

通道。5月上旬，主力进抵浙西南腹地，受到当地进步群众组织——“青帮”的欢

http://cpc.people.com.cn/
http://cpc.people.com.cn/BIG5/
http://mongol.people.com.cn/
http://tibet.people.com.cn/
http://uyghur.people.com.cn/
http://kazakh.people.com.cn/
http://korean.people.com.cn/
http://yi.people.com.cn/
http://sawcuengh.people.com.cn/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index.html
http://renshi.people.com.cn/
http://theory.people.com.cn/
http://dangjian.people.com.cn/
http://cpc.people.com.cn/GB/164113/index.html
http://cpc.people.com.cn/GB/87228/index.html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117005/index.html
http://fanfu.people.com.cn/
http://dangshi.people.com.cn/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index.html
http://cpc.people.com.cn/shipin/
http://search.people.cn/getNewsResult/?channel=cpc&x=10&y=11&keyword=%25D6%25D0%25B9%25FA%25B9%25B2%25B2%25FA%25B5%25B3%25D0%25C2%25CE%25C5%25CD%25F8
http://paper.cntheory.com/html/2021-01/11/nw.D110000xxsb_20210111_2-A6.htm


迎，获得群众依托，遂选取松（阳）遂（昌）龙（泉）云（和）、龙（泉）浦

（城）江（山）遂（昌）东西两片区域“作为建立第一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挺进师迅速掀起革命高潮。正如粟裕所说：从1935

年5月到9月中旬，我们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

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在浙西南，挺进师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及其所辖的5个区委（县委），下属

50余个支部；建立了玉岩、竹溪等苏维埃政府，下辖20余个乡苏维埃政府和近

200个村苏维埃或分田委员会。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挺进师部队发展到千余

人，建立下辖150余支游击队的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成立了农

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了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

地革命，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面，成为中国革命低潮时新建立的一

块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始终在浙西南坚持并最后结束三年游击战

　　面对浙西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浙江、福建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被动

局面，国民党当局迅速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兵力对付挺

进师，于1935年9月19日开始大举“清剿”浙西南。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

留下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主力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打

击敌人。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挺进师所调动，除派出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

之外，大部队仍死死围住浙西南，血洗根据地。

　　1935年10月，进入敌后的挺进师主力与叶飞等领导的闽东红军会合，联合组

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共同开展和坚持斗争，并根据敌人血洗浙西南

之情，迅速开辟浙闽边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军民浴血抗击，牵制敌人几十个团的

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第十八军撤离浙西南，浙西南长达8个多

月的反“清剿”斗争结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迅速抓住敌情相对缓和之机，再

次掀起革命高潮。其间，粟裕率部数次返回浙西南活动。至1936年底，挺进师不



仅在浙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而且恢复了浙西南的工作，游击区域扩大到30多个

县。

　　1936年底，国民党又调集10万兵力“清剿”闽浙赣皖边区。挺进师“化整为

零”，分散打游击。其间，粟裕率部在浙西南建立遂（昌）宣（平）汤（溪）游

击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开展反“清剿”，使敌之“清剿”“未奏肤功”。

　　1937年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南历经两次谈判、一次会谈，与国民党

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公署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浙南进入合作抗日阶段。此时，

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在浙西南独立领导斗争的粟裕，根据形势和传闻，分析并

证实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之情，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合作抗日倡议。9月18日，遂

昌县当局复函，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接洽”，欲收编红军。粟裕识破对方

阴谋，坚持要对方代表到根据地谈判。10月14日，对方代表抵达根据地中心门阵

村，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之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至此，浙西南进入

合作抗日阶段，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结束。

　　浙西南三年游击战的独特历史地位

　　挺进师入浙之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挺进

师迅速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浙江燃起革命烈

火，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浙江是蒋介石、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的老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

院，也是维系国民党“剿共”军费之财阀的盘踞地，“素称平安之区”。浙西南

革命烈火的燃起，深深触痛国民党统治的中枢神经，不但吸引、牵制闽浙两省的

国民党地方武装，而且迅速吸引国民党中央军，牵制第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兵力长

达8个多月。这不仅直接减轻中央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而且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后

顾之忧，使国民党无法安心和全力“围剿”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从战略上策应了

长征。同时，掩护挺进师主力南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减轻了闽东、闽北、皖

浙赣等邻近游击区的军事压力，使这些游击区赢得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



　　挺进师入浙时，浙江的中共组织已被严重破坏，遍及50余县的60余次革命武

装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遭镇压，浙江的革命基业几乎被摧残殆尽。浙西南的

革命斗争，重新燃起浙江革命烈火，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

　　1938年3月，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驰骋抗日疆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上的

一支劲旅，并在解放战争中编入第三野战军，先后参加苏中、淮海、渡江等著名

战役，战功卓著。其中共和国大将粟裕和少将陈铁军、张文碧、刘亨云等解放军

高级将领，均直接出自挺进师。而包括刘英在内留在浙江的一大批干部，则成为

浙江抗战和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中坚力量。北上抗日先遣队幸存的革命火种，

在浙西南得到保存，浙西南游击区为中国革命保存、造就了一支革命劲旅。

　　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斗争，不仅创造出“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等游击战略

战术，而且探索总结出“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等一整套军事原则，“反敌

人之道而行”等一整套作战原则，“兜圈子”“8字形”等一整套行动原则，“多

半选择小村庄”等一整套宿营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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