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
（1945 年 8月至 1949 年 12 月）

第十一章 争取和平民主和分散坚持斗争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胜利后，人民希望

实现和平民主，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需要一个休养生息和平安定的环境。忠实代表中

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利益出发，力争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一

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

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实行国民党专政，维护和恢复其在全国的

反动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前途。为了争取中国走向

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

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后，中共合浦地方组织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经济上，廉州北海出现了新的危机。在抗战前，廉北的经济还是比较繁荣的。抗战开

始后，由于日军的封锁、炮击、轰炸和占领，至抗战胜利时，交通未全面恢复，工农业生

产凋零，日用必需品以及各种原料缺乏，且均价格高涨，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重

压，合浦境内的工商业难以恢复，市场萧条，又因金融波动，国民党法币、金圆券、银圆

券不断贬值，使工厂、商店相继倒闭，商场上只剩下一些小店经营谋生，人民生活极端贫

困，国民经济毫无生机。合浦人民更渴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重建家园，发展经济。

军事上，国民党大军压境，要实行一党专政，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地位，就妄图消灭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还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时，国民党军队在合浦白石水抗日根

据地就已经到处横行。日本投降前，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粤桂南指挥部所属的第四十六军，

奉蒋介石之命，从广西东南向廉江推进，接收日军占领的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以“绥

靖”为名，妄图消灭南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形势十分险恶。钦州、廉州以及粤桂边、中

越边境已被国民党军队所控制，这些地区的东北部可直迫湘边，东趋浔梧，南出越南，进

而与大后方川滇、黔恢复联系；若再打通广州湾海路，就能使美国的装备甚至兵员可从距

离仅六七百海里的菲律宾运来，在此登陆，为发动内战创造条件。

抗日战争刚胜利，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

方针》的报告，指出“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目前这个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

胜利的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向全党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自

力更生”的方针为全党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作了思想准备。1945 年 8 月 26 日，毛泽东起



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

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但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

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是完全有办法的。”由于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原定建立以五岭为中心的华南根据地

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针对战局的变化，1945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对广东人民武装的

行动方针作了指示：“……你们应迅速讨论，并计划分散坚持的办法。即将主力部队分散

数十股，每股几十到几百人，利用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各地的大山及闽

西南之群众基础，分散转移与采用秘密方法去坚持斗争，其余小部则原地坚持，很好组织

革命斗争，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工作。”中共广东区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并据此确

定了新的工作方针：“一面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另一面是长期打算，准备将

来合法的民主斗争。”区党委决定分散领导，全省共分 11 个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南路以“十

万山及勾漏山”为坚持斗争的地区，仍由周楠领导。决定开展城市工作，“可能回城市工

作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中共中央同意了广东区党委的方针与部署。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为南路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南路

党组织这个阶段面临的斗争，就是同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的斗争。党组织当前的主要任务，

是针对国民党当局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一方面发动群众，揭露

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使人民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保卫胜利果实，并在不放松武装

自卫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争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的现实；另一方面是保存革命力量，

保存党的干部，粉碎敌人“围剿”消灭人民武装的企图，为对付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

切实作好相应的准备。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结合南路的严峻形势，1945 年 9 月，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

楠回到湛江，会同在湛江的中共南路特委委员温焯华及党的其他负责人在赤坎召开了特委

紧急会议。会议认为雷州半岛必然是国民党军队全力控制的地区，南路人民抗日武装若留

于此将会被动挨打甚至有被歼灭的危险；而十万大山地跨粤桂两省，且与越南接壤，地形

好，利于部队隐蔽和回旋，国民党在此地兵力较薄弱空虚；党组织在十万大山有一定的群

众基础，有一支党领导的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广东区党委也指示南路应以十万大山及勾漏

山作为坚持斗争的地区。于是会议作出决定，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以第一团为主，再从各

团抽调部分兵力，由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率领，从雷州半岛等地突围挺进十万大山，

开辟新的根据地。其余各团分散返回原地，以连、排或武工队、小分队的形式分散隐蔽活

动，坚持自卫斗争，避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调整各县、区主要干部，已暴露身份不

宜留在原地坚持工作的调换到新的地区。

赤坎会议后，周楠、温焯华等特委领导分头下去传达会议精神，对西进十万大山和分

散隐蔽活动作了具体部署。



第二节 恢复各地党组织和武装队伍的联系

1945 年 5 月，张世聪在大窝山战斗中牺牲后，谭俊立即前往广州湾（今湛江市）向特

委书记周楠汇报情况。周楠听完汇报后，向谭俊作了工作指示，并任命其为中共钦廉四属

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周楠的指示内容有：①设法取得与各地党组织和武装部队的

联系，组织精干武装队伍，坚持斗争，其余用武装工作队形式，分散活动，发动群众，恢

复与发展地区；②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余下的队伍，如在合灵难于坚持斗争，可

以撤回雷州半岛；③对“永信烟庄事件”继续进行审查，对政治可靠、经过斗争考验的主

要领导干部，可逐个恢复其组织关系，并通过他们去恢复其他同志的关系；④密切与特委

联系，按月写书面汇报，有紧急情况或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当时合浦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重兵扫荡，党的武装起义队伍主力转移，少部分队伍

被打散了，队伍严重减员；革命的基本村庄和群众备受烧杀掳掠，国民党广东八区专员兼

保安司令张国元向其南京主子报告邀功，叫嚷革命力量已经“肃清”；白色恐怖笼罩着整

个合浦大地，群众由积极支持转向惶惑；交通联络网点被破坏，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和武

装队伍的联系中断，处境空前困难，革命形势处于劣势。

谭俊回到合浦公馆区的主要立脚点——白沙乡龙颈村，首先向该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张

书坚传达特委指示，部署该地区工作。随后，向白石水区党组织负责人陈明景和南康区负

责人李洵祥分别传达了特委指示并部署工作，选派白石水区的郭志文前往灵山联系。郭到

灵山白鸠阜等交通站，因国民党反动派“扫荡”找不到人而折回，容有：①设法取得与各

地党组织和武装部队的联系，组织精干武装队伍，坚持斗争，其余用武装工作队形式，分

散活动，发动群众，恢复与发展地区；②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余下的队伍，如在

合灵难于坚持斗争，可以撤回雷州半岛；③对“永信烟庄事件”继续进行审查，对政治可

靠、经过斗争考验的主要领导干部，可逐个恢复其组织关系，并通过他们去恢复其他同志

的关系；④密切与特委联系，按月写书面汇报，有紧急情况或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当时合浦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正在重兵扫荡，党的武装起义队伍主力转移，少部分队伍

被打散了，队伍严重减员；革命的基本村庄和群众备受烧杀掳掠，国民党广东八区专员兼

保安司令张国元向其南京主子报告邀功，叫嚷革命力量已经“肃清”；白色恐怖笼罩着整

个合浦大地，群众由积极支持转向惶惑；交通联络网点被破坏，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和武

装队伍的联系中断，处境空前困难，革命形势处于劣势。

谭俊回到合浦公馆区的主要立脚点——白沙乡龙颈村，首先向该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张

书坚传达特委指示，部署该地区工作。随后，向白石水区党组织负责人陈明景和南康区负

责人李洵祥分别传达了特委指示并部署工作，选派白石水区的郭志文前往灵山联系。郭到

灵山白鸠阜等交通站，因国民党反动派“扫荡”找不到人而折回，再派往小江交通站的陈



九思也因反动派“扫荡”找不到人而返回，情况确实严重。

谭俊再三考虑，认为联系的重点应放在灵山。根据钦县小董武装起义受挫后到来的钟

古和钟淑坚汇报的情况分析，钦县负责人卢文可能在灵山，小江部队也可能在反动派“扫

荡”后转移灵山，如果能联系到灵山队伍，则钦县和小江的问题可能同时得到解决，因此，

决定再派郭志文到灵山去。一再派郭志文到灵山联系，主要考虑此人勇敢坚定，机智灵活，

忠诚可靠，经受过 1940 年白石水武装斗争考验，加上年纪较轻，不容易引起反动派的注

意，由于他具有这些品质条件，在十分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任务。

郭志文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与重托，他再次出发灵山，在没有联系地址，环境异常

恶劣，袋里的钱也用光了，又患上感冒，受饥挨饿，风餐露宿的情况下，几经周折，终于

通过秧地塘村的群众找到了隐蔽在城南山区的灵山部队，同时联系上小江部队和钦县的卢

文。

谭俊于 1945 年 7 月至 8 月，由郭志文带领前往灵山。到达灵山，谭俊先找陈铭金谈

话，陈汇报了灵山的情况，重点是武装起义及队伍西进受挫情况。谭俊向他传达了特委指

示，研究布置了工作，尤其强调采用武工队形式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地区的重要性，以

克服武装起义时动员所有党员参加武装队伍带来的脱离群众的缺点。灵山的领导接受并坚

决贯彻特委指示，其后队伍便站稳了脚跟，武装力量和地区都有所恢复和发展。

谭俊找小江大队的大队长练炳强传达布置工作。练原是二支队的大队长，是谭在北海

读高中时的同班同学，离别数载，他们都从学生变成了游击战士，从学文到习武，战友兼

学友重逢，格外兴奋。谭要求他们把队伍开回小江地区，坚持小江斗争，打开局面。练表

示同意，但认为要先派人回去了解情况，做好准备，然后才回去。经研究决定，派宁业富

等 4人回去，为队伍回去作准备。

随后，谭俊又找自钦县到灵山的卢文、朱守刚，谈了钦县的情况，安排了相关的工作，

之后又和防城的负责人谢王岗取得联系并在北海会面商谈。

至此，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恢复了与各地党组织和武装部队曾一度中断的联系，使

党的指示能在钦廉地区贯彻执行，保证钦廉地区的革命斗争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运行轨道。

第三节 东进雷州的合灵武装西返和主力部队西进

合灵武装队伍西返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广州湾成立行政专员公署、警备司令部，随后，把广

州湾改称湛江市，成立市政府，任命广州湾地方势力头子陈学谈为第二方面军先遣军第二

支队司令、湛江市政警总队长，统率地方武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对坚持敌后抗战多年的

南路抗日军民进行“清剿”。早在 1945 年 6 月，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和遂溪县自卫大

队共 700 多人，进犯遂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7 月中旬，向粤桂边推进的国民党四



十六军 3 个师到达廉江附近，并进犯遂廉边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六十四军则沿南宁－钦县

－合浦－线推进雷州半岛，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气焰骤升，并以“绥靖”为名，配合国民

党正规军频频进犯遂廉化边根据地。进入越南收缴日军物资的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在

新街遭到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袭击，损失惨重。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国民党

第二方面军的 4个师，会同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沿海警备大队等，进驻南路各县市，

恢复各级反动政权，并起用一批地方反动势力头子，收编日伪、土匪武装，扩充反动团队，

进行拉网式“清剿”，企图一举消灭南路人民武装队伍。日本投降时，合浦的武装队伍经

过国民党的残酷扫荡，大部分分散活动，有些人转移回地方隐蔽工作，当时，只有赖作亮

的武工队 10 人在白石水区隐蔽活动，苏显枢中队 30 多人在灵南香山、沙帽岭一带活动，

小江队 80 多人转移到灵山，和灵山队一起活动，西场有少数武装秘密活动，小江队和灵

山队都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形势十分严峻。

1945 年 9 月下旬，中共南路特委将东撤到高雷地区的合灵武装队伍编为合灵独立营，

黎汉威任营长，郭芳任政委，按地区编为 4个连：灵山主力连，连长许家骅，指导员卢传

义，副指导员徐永源，排干温之淮、朱光、劳德先、徐泗海等；西场连，连长王克，指导

员包恭，副连长王禄安，文化教员伍朝汉，军事教官王益，医官裴凤芝，排干洪季铨、李

甫斯、叶崇业等；南康连，连长黄谷，指导员陈符隆，副指导员钟古，文化教员邓治，副

文化教员李克，排干姚宁泽；白石水连，连长黄家祚，指导员邓鼎，司务长陈文兴。合灵

独立营共 200 多人，由黎汉威和郭芳率领返回合灵地区配合各地武工队坚持斗争，以便及

时支援合灵地区各地的武丁队，增强合灵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并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主力第一团（惯称“老一团”）西进十万大山创造条件。合灵独立营自遂溪从海上乘船向

西场方向航行返回合灵地区，途中因天黑和风大浪高，不久，白石水连和南康连搭乘的船

同营部指挥船（灵山连搭乘的船）失去联系，自行向南康方向驶去；灵山连和西场连搭乘

的船继续向西场方向航行。

白石水和灵南队伍坚持斗争

白石水连经过两昼夜的航行，最后在竹林西村登陆。上岸后行动暴露，遭到国民党反

动武装的袭击，一些人员失散，部队蒙受损失，余下人员由黄家祚连长率领，返回白石水

地区后转移到灵南与苏显枢部队一起活动。连队司务长陈文兴返回家乡冲堀垌，闻悉部队

撤到高雷后，家乡很多革命家属遭受当地反动保长的迫害，他当即带领一些战士将几个反

动分子镇压了，此举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随后组织起一支 30

余人的队伍，在家乡和灵南一带坚持斗争，其后编入合灵南大队。

合灵南地区包括合浦县的白石水、张黄、旧州、常乐、多蕉、道歌北、白花塘（石湾）

和灵山县的维安、升平、伯劳、武利等乡镇，即以大成和沙帽岭为中心，沿武利江两岸的



地区，是武装斗争以来开辟和创建的纵横数十里，人口约 10 万，群众基础较好的游击区。

合灵南区军民经历了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反复残酷扫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陈文兴

镇压几个反动分子，组建一支 30 多人的武装队伍后，道歌北乡的陈定恭、李瑞球也组织

起一支 30 多人的队伍；沙帽岭周作民、周秀理也组织了一支 40 多人的队伍；还有一支高

韦队。连同 2 支起义的老队伍，全区共有 200 多人的武装。他们曾先后攻打过多蕉、白花

塘、升平、维安等国民党反动乡政权，取得了胜利。在升平战斗中，连长黄家祚带病上战

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5 年冬，独立营领导决定从灵山连抽调徐永源、王朝明、朱光、徐泗海和几个班长，

并从小江队抽调朱伟、朱有玑等十几个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由谭俊率领到灵南地区，

分配到各队加强领导。随后这几支队伍会同苏显枢中队编成合灵南大队，苏显枢任大队长，

徐永源为政委，下辖 2 个中队：一中队中队长李明，指导员李通；二中队中队长周秀理，

指导员李洵祥（前）、朱光（后）．副中队长徐泗海。

1946 年 2 月 25 日，苏显枢、徐永源、李通率领合灵南大队在谷埠附近的榕木角村驻

扎时，被合浦县警察大队和乡保队 700 多人包围，激战一天，杀伤顽军数人，缴获步枪 4

支。下半夜队伍机智安全转移，突围前，把一些废弹埋在谷壳堆中燃烧，不时发出响声，

顽军以为灵南部队伍还在村内，整整打了一天，最后发觉是个空村。此战在当地影响很大，

扩大了灵南部队伍的声势。

1947 年 1 月，合灵南地区的部队，组建成南路人民解放军直属第一营，苏显枢为营长，

徐永源为政委，下辖 2个连，一连连长李明，指导员李通，副指导员朱有玑；二连连长周

秀理，指导员朱光，副连长徐泗海，副指导员陈祥。

西场连坚持斗争

西场连在西场登陆后，开到合钦灵边的吊丝榕村与西场大队副大队长庞殿勋率领的队

伍会合。

庞殿勋是西场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西场部分队伍随二支队东进高雷时，他留守西场同

唐林先策划国民党党江警队起义，缴获轻机 1 挺，法国步枪 10 多支，驳壳枪多支，组成

20 多人的队伍，在距西场数十里的吊丝榕山区一带活动。西场连与庞殿勋队伍会合后，重

新组编成西场连，王克任连长，包恭任指导员，庞殿勋、王禄安任副连长，伍朝汉任文化

教员。队伍合编后，继续在吊丝榕村一带活动。因为吊丝榕村一带是个离城镇较远的偏僻

山区，群众基础较好，便在此隐蔽一段时间，待摸清情况站稳脚跟后，再向外发展。但这

个地方很小很贫困，群众生活很苦，要解决部队给养很困难，所以部队停下来后，就不得

不派出小分队外出搞给养，这样，西场连很快就暴露了。约驻了一个月左右，接到国民党

顽军要对吊丝榕村进行扫荡的情报，连队领导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应付顽军的扫荡：



一是抽调十二三人组成精干的主力排，配备良好的武器装备，作为中心队伍出海活动，这

样既可以避开陆地顽军扫荡的锋芒，又能在海上打击顽军的船只取得经济收入，筹集食物，

待顽军扫荡过后，部队集中时有钱粮使用，解决部队的给养。二是在西场、沙岗一带部分

有社会关系人员，连人带枪利用社会关系分散隐蔽，建立单线联系，等待顽军扫荡过后再

集中。三是在上洋有亲友关系的队员撤到上洋附近，利用唐林先家乡、庞殿勋的舅父、伍

朝汉的亲属等关系实行隐蔽，同时利用这些关系秘密发动群众，开展县城附近的工作，既

可以隐蔽下来，还能起到牵制顽军的作用。

排长洪季铨和军事教官王益带领主力排下海活动不久，便与有反动武装护送的那丽渡

船遭遇，发生战斗，洪季铨负伤，由一名战士护送上岸到他亲戚家养伤，后被该村反动保

长发现并密报西场反动头子合浦县自卫队第三支队队长陈南，陈南把洪季铨抓捕。被捕后

洪季铨受尽严刑毒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后被反动派惨杀在西场街头。

洪季铨受伤被捕后，王益也上岸了，主力排由班长苏义成等人带领，继续在海上活动。

一次在海上打了一艘从海南开来的官僚船，缴获了大批物资分乘两艘高桅船回来，驶到木

案海面的高沙头时，同反动船队遭遇，发生激烈战斗。这时，沙岗的反动船队也来夹攻，

不久潮水退去，大船搁浅不能行驶，只有小船逃脱，突围向犀牛脚方向驶去，大船一直坚

持战斗到下午，在敌众我寡、弹药耗尽的危急关头，大家宁死不屈，6位战士投海自尽，

壮烈牺牲，3位在海上被俘，被押至党江杀害。主力排在海上活动期间，他们作战英勇，

临危不惧，至死不屈，先后有 10 位战士为党的事业壮烈牺牲。

部队遭到重大的挫折和牺牲后，斗争环境更加恶劣，困难重重。这时，连长王克和一

些人离开部队进入越南，这对部队和群众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而包恭、叶崇业、裴凤芝、

李甫斯、王禄安等人在严峻的形势下临危不惧，不怕艰险，在原地顽强坚持斗争，联系分

散隐蔽的人员，率领到灵南与苏显枢部队一起战斗，经常转战西场海上和陆地，继续艰苦

努力地做好各方面工作，使部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47 年 6 月，合灵部队组建粤桂边

区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团时，西场部队编为第三连，叶崇业任连长（后陈冠有），李甫斯任

副连长，黄长业任指导员；包恭任二十四团参谋。后来西场连扩大为 2个连，即三连和十

连，三连连长李甫斯，副连长邓汉强，指导员黄长业；十连连长陈冠有，指导员陈传芬，

副连长陈凤章。

南康连坚持斗争

南康连在牛屎港附近登陆后，连领导研究认为南康地处平原，少林无山，国民党统治

严密，在没有站稳脚跟之前，不利于部队集中，加上部队返回后病号增多，缺医少药，缺

钱少粮，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因此，决定部队化整为零，采用小型游击小组的形式开展活

动，利用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就地分散隐蔽，白天潜伏，夜间活动，保持联系，有任务时



招之即来，完成任务后立即分散，使国民党反动派无法找到目标进攻。这样既保持了战斗

实力，又解决了部队缺乏给养的困难，便于日后部队的发展。于是，连长黄谷（后来逃跑

了）和文化教员邓治率领一支武工队在竹林西村一带活动；排长姚宁泽和姚国厚率领一支

武工队在扫管龙一带活动；陈符隆、钟古率领的大部分队伍，于粟山、白沙头、石头埠、

婆围、营盘、白龙、闸利一带村庄活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南康连在菠萝根村钟景彰家

召开会议，汇报武工队活动情况，并商量决定成立南康区党支部，由党支部领导连队和南

康区的革命工作。党支部书记由陈符隆担任，钟古任组织委员，邓治任宣传委员（后姚国

厚）。

成立党支部之后，为了加强南康地区党的领导，陈符隆负责全面工作，钟古负责武工

队工作，李洵祥负责秘密的地方工作和沿海一带村庄的地方工作。

南康连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持中立态度或有进步倾向的地方上层人士，积极做统战

工作，使他们同情支持革命；而对一些反动分子则采取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

略，把他们镇服，使之不敢胡作非为；对土匪采取教育改造和镇压相结合的方法，部分人

经过教育和改造后加入革命队伍。广大群众对南康连的做法很拥护，这样南康连便能较顺

利地开展革命工作，连队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并发展和扩大了一批游击小组，使人民武

装队伍随之壮大起来。

当时南康连的主要工作是开辟农村，扩大活动范围，发动群众，组织和扩大游击小组，

壮大革命力量，肃清土匪，筹集解决部队活动经费。地方少数反动官僚地主和国民党保甲

长，指挥自卫队和保队搜集南康连少数分散活动的人员和队伍的活动情况，向国民党当局

和军队汇报，强迫革命家属出面为游击队员登记自首，出钱悬赏捉拿革命人员，瓦解革命

队伍，还不断勒索欺压村民，抓壮丁，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南康连在党支部的领导下，

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那时革命处于暂时低落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利用革

命队伍内部一些人的悲观情绪，采取三种办法破坏瓦解革命队伍：一是恐吓捉人，迫害革

命家属，悬赏缉拿参加革命的人员；二是利用同南康连有关系的人，企图拉革命队伍内部

的人出去；三是利用所谓“安南革命”（组织人到越南打劫），欺骗革命队伍中觉悟较低、

素质较差的人和群众参加他们的组织。南康镇长钟少卿（原国民党军团长，已退役回乡多

年）是主张悬赏捉拿革命人员，焚烧革命人员房屋，迫害革命家属的极端残暴的代表人物。

为了消灭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南康党支部到处扬言：“如果钟少卿捉拿我们的人和家属，

我们就捉他儿子（钟有 3 个儿子，其中最疼爱的一个在南康三中读书），如果他敢烧我们

的房屋，我们就烧他的洋楼，挖他的田塍和海堤。”对于南康党支部针锋相对的严厉警告，

钟少卿的老婆听了之后极为害怕，劝说钟少卿不要胡作非为，钟少卿也害怕，始终不敢行

动。以杨天锡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主张用拉的办法瓦解革命队伍，南康党支部则对这伙人采

取了针锋相对且灵活的斗争策略，使其阴谋不得逞。“安南革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南康



地区招兵买马，利用革命辞藻来蒙骗群众、瓦解革命队伍的一个毒招和阴谋。中共党组织

及时揭露其组织的头面人物廖元明是个凶恶的特务，邓桂是个大流氓，其组织的性质是反

动的、反革命的，结果上当受骗的人不多，反动派的这一阴谋又宣告破产。

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南康党支部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对敌斗争，大灭反动派的威风，

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1946 年 3 月，陈符隆、钟古等把分散隐蔽的人员集结起来，通过卧

龙村地主陈振初家的看马仔陈符凡（安仔）作内应，机智地潜入陈家，缴获了国民党军官

陈德明存放的机枪 1 挺、步枪 10 支、弹药一大批，大大加强了部队的装备。同年三四月

间，又在营盘海面截击国民党遂溪挺进司令戴朝恩（铁胆）的几艘商船，缴获步枪 10 多

支和大批大米、罐头食品及其他物资，有效地解决了部队的给养。由于进行有效的对敌斗

争，部队逐步壮大起来，到 1946 年 6 月，团结、争取、改造了贫苦出身备受欺凌的绿林

头领吴大梅及其队伍 30 多人枪，随即把部队整编成南康大队，陈普坤任大队长，卢传义

任政委。下辖 2 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陈荣坤，指导员李克；第二中队队长吴大梅，指导

员姚宁泽。转战于灵南和合东南地区，尔后转回南康地区活动。吴大梅后来在战斗中身负

重伤，被敌军俘虏，惨遭杀害。

灵山连坚持斗争

灵山连在西场海岸登陆后向灵山开进，几天之后到达灵东的咸水麓，同莫平凡中队、

苏显枢中队以及小江大队会合。1945 年 10 月，中共钦廉四属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谭

俊到灵山，与合灵独立营营长黎汉威和灵山党组织负责人陈铭金等研究部署独立营和灵山

武装队伍坚持斗争的问题。随后，灵山武装队伍与独立营灵山连一起活动，并肩战斗。先

后在古文水附近打败了灵山反动头子曹振甫的自卫队，在檀圩附近袭击一个反动分子的房

屋并击毙了这个反动分子。这些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武装队伍和群众，沉重地

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武装队伍的给养，白石水地区联络员陈明景决

定由陈祥、陈定恭负责武利江的税收工作，并于 1945 年冬建立了武利江流动税站进行收

税。12 月，大队长练炳强率领小江大队 70 多人返回小江地区，与小江武工队（小组）会

合。这时，小江反动民团又大搞围村封锁，把群众与刚返回的小江大队隔离开来。为了打

开局面，小江大队按照谭俊的指示，抽出部分骨干，组成武工队，分散回到各地活动。各

武工队深入村庄发动群众，帮助群众组织“同心会”，集中群众的力量与反动民团作斗争，

战胜各种困难。小江大队余下的 40 多人缩编为小江独立中队，黄金兰任中队长，冯彪任

指导员。小江大队重返小江地区，恢复和发展了小江革命根据地。

东撤到高雷地区的合灵武装队伍返回合灵地区，增强了合灵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及

时有效地支援了合灵地区各地的武工队，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南路人民武装队伍的阴谋，

同时带回了党的七大会议精神和一些油印宣传资料，给留守合灵地区坚持艰苦斗争的武装



队伍带来了胜利的喜悦和极大的鼓舞，并为“老一团”实行战略转移，西进十万大山创造

了有利条件。1945 年 11 月，营长黎汉威调到“老一团”工作，指导员卢传义调到合东南

地区工作；1946 年 4 月，政委郭芳调往别处工作，合灵独立营建制随之撤销，所辖的部队

归属合灵党组织统一领导。

主力部队西进

1945 年 11 月，在博白、钦廉四属党组织和人民武装队伍的支持配合下，“老一团”由

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率领，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前堵后追，从遂廉化边根

据地胜利到达灵东南的古文水。当时，灵山和小江的人民武装队伍正在这一带活动，受中

共南路特委派任督导员带领老一团西进的原南路特委常委杨甫（原钦廉四属党组织特派

员），召集合浦、灵山两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听取两县的情况汇报。杨甫在会上传达了

中共中央、广东区党委和南路特委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要求钦廉四属各

县党组织恢复活动，武装队伍坚持长期的艰苦斗争。12 月中旬，“老一团”经钦县胜利到

达十万大山南麓大勉村，与防城人民武装队伍会师，建立了十万大山革命根据地。

至此，在同日、伪、顽军进行激烈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在全国抗日战争结束进入解放战争的重要时刻，在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兵力企图将它消灭的

严峻形势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党委关于分散活动、坚持斗争的指示，避开

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消灭南路人民武装的罪恶阴谋，达到了保存武装、

保存干部的预期目的，使南路人民武装顺利地完成了由民族革命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的战

略转变。

第四节 根据合浦实际执行“分散坚持，隐蔽待机”的方针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蒋介石表面上同意与中共长期合

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实际上却频频对中共发难，命令国民

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限令国民党广东当局一个月内消灭人民武装队伍。10 月 20 日至 30

日，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密令，在

广州召开“粤桂两省绥靖会议”，限两个月内肃清“奸匪”。因此，广东内战愈演愈烈，国

民党在全省集结 8个正规军 17 个师，连同地方武装及伪军共 50 余个团，采取“网形合围”

及“填空格战术”，反复“扫荡”，妄图摧毁广东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则于大肆

“劫收”的同时，实行特务统治。

鉴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采取“志在消灭”的方针，11 月 4日，中共中央

转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关于闽粤赣边区工作的意见》指出：“目前形势决定

你处不是集中大搞，而是分散发展的时期。”“应避免严重清剿的打击，才能蓄力待机而不



过早遭受挫折。”此后，根据形势变化又继续指出：对国民党的进攻，必须“坚持自卫的

武装斗争，斗争的方针政策是保存力量与干部。”为避免损失，“可能隐蔽的武装部队，尽

可能隐蔽下去。”

随后，广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分散坚持，分散隐蔽，作长期打算，

以保存武装，保存干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坚持斗争的部署。并调整整顿领导干部，

把全省分为几个军事活动区，周楠、温焯华仍然负责南路工作，还指出：南路坚持斗争的

地区，应在十万大山及勾漏山。

1946 年春，经过尖锐激烈的谈判和斗争，中共和国民党当局达成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

撤山东的协议，广东的部分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合浦的庞达、李士洋和曾在合浦工作的杨

甫、黄其江随队北撤。

同一时间，国民党当局调整编一五六旅（原师）到十万山“围剿”南路人民解放军第

一团。上级指示，并取得越盟同意，第一团转入越南休整，后从越南转出滇桂黔边区。

1946 年春，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谭俊到南路特委机关汇报工作，中共南路特委委员

温焯华向他传达了中共香港分局的指示，指出：“由于双十协定签订后，我党要在南方撤

出几个区，东江纵队准备北撤，华南要作长期艰苦斗争的打算，广东可能出现十年八年的

长期黑暗局面。要改变斗争的形式，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因此我们要做好撤退武装人员

的准备，留下的少数武装人员，暂不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的名义活动，不用人民解放

军的番号，其余人员投亲靠友，将来再联系。”“要保持精干的武装队伍，放在机动有利的

山地上，坚持斗争，灵活地打击敌人；其余队伍分散发展，采取武工队的形式发动群众。”

谭俊从南路特委机关回来后，向钦廉各地党组织作了传达。

合浦党组织按照广东区党委和中共南路特委关于“分散坚持，隐蔽待机”的方针，作

了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派陈符隆到六万山腹地——寨圩地区进行恢复和发展工作，从武

装队伍中抽调适宜开辟工作的人员向游击区外围（如横南等）发展。

各地保留一支精干队伍机动活动，将一部分干部和队伍组成武工队，发动群众，恢复

村庄，开辟新区，发展武装力量，消灭反动分子，袭击反动据点和一些乡公所。

合浦地区党的领导在长期的斗争中深深体会到，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对取消武装存在抵触情绪，在贯彻“分散坚持，隐蔽待机”的方针时，一直没有停止过武

装斗争，也没有解散过武装队伍和复员人员，而是采用武工队的形式坚持武装斗争。在国

民党当局残酷的扫荡下，虽然给养十分困难，生活异常艰苦，但多数队员都立场坚定，坚

持斗争。尽管合浦地区武装队伍在斗争中遭到了一些重大损失，但武装队伍还是基本上保

存了下来，并不断得到发展，为尔后公开恢复和发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