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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
广东曾活跃着一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
，
由爱国进步青年组成的队伍

。

这就

是�’�东青年抗 日先锋队” �简称
“
抗先

， �
。

这支

队伍从学生扩展到工人
、

农民
，
从城市走向农村

，

展开轰轰烈烈
、

扎扎实实的抗日宣传 和 组 织 活

动
，
为把抗 日救亡的火种散播到广东全省

，
为发

展我们党的力量和扩大影响
，
作了不少有益的工

作
。

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

一九三五年
“ 一二

·

九
”
运动爆发之后

，
珠江

也立即怒吼起来了
。

广州地区各大中学校的革命

师生
，
和各界人民一起积极响应和声援这次爱国

学生运动
。

同时
，
北平等地的爱国青 年 成 立 的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 �简称
“
民先

” �
，
对广州

地区的学生运动
，
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

广东党组织经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

反动派的历次严重破坏
，
地下党组织曾有一段时

间停止活动
，
这时候正在重新建立

。

一九三五年

秋
，
在上海党中央局发行科工作的王均予�王平�

同志
，
受党的派遣

，
来到广州

，
组成

“
中国 青 年

同盟
” �一说为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 ，
简 称

“
中青

， �的革命青年组织
，
作为建党的准备

。

接

着
，
北方局派去香港工作的薛尚实同志�孔志成�

等组成的
“
南委

”
又派人来广州组织一个党领导的

外围组织
“
突进社

，
�简称

“
突进

” �
。

一九三六年

五月
，
王均予到北方局

，
向刘少奇

、

李大章同志

汇报工作
。

一九三七年党中央又派张文彬
、

张云

逸等同志来广东工作
。

一九三八年一月
，
中共广

东省委正式成立
，
张文彬任省委书记

。

从北平调来

广东的吴华�吴济生�同志负责省青委的工作
，
加

强青年运动的领导力量
。

广东地下党通过
“
中青

”
和

“
突进

”
这两个进步

的青年组织发动青年学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抗 日

活动
。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 日
，
中 山 大 学 召

开全校师生大会
，
发出通电

，
响 应

“
一二

·

九
”

学生爱国运动
，
十二 日举行示威游行

，
决定停课

�周开展抗 日宣传
。

一九三六年一月九 日
，
中山

大学
、

中大附中
、

广雅中学
、

执信
、

女师
、

女中
、

知用
、

教忠
、

仲元
、

庚戌
、

国民大学和民大附中

等校学生
，
冲破重重封锁

，
召开全市学生抗 日大

会
，
一致通过成立

“
广州市学生抗 日救国联合会

” ，

推举中大曾振声 �即曾生 �为主席， 决定以大会

名义通电全国
，
响应北平学生抗日爱国运动

。

会

后
，
学生游行队伍到教育厅请愿

，
要求当局支持

学生抗 日活动
。

一月十三 日
，
九百多学生又举行

示威游行
。

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派公安局长和特侦

队长带领一百多名特务
、

流氓
，
打着

“
广州 市 民

救国锄奸团
”
的旗号

，
混入游行队伍

。

到了 荔 湾

桥
，
他们拔出凶器

，
殴打学生

，
打伤一百多人

，

绑走受伤学生十多人
，
中大学生朱文 畅 惨 遭 杀

害
，
造成轰动全省的

“
一

�

一三荔湾惨案
， 。

这一

暴行
，
激起了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

，
他

们从斗争中提高政治觉悟
，
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深入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
。

这时广东地下党还在许多学校成立秘密读书

会
，
利用合法的形式在基督教青年会 成 立

“
广州

市民众歌咏团
’ 、 “

艺术工作者协会
” 、 “

时事研究

会
” 、 “ 蓝白剧社

” 、 “
锋社

” 以及地下学联等 进 步

群众组织
，
宣传抗 日

。

其中歌咏团和艺协参加的

人数较多
，
工作开展比较活跃

，
起过较大的作用

。

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
，
后来大都参加抗先并成为

骨千力量
。

��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建立
，
广东的政治局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

广东

的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抗 日要求和行动
，
表

面上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
，
但他们的出发点则

是为了向群众标榜抗日
，
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

。

他

们为了控制学生运动
，
出面成立学生抗敌御侮救

亡会
、
青年群社

、

救亡呼声社等
。

由于广东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已初步扎根
，

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
，
建立了党支部

，
又建立了

一批秘密的或公开的群众团体
，
有了一定的群众

基础
。

因此
，
党组织决定

，
一方面派出一批党员和

气卜青
” 、 “

突进
”
成员

，
并且动员一批进步群众

，
参

加上述由国民党当局成立的组织 �实际上由我们

党所掌握��另方面在我们党组织比较强的学校首

先成立抗先
，
如中大抗先

、

中大附中抗先
、

广雅

中学抗先
、

教忠中学抗先等
。
随着抗 日战争的发

展
，
和广东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爱国热情的高涨

，

我们党不仅有必要
，
而且有可能根据抗 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政策
，
通过一定的方式

，
把全省青年运

动统一起来
，
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
以适应

全国和全省抗 日战争的需要
。
广东青年抗 日先锋

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
担负着重要的历史

使命而诞生的
。

抗先的成立是分两步进行的
。

省青委根据省

委的指示
，
首先于一九三七年十二 月 初

，
以 “
中

青
” 、 “

突进
”
为核心

，
用

“
平津同学会

”
的名义

，
联

合各个学生青年团体
，
发动举行

“
一二

·

九
”
运动

两周年纪念的示威游行
，
并产生联合全市学生的

筹备会
，
初步把广州的在校青年统一组织起来

。

接着
，
省青委又根据南京失守后

，
华南形势日趋

紧张的情况
，
决定尽快把统一和武 装 青 年 的工

作
，
扩大到全省

。
于是以中大抗先

、

中大附中坑

先为基础
，
联合市学抗会

、

青年群社
、

救亡呼声

社
、

青年抗日先锋团
、

平津同学会
、

留东抗敌后

援会等一共八个单位
，
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 日发

起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

接着
，
又成立了临

时工作委员会
。

这时
，
中共长江局再派于光远同志来广州

，

传达成立
“ 民先

”
的指示 �当时在广州也有民先筹

委 �
，
广东省委认为华北地区我党领导的

“
民先

，，

已经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
，
而广东的抗先已经

成立
，
在青年群众中有较大影响

，
并且已经取得

公开合法的地位
，
有利于发展青年运动

，
因而决

定仍保留
“
抗先

，，，
不作改变

。
于光远也留下来

，

��

参加省青委的领导工作
。

抗先的临时工作 委 员 会 于二月三 日正式成

立
。

当时广东国民党的党
、

政
、

军当局和各界都

有负责人应邀出席
，
对抗先表示祝贺和支持

。

八

路军驻广东办事处的云广英同志
，
还向同学们讲

述了游击战的原理
。

会后
，
同学们怀着极大的兴

趣举行了第一次游击战斗的演习
。

抗先在其
《 发起宣言

》
中

，
明确阐明自己的工

作任务
� “
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 年 统 一 战

线
，
团结一切英勇的青年战士到抗战的旗帜下来

，

加强我们本身的组织
，
武装我们的队伍

，
充实我

们的救亡理论和技能
，
适当分配我们的工作

，
站

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
，
有计划的分布到大小

县市乡村去动员工农群众
，
武装工农群众

，
保卫

大广东
，
支持全国抗战的顺利开展

，
保证抗战最

后胜利的获得
。 ”
关于抗先的性质

，
队章亦明确规

定
�“
本队是一个广泛的

、

综合的
、

统一的青年团

体
，
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权制的

，
半军事性质

的队伍
。 ”

为了把抗先建设成为一支有较高政治觉悟
、

有战斗力的队伍
，

中共广东省委十分注重在抗先

中建立党的组织
，
发展党员

。

在杭先 的 临 时 工

委
、

总队部和各级抗先队伍中
，
吸收了一批党员

，

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
，
加强党对抗先的领导

。

省

委还强调要抓好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
通过举办

读书班等形式
，
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学习社会科学

，
吸

引青年们参加集体活动
，

培养他们关心国内外大

事的兴趣和习惯
。
抗先临时工委会出版 了《

先 锋

队报》 ， �

翻 印了列宁的 《 国家与革命
》 、 《

共 产主

义运动中的
“
左派

”
幼稚病》 、 《 两个策略

》 、 《 战略与

策略
》 ，
斯大林的

《 列宁主义基础补 以及
《 红色文

献 》 等
，
供队员们学习和研究

。

不少人就是在如饥

似渴的学习当中
，
寻找到了真理

，
从爱国主义进

而信仰共产主义
，
并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成为无

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

抗先还积极组织队员们学习军事
，
邀请从前

线归来的将士给大家作讲演
。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

八路军驻广东办事处的同志主讲的军事课和政治

工作课
。

当时
，
国民党的军队在日寇进攻而前节

节败退
，
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
人数虽

少
，
武器虽劣

，
却深入敌后

，
打击敌人

，
并建立起抗

日根据地
。

两相对比
，
人们加深了对八路军

、

新

四军的景仰和信赖
。

有一次
，
叶剑英同志因事路



经广州
，
应邀到中山大学作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

，

前来听讲演的人十分踊跃
。

叶剑英深入透辟的分

析
，
象磁铁一样吸引着青年人的心

。

还有一次廖

承志同志应中大学生的邀请
，
在中大大钟楼所作

的政治时事报告
，
也给学生们留下了 难 忘 的 印

象
。

当时这些年青的队员们
，
特别是其中的共产

党员
，
都怀着一个心愿

�

到前线去
，
到敌后去

，

拿起武器
，
消灭侵略者

。

在组织军事学习的同时
，
抗先临工委还有计

划地举行军事演习
，
进行军事操练

。

当 日本飞机

对广州疯狂轰炸时
，
坑先队员勇敢地在街头担任

防空工作
，
帮助市民迅速疏散， 空炸过后

，
立即

投入紧张的救护工作� 晚上 日机夜袭时
，
参加巡

查
，
捉拿汉奸

。

抗先队员这些活动
，
受到市民的

称赞
。

抗先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
。

抗先有不少

文艺人才
，
他们组织抗敌演剧队

，
经常在街头演

出
，
演出的节 目有

《
放下你的鞭子

》 、 《
游击队歌

》

和其他一些既有抗 日内容又有地方特 色 的小 话

剧
、

戏曲等
。

此外
，
还开展募捐献金等活动

。
一

九三八年的�’�、 ·

一三
”
献金运动很有成效

。

当时

设在西壕口 的献金台
，
有一天

，
专为八路军

、

新

四军发动献金
，
献金大会有五千多群众参加

，
并

自发地喊 出了
“
中 国共产党万岁

”
的口号

。

这一举

动
，
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

，
但却把许多年来

人们受白色恐怖压迫的闷气都打破了
，
使得广大

群众知道
，
十年来广东的共产党并没有被消灭

。

到工厂去
、

到农村去
、

到抗战的前线去

抗先成立之初
，
就注意组织力量到农村去

，

到工厂去
，
到抗日的前线去

，
发动群众

，
引导青

年学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

杭先成立之后
，
便着手同广州的工人阶级建

立联系
。

当时的一些主要工会如协同和工会
、

榨

油工会
、

机器工会等
，
抗先都曾派出专人去开展

工作
。

并通过举办工人识字班
、

歌咏队以及同工

人共同劳动
、

交谈
，
向他们传播抗 日和革命的道

理
，
同时也从工人群众当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和革命教育
。

有一份报告
，
虽然只是记的中大杭

先第一特别队的情况
，
却是有代表性—“

我们在区指导部附近的工厂里
，

建立起
‘
初

步的
’ ‘
脆弱的

’
工人运动底基础来

。

如国华胶厂
、

大中华胶厂
，
都经过我们同志的不断努力

。

每天

的胶厂里
，
机器部

、

贴胶部
、

裁缝部
，
甚至火炉

旁
，
都有我们同志

‘
钻

’
进去和工友们谈话

。

在这

里
，
我们学习了一些接触工人的经验

，
我们认识

了很多
‘
头脑简单

，
或

‘
粗鲁

，
的有血有肉有骨骼的

同志
，
他们豪放直率

。

过去只在梦里想着大革命

时候工人的伟大
，
但不能晓得今昔的不同

。

这不

同有使人浩叹
，
也使人兴奋吧�

”

从一九三七年冬
，
到撤出广州之前

，
抗先临

时工作委员会曾于寒暑假期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去

开展活动
。

寒假主要是由中山大学的党员和陈秋

容 �周锦照 �
、

周华衍等同志带一个特别支队到

广州市郊的土华乡
、

长滋乡�由教忠中学党支部书

记张铭勋�张江明�和支委李静绮
、

李琼英�胡明 �

等同志带一个特别支队到顺德县的西海
、

路尾围
。

暑假则派出三十二个工作队共五百多人
，
分散到

省内南海
、

番禺
、

顺德
、

东莞
、

宝安
、

中山
、

台

山
、

开平
、

增城
、

博罗
、

从化
、

花县等二十个县

去工作
。

队员们和当地的农民群众住在一起
，
利

用晚上和其他农闲的时候
，
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

的口头宣传
、

文字宣传和艺术宣传
，
有时还到田

头
，
帮助农民做一些轻微的劳动

。

教忠中学的抗

先在顺德县工作时
，
还帮助贫苦农民为改善经济

地位而斗争
。

他们还在那里发展了一批党员
，
建

立起农村党支部和抗先组织
。

西海和路尾围后来

成为珠江纵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

经过抗先队员努力工作
，
中山

、

花县
、

增城
、

东莞
、

郁南
、

新会
、

江门
、

台山
、

开平
、

云浮等

县都成立了抗先分队
。

至于工作开展较早的广州

市郊如黄埔地区
，
还成立了自卫团

、

农民剧社
、

儿童团
、

救护队
、

妇女识字班等， 此外还成立了

乡村知识分子的组织 �十三乡救亡工作者协会 �

以及乡村儿童组织 �十三乡儿童团 �
。

农民群众

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
自愿卖物 献 金

，
支 援 杭

战
。

当广州沦陷时
，
土华乡有三十多位青年农民

带了武器来找抗先
，
要求一道去打游击

。

一九三八年五月
，
抗先根据省委的指示

，
派

�

出工作组前往增城
，

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武

装
。

当广州形势危急的时候
，
抗先动员了七十多名

干部和队员
，
于十月二十 日开赴东江前线

，
参加杭

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
他们英勇作战

，
不怕牺牲

，

例如护干班的同志
，
向东江进发时

，
在增城朱村

陷入了敌人的包围
，
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充分的军

事训练
，
但仍然毫不迟疑地与工兵团的士兵们并

��



肩作战
，
用步枪

、

机关枪同拥有飞机
、

大炮
、

坦

克的敌军作殊死的搏斗
，
中队长梁国 权 英 勇 阵

亡
，
四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

。

他们用自己的鲜血

和生命
，
为抗先的斗争史

，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

章
。

揭开斗争的新一页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 日
，
日帝侵略军向华南

发动全面进攻
。

淡水
、

惠阳相继失陷
。

广州形势

危急
。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
，
抗先临时工委

会于十四 日晚召集紧急会议
，
决定把抗先的原有

组织变为战时组织
，
将工委会转变为指挥部

，
号

召青年参加战时工作队
，
以及广泛动员民众

，
保

卫广州
，
保卫华南

。

可是
，
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一

触即溃
，
以致数天之内

，
日寇已迫近广州城下

。

国民党广东军事当局准备弃城逃跑
，
民众也纷纷

逃亡
。

在这种倩况下
，
抗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关

于保存千部
，
撤离广州

，
分散各地

，
开展党的工

作与青运工作的指示
，
在三天内集中了六百多名

队员和青年干部进行学习和整顿
。

其中中共党员

占全队总人数将近百分之四十
，
基本上包括了抗

先的骨干力量
。

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
，
敌人的坦克开始冲

入广州
，
国民党广东政府的机关人员早已逃走一

空
。

抗先大队部临时弄到两挺轻机枪
、

七枝驳壳

和几支步枪
，
遂决定于凌晨三时

，
在夜色的掩护

下向西江方向撤退
，
经过五天五夜的行军

，
于二

十五 日抵达四会县城
。

此外
，
救亡呼声佛山分社组织 了当地青年

、

手工业工人和未能随大队撤退的抗先队员共三百

多人于二十二日晚退出佛山后
，
已于二十四 日抵

达四会马房
，
翌日到达广宁县城

，
并且公开打出

抗先的名义
，
驻扎下来

。

关于此次西撤
，
抗先党支部的指导思想是明

确的
�

不是为着逃难
，
而是为着抗日

。

还在广州

的时候
，
抗先为了获得合法的地位

，
名义上属于

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广东民众战时动员委员会战

时工作队
，
到达四会后

，
动委会却要求取消抗先

的组织
。
我们识破这是国民党广东当局瓦解抗先

的阴谋
，
坚决不同意

。

当时省委一位主要负责同

志秘密随同抗先一起撤退到四会
。

抗先党组织经

过请示
，
决定可以同意挂战时工作队的招牌

，
由

国民党当局供给每人每月六块钱的生活费
，
但抗

��

先的组织不能取消
，
而且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

我们列举了抗先自成立以来
，
积极开展抗日救亡

工作
，
深得广大青年拥护

，
在群众中很有基础的

事实
，
向动委会据理力争

，
迫使他们同意我们的

处置办法
。

这样
，
抗先就挂了两块招牌

。

十月二

十七 日
，
抗先在四会附城的凤凰村召开了队员大

会
，
队员们满怀战斗激情唱起了抗先队歌�注�

�

我们是英勇的抗日先锋队
，

我们是一支铁的队伍
，

我们不怕敌人的残暴
，

也不怕艰难和痛苦… …

雄壮有力的歌声
，
激荡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心

。

在热烈的气氛中
，
大会通过了抗先队部的工作报

告以及抗先的章程
。

并选出委员二十三人
，
组成

总队部
。

这二十三名委员是邓明达 �总队长�
、

梁 良嘉 �梁 嘉
、

副 总 队 长 �
、

陈 恩 �副 总队

长 �
、

黄泽成 �组织部长 �
、

陈 能 兴 �宣 传 部

长 �
、

余铭艳 �秘书长 �
、

李鹤超 �李超
、

组织

部副部长 �
、

朱醒 良 �朱荣
、

宣传部副部长 �
、

唐健
、

区白霜 �梦觉 �
、
王磊

、

黎民伟
、

何涤
、

温盛湘
、

陈中夫
、

宋之光
、

梁威林
、

林彩容
、

刘

凤岐
、

昊华 �济生�
、

谭家驹
、

林耀鹭
、

刘汝深
。

此外
，
还决定加紧建立各级地方队部和开展武装

工作
。

根据省委指示
，
这支队伍除留下二百多人在

西江各县外
，
其余的则转到韶关地区各县工作

。

当时
，
从广州撤出来的还有

“ 四政大
”
和

“
学生

军训队
”
两支队伍

。 “ 四政大
”
全称为

‘
第四战区政

治部政治大队
” ，
原是国民党地方实力 派 余 汉 谋

�第四路军总司令 �
、

李煦寰 �四战区政治部主

任 �为标榜抗日于一九三八年在广州成立的
。

当

时中共广东省委为了争取国民党地方 实 力 派 抗

日
，
以及帮助国民党军队建立政治工作

，
改造国

民党军队
，
决定派我党党员和动员抗先队员秘密

考入
“ 四政大

” 。

当时招收的六十名队员中
，
大部

分是抗先队员
，
其中党员有十二人

，
事先曾由省

委常委
、

军委书记尹林平同志直接进行谈话
。

他

们进入
“ 四政大

”
后

，
成立了秘密党支部

，
由李静

绮任支部书记
，
按照省委的指示开展工作

。

“
广东省高中以上学生军事训练队

， ，
是一九

三八年暑假
，
广东国民党省政府为了抵抗日本帝

国主义侵占广州和巩固自身的地位而举办的
。

当

时宣布
�

凡是高中以上学生都要参加
，
不参加的

便不能毕业， 参加过学生军训结业的可作为预备



役候补军官
，
应征参军后可得到准尉或少尉待遇

。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为了加强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
坚持团结抗日

，
改造国民党的军队

，

决定派在学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动员
“
抗先

”
队员参

加学生军训队
，
以便宣传党的主张

，
团结群众

，

并争取有一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国民党的下

级军官
，
直接掌握武装力量

。

在军训队中建立了

三个党支部
，
共有党员一百多人， 抗先队员也有

二
、

三百人 �包括在军训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

抗先队员 �
。
军训队党组织直接由中共广东省委

领导�地下�
。

三个支部的具体工作由省青委书记

吴华直接领导
。

广州沦陷时
，
这两支队伍也撤了

出来
。 “
四政大

”
撤退到韶关� 学生军训队则撤退

到连县
，
在我党的领导下

，
继续坚持斗争

。

军训

结束后
，
国民党省政府开办

“
广东省地方行政干

部训练所
” �简称

“
地千所

”
�

，
宣称要改革地方行

政
，
任用青年

，
推行地方自治� 毕业后

，
大学生可

任区长
，
高中生可任乡长

。

经向中共广东省委请

示
，
为了争取广东地方实力派坚持抗 日

，
协助进

行地方改革
，
尤其是以便能控制和掌握国民党的

基层政权
，
领导上决定除个别党员因工作需要调

出之外
，
其他党员和抗先队员都打入

“
地干所，，�

在
“ 地干所

”
中仍然分为三个党支部

，
建立一个党

总支
，
也是由吴华直接联系和领导

。

把抗战的火种撒向全省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 日
， “
抗先

”
总队部在

新兴县举行第二次委员会议
，
总结总队部成立二

个月来的工作
，
确定今后抗先总方针

。

会议通过

的《广东青年抗 日先锋队工作纲领 �草案�》 规定
�

�一 卜
· ·

…坚持长期抗战
、

反对和平妥协
，
巩固

团结
、

反对分裂
，
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

纲领
。

�二 �积极动员民众
、

武装民众
，
参加自

卫团
、

游击队
。
�三 �到战区去

，
到前线去

，
到

沦陷区去
，
积极进行民众动员

，
组织武装斗争

，

直接打击日寇
，
摧毁汉奸政权

。

�四 �动员青年

参加战时工作
，
参加军事训练

，
投考 军 事 学 校

和 各 种 军 事
、

政治
、

技术训练班
。
�五 �发动

和建立民众的各种抗 日自卫组织
，
协助原有民众

团体使之健全充实
，
参加抗战工作

。
�六 �发动

并协助组织各地青年团体
，
建立全省青年统一组

织
，
促进全国青年团结

。
�七 �发展各地抗先组

织
，
健全各地队部

，
加强和发展抗先队伍

。

大会

还号召全省青年与各界人民团结一致
，
共同抗日

，

收复失地
，
保家卫国

。

会后
，
东江

、

西江
、

北江
、

中区
、

南路等三十多个主要县份相继建立抗先县

队部
，
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乡队部

。

从此
，
抗先的

工作正式从城市走向广大农村
，
揭开了青年运动

的新的一页
。

为了更便于取得党的领导
，
一九三九年三月

，

抗先总队部又随省委迁至韶关
。

三月二十一 日至

二十四 日
，
总队部在曲江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会

议
。

各地抗先负责同志以及山西民革社
、

岭东青

抗
、

学联代表团
、

抗 日青年前卫团代表也列席了

会议
。

会议通过了
《
在保卫华南战争中成长 壮 大

起来的广东青年运动》 与《为创造青年精诚团结切

实参战的模范而奋斗》 两个报告， 听取了东
、

西
、

北江及中区的工作报告
，
详细总结了抗战发生以

来青运工作经验
，
决定了今后整个青运的发展途

径
，
指出

� “
我们要到战区去

，
到敌人后方去

，
深

入农村
，
组织和武装广大的青年

，
并在工作上不

断学习
，
不断创造

，
在战争中使广东青年运动更

向前推进
。 ”

抗先这支队伍逐步地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

四万多人的队伍
。

这支队伍的成员中
，
有相当大部

分是工农分子
，
而且也开始有了部分武器装备

。

随着抗先的影响日益扩大
，
参加抗先的团体和人

员不断增多
，
抗先事实上 已成为当时广东青年运

动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

抗先的活动从城市转到农村
，
直接担负着唤

起民众
、

团结抗 日的任务
，
更加广泛地扩大民族

统一战线
。

到一九三九年五月
，
通过抗先组织建

立起的妇女团体有七千多人
，
农民抗敌同志会和

自卫团共五千多人， 通过抗先开办的民校有五万

多人
。

抗先的同志也是这些团体
、

组织的骨干
，

协助它们部署工作
，
克服困难

，
加强相互间的联

系
，
使斗争互相配合

，
连成一片

。

抗先除把各项活动继续推向前进之外
，
并开

始建立革命武装
。

中山县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

乡
。

当时地下党的中共中山县委书记是北伐时期

叶挺独立团的排长孙康同志
。

他以西桩小学校长

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
组织中山县的抗 日救

亡运动
。
在县委的领导下

，
抗先组织很快就发展到

三千多人 ， 通过抗先去组织的妇女协会有两千多

人
。

为了取得抗先的合法地位
，
便于独立开展活

动
，
县委指示抗先除了做好下层群众工作之外

，
还

��



要注意做好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

当时中山县长

张惠长原是国民党空军上将
，
与国民党右派有矛

盾，四区区长是个爱国的归国华侨
，
在国民党县党

部有点地位
。

抗先就主动接近他们
，
晓以大义

，
争

取获得他们对抗先的支持
。

这里的归侨和侨属较

多
，
而且大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

。

抗先就积极在

归侨中开展募捐活动
，
筹集资金

，
支援抗战

。

此

外
，
还组织演剧队经常在街头巷尾演出

，
宣传党

的抗 日主张
。
通过这些活动

，
党的威信在农民和

归侨中不断提高
，
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

，
才

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

后来中山县四
、

五
、

六区的

抗 日组织发展较好
，
一批一批的青年奔向抗日队

伍
，
与这种宣传作用是分不开的

。

日军入侵中山

之前
，
抗先发现有汉奸打信号与日军侦察机联络

，

马上召集队伍上山准备痛击日军的进犯
。

在横门
、

石岐诸役
，
抗先队员与其他地方武装一起同日军

崖战九昼夜
，
深得社会好评

，
国民党中山县当局也

不得不给抗先队员通令嘉奖
。
一九四�年春节前

夕
，
日军从唐家湾登陆

，
占领中山

。

中共中山县委

以抗先队员为基础
，
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独立

大队
，

团结
、

发动抗 日团体开展游击战争
。

后来
，
中

山县的游击战争向平原和海面逐步开展
。

经过多

次战火的磨炼
，

不少抗先同志成为抗 日武装—
珠江纵队和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的骨千

。

到增城县去的抗先同志
，
在配合党组织发展

人民武装方面也做得较出色
。

增城在地理上属广

州外围屏障
。

日军如从沿海地区登陆进而侵犯广

州
，
必经增城

。

因此
，
在广州沦陷前

，
省委就指

示抗先临时工作委员会派出工作队前往增城
，
配

合当地党组织建立抗 日武装
。
东莞县委为了加强

对抗先工作队的领导
，
也派出了一位在当地教书

的党员参加抗先的活动
。
他们和仙村

、

瓦窑的地

下党一起
，
很快建立了抗先乡队部和

“
妇救会，，，

举办民众夜校
，
进行抗 日宣传

。

当时 增 城 国 民

党当局在仙村也组织了
“广东民众抗 日 自卫 团

增城第三区指挥部
，， 。

仙村地下党员阮海天同志担

任了该团的政训员
。

由于地下党和抗先队的积极

努力
，
这个团体始终与抗先保持着密切联系

。
日

军在惠阳登陆的消息传到增城
，
抗先工作队和阮

海天在自卫团里组织了一支武装常备队
，
抗先队

支部另在瓦窑组织了一支武装常 备 队
。

这 两 支
‘
常备队

”
和抗先工作队共有一百多人

。

共同团结

起来
�

一起住宿
，
一起搞军事训练

。

当日本侵略

者进犯广州
，
经过增城铁路线和东江河时

，
多次

��

遭到这两支武装常备队和群众的抗击
。

投入战斗

的多达五百人
。

后来
，
这支队伍成为东莞游击大

队的一个中队
，
阮海天同志任中队长

。

另外
，

当

时因为各种原因继续留在增城的抗先同志
，
则隐

蔽在农民家里
，
组织游击小组

，
坚持地下斗争

。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
肖汉同志 �云南人

，
北京朝

阳大学学生 �不幸为 日军所俘
，
面对敌人的屠刀

，

他坚贞不屈
，
大义凛然

，
高呼口号

，
壮烈牺牲

，

表现了革命者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
，
增城

人民至今还在深切怀念他
。

其他地方抗先的武装队伍
，
在抗击 日伪军队

的战斗中
，
同样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

。

与此同

时
，
抗先中的党组织根据省委的指示

，
积极进行

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
使广东各地

党组织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

到东江去的抗先队
，
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

下
，
对于推动当地救亡运动

、

建立河源党组织起

了重要的作用
。

广州失守前夜
，
中山大学学生和

一些印刷工人
、

纺织女工共六十多人
，
在队长刘

汝深
、

副队长谭家驹 �����年 �月在东莞战斗中

牺牲 �
、

林耀葺�后来参加海南琼崖游击队
，
光

荣牺牲 �率领下到东江工作
。
因 日军从惠阳直扑

东莞
、

增城
、

广州
，
他们只得迁回经北江沿铁路

线到大坑口转翁源
、

连平
，
在路上走了两个月

，

长途跋涉两千八百余里
，
几经艰险

，
十二月才抵河

源县
。

一九三九年五月
，
成立了抗先总队部东江

办事处 �林耀鸳为主任 �和党组织中心支部
，
在

农村也建立了一些乡队部
。

与此同时
，
党中心支

部根据特委指示
，
在河源先后办了七八期青年训

练班
，
并在训练班里秘密发展党员

，
在县城建立

了第一个党支部
。

接着在各地建立党组织的基础

上
，
成立了中共河源县委

。

后来
，
东江办事处党的

中心支部又扩大为党的 河 源 中 心县委
，
负责河

源
、

新丰
、

龙门
、

和平的党的工作
。

此外
，
东江

区队还帮助当地
。
惠青

”
发动群众

，
成立了各种抗

日救亡团体
，
建立了人民抗 日游击队

。

在斗争中走向新里程

为了在统一战线中扩大左翼集团
，
抗先坚持

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
�尽管有的同

盟者是有条件的
、

暂时的
、

甚至是靠不住的 �以

便联合起来同亲 日派
、

大汉奸汪精卫及其走狗进

行坚决的斗争
�



广州沦陷后
，
蒋介石乘余汉谋

、

李煦寰声誉

扫地之机
，
派张发奎来广东接替余汉谋任四战区

司令
，
夺了佘的权

。

广东地方实力派因之与国民

党中央有矛盾
，
李煦寰辞去了四战区政治部主任

职务
，
就任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

从此
“ 四政大

”
也与四战区脱离关系

，
成为十二集团军

政治部政工大队
。

李煦寰等为了扩充 自 己 的 势

力
，
有意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

。

一九三九年三
、

四月间
，
国民党十二集团军在翁源香泉水办了一

个
“
政工总队

”
训练班

。

这时
，
国民党广东当局决

定取消动委会政工队
，
停发经费

，
把所属战工队

成员全部集中到韶关
，
准备解散

。

为了加强统一

战线
，
改造旧军队

，
我党决定撤到韶关的同志可

以参加
“
政工总队

”
训练班

。

参加香泉水集训班的

青年队员八百多人 �其中我地下党员 有 二 百 多

人 �
。 “ 四政大

”
的绝大多数党员也参加了集训班

，

许多人担任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
。

集训期间
， “
政

工总队
”
地下党组织设工委会

，
下面各中队成 立

党支部
，
由省青委直接领导

。

由于抗先的威信在民众中不断提高
，
余汉谋

想加以利用
，
所以这时对坑先是有好感的

。

当时

也有一些坏分子混了进去
，
他们在集训班里到处

造谣生非
，
破坏团结

，
打击积极青年

。

抗先的同

志决定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
，
发动进步青年进行

坚决的斗争
，
揭穿他们分裂革命

、

出卖民族利益

的丑恶面目
，
从而巩固了进步青年的团结

。

一九

三九年十月
， “
政工总队

”
集训班结束

，
学员被派

到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所属军
、

师
、

旅
、

团政工队
，

从事抗日宣传和政治工作
。

夏衍同志在《 粤北之行》 中讲到
， “
广东一年来

要做而尚未做的民众动员的基础工作
，
他们却在

短短时间之内愉快地做到了
。

广东局面能够很快

地镇定下来
，
这近两千的青年功绩

，
是不会被人

忘记的
。 ”

武汉
、

广州失陷后
，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成长
，
由于

日军侵略的战线过长
，
兵力不足

，
不 能 继 续 前

’

进
，
抗 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

此时
，
日军的主

要军事力量用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 抗 日 根 据

地
，
对国民党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

、

以军事打

击为辅的政策
。

国民党当局也在暗中与 日本勾勾

搭搭
，
进行妥协投降活动

，
并于一九三九年底至

一九四�年初
，

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
还在全

国范围内继续扼杀杭日救亡运动
。

一九三九年三月间
，
日军为了巩固广州外圈

与进一步蚕食其他地区
，
正在向西江

、

中区一带

发起攻势
。

国民党广东当局估计西江和中区可能

很快会被日军占领
，
在沦陷区反共活动难以进行

，

便确定赶在西江
、
中区沦陷之前发动反共宣传

，

首先对抗先进行压制
。

于是派了刚从国民党五中

全会带来反共决议的国民党中统分子 高信 到 西

江
、

中区煽风点火
，
并撤换西江各县中一些稍为支

持抗先活动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 同时对广宁的

抗先造谣中伤
，
以所谓

“
组织不纯

、

分子 复 杂
、

思想分歧
，
为借口

，
勒令停止活动

。

与此 同 时
，

当日军准备横越十万大山攻占南宁的时候
，
南路

的合浦县抗先队也被取缔
。

一九三九年秋天
，
国民党广东当局扼杀抗先

的逆流逐步推向全省各地
。

在中山
，
妇协被取缔

，

接着
，
又强行收缴抗先的武器

，
取缔抗先组织

。
不

久
，
设在新兴县的杭先西南办事处和郁南县抗先

也被强行解散
。
此后

，
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日益

猖撅
，
对杭先和其他进步抗日组织的压制

、

迫害

越来越严重
。

在东江一带
，
他们以

“
莫须有

”
的罪

名逮捕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博罗队二十三位同志

�其中一部分是抗先队员 �
。
只是由于党组织和

抗先总队部及华侨方面进步杭日组 织 的 多方营

救
，
这些同志才免受其害

。

在罗定县
，
他们封闭

了由我党通过抗先 开 办 的
“
西江大众社

”
和

“
汇

合
”
书店

。

同时还解散了好些青年抗日团体
。
国民

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
再次暴露了官僚

、

买办
、

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
。

在党的教育下
，
抗先的同志有着强烈的爱国

主义思想和英勇的献身精神
。

在 日伪顽夹攻的困

境中
，
他们没有被吓倒

。

他们仍然在为中华民族

的生存和解放奔走呼喊
、

艰苦工作
、

勇敢战斗
，

同时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

在这期间
，
抗先总队部的成员稍有调整

，
杭

先总队长仍然是邓明达
，
副总队长陈恩

，
秘书长

黄泽成
，
组织部长唐健

，
宣传部长温盛湘

，
副部

长张江明
，
秘书处长陈嘉 �杜襟南 �

。

抗先总队

部同国民党当局有过两次较大的斗争
。

第一次斗

争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
，

那时国民党当局对抗先

与我们党的关系已早有觉察
，
为了获取操纵抗先

的领导权
，
他们提出抗先总队部的同志都要加入

国民党
。

总队部则以
“
参党自由不能强迫

”
为由进

行抵制
。

省委经过周密考虑
，
为了掩护工作

，
决

定布置个别党员加入国民党
，
其他党员不参加

，

��



表面上参加了国民党的同志
，
实际上还是作我们

党的工作
。

在这段时间里
，
抗先总队部一直与各

地抗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按照党的部署开展活

动
，

推动抗 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

同时我们党通过

抗先的活动
，
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

。

省

委考虑到抗先可能会被国民党解散
，
须预作准备

，

指出抗先队员可以和群众一起建立读书会
、

兄弟

会
、

姐妹会
、

学生会等等
，
以便保存组织力量

。

抗先总队部与国民党当局的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一

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后
，
那时

，
国民党当局正采取

“ 以组织对组织
”
的手段来压制革命青年组织

。

一

九三九年十月
，
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
提

出 以
“
三青团

”
统一全国青年组织

。

广东国民党当

局也相继在各地建立
“
三青团

” ，
妄图统制

、
包办

全省的青年运动
。

他们首先强迫抗先总队部的全

体同志集体参加
“
三青团

” ，
并要求抗先总队部发

表宣言
，
号召全省杭先队员都参加

“
三青团

” 。

抗

先总队部党组织向省委请示
。

省 委 指 出
， “
三 青

团
”
如果作为一个抗 日的青年团体出现

，
抗 先 是

可以和它建立统一战线的
，
但国民党当局别有用

心
，
用

“
三青团

”
统制青年运动

，
要解散抗先

，
我

们坚决反对
，
毫不退让

，
拒绝发表号召全省抗先

参加三青团的宣言
。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
在韶关

召开的第二次全省青年工作会议也一致表示拥护

省委的决定
，
坚决拒绝参加三青团

，
坚持抗先这面

光荣的旗帜
。

估计到反动派会对抗先残酷迫害
，
会

议还决定做好应变的准备
，
使广东的青年运动能

在更困难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
一九四�年四

月
，
广东国民党当局要抗先总队部负责人到国民

党省党部作最后一次谈判
，

强迫接受他们的意见
。

当时省委组织部长亲自和省青委书记吴华
、

抗先

总队部陈恩
、

黄汉成
、

唐健等同志开会部署
，
由

陈恩等同志作为抗先的代表
，
同国民 党 当局 谈

判
，
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省委书记张文彬

同志到了延安开会 �
。

省委要求谈判代表立场坚

定
，
旗帜鲜明

，
反对用

“
三青团

”
统制青年运动

，

参加
“
三青团

”
只能自愿

。

谈判代表有的用硬的方

式出现
，
有的可采取软的方式，要准备被捕

，
在坐

牢时要坚持革命气节
。

省委派了一名组织干事同

抗先总队部保持秘密联系
，
随时向省委汇报

。

在谈

判会上
，
抗先代表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恐吓威胁

，

横眉冷对
，
据理力争

，
毫不妥协

。
国民党省党部

书记长高信气势汹汹地拍台大骂
，
指责抗先不服

从领导
，
如果不参加

“ 三青团
” ，
就要宣布解散抗

��

先
。

抗先的谈判代表说明各个青年团体都有自己

的历史和群众基础
，
不应只容许一个青年团体存

在
，
统制青年

，
解散其他青年团体

，
这会削弱青

年运动
，
不利于团结

、

抗战
口

这次谈判以后
，
由吴华召开 省 青 委 会议

，

根据省委指示精神
，
分析在青年运动中同国民党

斗争的形势
，
研究广东青年运动的方针

、

政策和

斗争策略
，
估计到国民党必然要解散抗先

，
我们

必须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去深入开展青

年运动
。
会议决定用抗先总队部名义发表宣言和

《
广东青年抗 日先锋队总队部为各级队部被 解 散

告社会人士书
》 ，
揭露国民党 用

“
三青团

”
统制青

年运动
，
用强蛮手段解散青年抗日团体

，
强迫抗

先队员离境
，
暗中跟踪

、

非法逮捕的恶劣行径
，

指出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抗 日团结
，
削弱抗日

力量
，
只有利于 日寇和汉奸

，
是对国家

，
对民族

的犯罪
。

在
《 告社会人士书

》
中明确表示

�

对解散

抗先
， “ 绝对不能接受

。 ” “
这非但毫无补益于统一

广东青年运动
，
反而只会破坏广东青年的团结

。 ”

“
只有迅速消灭一切压抑解散青年团体的无 理 事

件
，
爱护青年

，
信任青年

，
发展青年运动

，
加强

民众运动
，
坚持抗战到底

，
巩固全国团结

，
不断

求取上进
” ，
才能取得抗战胜利

。

会议还决定省青

委代省委起草一个关于深入开展青年运动的党内

文件
，
指出在政治上要同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作斗

争 ， 在组织上要实行转变
，
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

利用各种合法组织
，
深入青年群众

，
进行团结

、

组织
、

教育工作， 在思想上要坚定
，
不要有任何

动摇
，
应保持沉着镇静� 在行动上要埋头苦千

，

扎扎实实的做工作
。

一九四�年四月
，
国民党宣布解散抗先

，
接

着又准备逮捕总队部全体工作人员
，
并以

“
非 常

手段
”
对 付一些主要负责人

。

由于省委事先得到

情报
，
做了部署

、

转移
，
这些同志才安全脱险

。

根据党的指示
，
抗先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了大

的转变
，
转移到新的团体

、

新的组织中去开展工

作�并且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一些合法组织
，
以至

秘密参加到国民党中去
，
隐蔽自己

、

积聚力量
，

坚持斗争
。

抗先在党的领导下
，
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 日

正式成立到一九四�年四月被国民党当局非法取

缔
，
历时共两年四个月

，
它的战斗历程

，
写下了

广东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

抗先队员在严酷

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
，
党从他们当中发展



了一大批党员
，
先后培养了一批政治

、

军事
、

经

济
、

文化工作的干部
，
有的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

和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
、

洒热血
，
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

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切怀念的
。

抗先的革命

实践表明
，
在中国革命中

，
革命青年只有沿着党

指引的方向
，
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
才能茁

壮成长
，
勇往直前

。

歌传唱
。

这首歌词的全文是
���
我们是 抗 日 的先

锋� 我们是青年游击队� 生长在珠江畔
，
战斗在

南海旁
。

为保卫肥美的稻和桑
，
为收复失掉的地

方
，
我们跟鬼子决死仗

。

看� 同志们�铁的队伍

散布在乡村
，
埋伏在森林

，
前后夹攻叫敌人永远

不能再前进
。

打击它
，
消耗它

，
最 后 消 灭 它

。

看� 同志们�挥动大刀拿起土炮准备反攻� 我们

是青年的游击队� 我们是抗 日的先锋�’，

〔注〕文中引用的抗先队歌是����年用苏联一

首歌曲的曲谱填的词
，

����年
，
黄书光�王玫�同

志又另写了歌词
，
与吴华同志定稿后

，
一起从广

东带到延安
，
请冼星海同志谱曲

，
然后由吴华带

回广东
，
于����年春

，
开始作为抗先队的正式队

�刘斯奋
、

陈志杰根据座谈回忆材料整

理
，
吴华

、
梁嘉

、

卢德耀
、

杜襟南等同志对

初稿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

这里是摘要
，

全文登于 《广东文史资料
》
第三十七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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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 日
，
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

会议围
一

绕着高等学校教材改革问题
，
探讨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

，
并讨论了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建设有民族特点的
、

理论联系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间题
。

代表们认为
，
文艺理论不仅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程

，
而且也应该是有志于文艺创作的人们的必

修课
。

它应负有培养青年一代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趣味
，
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的责任

，
在普及文学

基础知识
，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方面也应有较大的贡献

。

一些代表说
，
大学文艺理论教材虽然年年编

、

年年变
，
但总的说还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

一些被认为较好的教材也只是从方法论角度着眼
，
将哲学的反映论简单地运用于文艺理论研究

，
以极

大的篇幅强调社会对文学的外部制约
，
而忽视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决定作用

，
忽视文学内部规律的

阐述
，
尤其忽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能动性和创作个性

，
忽视作家对作品的主导性影响

。

因此
，
应该

把眼光向着文学创作内部规律
，
实现以创作论为主

，
论述文艺的构成及其特点

，
作家的创作准备与过

程
，
作家的主观个性 �如立场思想

、

文化素养
、

心理特征 �对创作的影响
。

代表们认为新的教材要具备科学性
、

时代性
、

民族性
、

艺术性
、
民主性与稳定性

。

它的编写应该

坚持实事求是
，
坚持从生活实际和文学创作实际出发

，
大胆探索艺术内部规律

，
详细阐述诸如个性

、

想象
、

才能
、

灵感
、

技巧等过去不敢接触的问题
，
尽量吸收我国古代文论的优秀成果

，
并反映出我们

这一代研究的最新成果
。

�梁东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