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挺广东抗战二三事

卢 权

叶挺在领导新四军抗 日期间
,

曾一度参加领导过广东地区的

抗 日活动
,

对促进广东地区抗 日事业的发展
,

起了一定作用
。

本文

拟对此作一些探讨
。

 ! 年 ∀ 月下旬
,

叶挺在汉 口主持成立新四军军部后
,

曾于

尽  # 年 ∃ 月中旬离开汉 口返回广东
。

他此行 目的之一便是向广

东家乡父老们宣传抗 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

动员人 民抗 日
,

推动抗 日

事业的发展
。

当时
,

广东正处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
。

广东地区中国共

产党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

大力

宣传发动和组织领导各阶层群众
,

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
,

组织抗 日

救亡团体
,

积极投入抗 日救亡运动
。

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及进步人

士
,

拥护国共第二次合作
,

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抗 日
,

支持成立抗

日爱国团体
,

参加抗 日救亡运动
。

但另一部分人则压制抗 日爱国群

众活动
,

取缔抗 日团体
%、

汉奸
、

亲 日派周佛海之流于汉 口 成立的以

反共降 日为宗 旨的
“

艺文研究会
” ,

在广州
、

香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分

会
。

他们适应 日本侵略者的需要
,

猖狂活动
,

制造谣言
,

网罗亲 日派

和卖国分子
,

进行降 日卖国活动
。

叶挺返抵广东后
,

面对上述局势
,

即通过参加群众集会
,

接受

群众访问
,

向报界发表谈话
,

大力宣传抗 日
。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

也施放过
“

和平
”

的烟幕
。

叶挺一再严正揭露其阴谋实质
,

指出
&

日本侵略者提 出了所谓
尹和

平解决
”

的
“

条件
” ,

是
“

日本人以为已经把我们打得屈膝了
,

自然得



意忘形地照着战胜国的惯例
,

提出胜利的条件来
” 。

对于 日本侵

略者所谓
“

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

的叫嚣
,

以及国内亲日投降派宣传

的所谓
“

与日本作战必亡
”

等亡国论调
,

叶挺义正辞严地予以批驳

和揭露
。

他在广东通过报纸舆论
,

详细地对比  中日两国之间的国

力
、

资源等方面的情况
、

指出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
,

而 日本 则存在

着很多致命伤
! 只要坚持抗战下去

,

中国必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

他说
∀ “
敌人用尽方法想分化我们

,

我相信它们是不会得到成功的
。

我们是全国统一 了
,

政府
、

军队
、

人民已打成一片了
。 ” “

中国绝不会

亡的
。

也许有一部分落后的败类
,

象北方那些粉墨登场的汉奸
#

甘

受敌人利用而 已
。

但他们对于全局
,

无足轻重
。 ” ∃

叶挺还公开发表谈话批驳汉奸亲 日派的
“

妥协退让
”

论调
,

严

正指出
∀
只有坚持抗战

,

国家民族才有前途
! 如果一味求和

、

屈膝退

让
,

结果只能会带来内部崩溃
,

使人民沦为亡国奴
。

图和以忍辱偷

生
,

是绝对行不通的
。

他呼吁
∀
中国军民要团结起 来

,

对 日本侵略者

采取全线攻势
,

要大力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
! 要充分发动民力

,

配

合主力
,

坚持抗战下去
,

就一定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
。

他坚定地表

示
∀ “
我是一个军人

,

在 目前
,

只想怎样战胜 日本 %” &

由干叶挺将军在广东人民心目中一向享有威望
,

因此 他在广

东积极宣传动员抗 日
,

获得了人们的热烈反应
,

对于帮助人们认清

当时抗战形势和抗 日前途
,

鼓起抗战的信心与决心
,

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
。

∋( )∗ 年 ∋+ 月 ∋, 日旧 本侵略者在叶挺的家乡惠阳县大亚湾

登陆
,

并于 ,∋ 日攻占了广州
。

叶挺于同年 ∋+ 月间从新四军再次返

回了广东
,

组织和带领家乡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
。

叶挺先抵香港
,

与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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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廖承志等人会面
,

向他们表达了自己回广东家 乡开展抗 日游击

战争的意愿
。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 文彬与廖承志
、

梁广 ∋中共粤东

南特委书记(当即配合叶挺
,

积极做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

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等人的统战工作
,

使叶挺被委任为东路

总指挥部副指挥的职务
,

负责统管东江一带 各方面的武装力量
,

并迅速抽调了数十人枪交给叶挺
,

带到宝安深圳地方
,

组建东路总

指挥部
。

当时东莞的莞城
、

太平
、

石龙
,

宝安的南头
,

惠阳的惠州
、

淡水

等城镇均已相继沦于日军之手
。

深圳亦曾一度为 日军占领
,

成为敌

据点之一
,

但不久 日军又 撤离深圳
。

叶挺身边虽只有数十人枪
,

但

他不畏艰险
,

进驻深圳
,

在深圳鸿兴楼设置了司令部
、

政治部等机

构
,

一面安定民心
,

动员群众起来抗 日
!一面与散处于辖区各地的

各种武装联 系
,

争取他们前来接受指挥
,

共同抗 日
。

曾生等对叶挺将军
“

久 已慕名
” ∃

,

都以这次能有机 会在叶挺

直接指挥下抗 日而感到兴奋
。

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 “
东南特委

带来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
∀
叶挺将军回到广东来了

,

担任东路

守备区游击指挥部司令
,

在深圳设立指挥部
。

日前特委 已经派了一

些干部去办公
,

组织了武装队伍担任警卫
。

这个指挥部不但统一领

导曾生同志和我们这边两支队伍
,

还将把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武装

统统管起来
,

用于抗 日战争
。 ”&

叶挺为组建抗 日武装队伍和收编 各方面的部队不辞劳苦
,

四

出奔波联系
。

对于前些时候因日军进犯广九线而撤退到香港一带

的一部分东莞抗 日模范壮丁队员
,

叶挺通过有关方面
,

动员他们迅

速归队参加抗 日
。

不久
,

这一部分人在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导人姚

水光率领下
,

返 回深圳整编
,

参加 了担 任警卫东路总指挥部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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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

利用叶挺的副指挥的关系
,

动员东莞的队员回宝安
,

起回三十

条枪
,

人六十余
,

成立东莞游击队第一大队
、

第二大队两队
” 。

曾

生也
“

遵照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的指示
” ,

带 领四五十 名香港惠

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 团员回到沙头角地方
,

与周伯明带领的

队伍汇合
,

并收集了一批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弃下来的武器
,

武装

了队伍
,

回到惠阳县叶挺家乡周田村一带
,

不久正式成立了惠宝人

民抗日游击总队
、

并归叶挺指挥
。 ∃

当时
,

在东江一带还流散着不少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团队
,

叶挺

曾带人前往宝安龙华等地面
#

收编当地这些武装团队
。

当叶挺知悉

有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溃散在香港沙头角一带时
,

曾指示曾生说
∀

“

你们尽快去收容这些溃散的士兵
#

把他们带回去打 日本鬼子
。 ”&

当时
,

国民党军队温淑海旅刘永图团第三营的士兵亦流散在香港

一带
,

该营营长麻玉标躲避在香港
。

因此
,

叶挺与曾生等一起前往

香港与麻玉标 见面
,

向他介绍了当前国内以及华南地区的抗战形

势
,

劝告他协助收编流散的国民党 上兵
,

返回内地参加抗 日游击战

争
。 2 经过教育

,

麻玉标表示愿意服从指挥
,

协助收编流散的国民

党士兵
,

返回内地参加抗 日
。

遵照叶挺的指示
,

曾生等
“

协助麻玉标

营长收容溃散在那里的士兵
。

经过一番努力
,

才勉强把约一千名士

兵收容起来
” 。 3

叶挺十分重视动员香港
、

澳门爱国青年和海外华侨爱国青年

回来参加和支援抗 日事业
,

并亲自进行组织发动工作
。

他经廖承志

介绍
,

到香港与华侨领袖人物何友遨会见
。

两人推心置腹地交换了

意见
。

何友邀热爱祖国
,

并十分敬仰叶挺将军
,

在叶挺的教育和勉

励下
,

更加积极地从事组织发动广大侨胞从人力物力 各方面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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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抗 日事业的工作
。

不久
,

何友遨专程前往新加坡
、

马来亚
,

召

开英荷两属惠侨代表会议
,

组织发动侨胞参加抗日
。

叶挺在香港

还曾对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副团长刘宣做了工作
。

刘宣遵

照叶挺的指示
,

在香港积极组织发动爱国青年参加抗 日斗争
。

∃

叶挺组建的抗 日武装略具规模
,

便主动出击 日本侵略者
。

据当

时报纸记载
∀ “
广 6州 7九 6龙 7路樟木头至深圳一段

,

在华军扼守中
。

张瑞贵
、

谭邃
、

叶挺三部正分三路围攻石龙
。

谭师推进横沥桥头
,

保

安旅长昊道南
、

东路特务营袁虾九由龙岗
、

大沙好攻克东莞茶山
。

另一路为叶挺所部由博罗罗浮山抄攻石龙
。

十二月二十八 日深夜
,

便衣队攻进石龙
,

将 日军后方节节遮断
。

增城
、

从化之间
,

三十一 日

起发生激战
。

日军野村
、

福田
、

高桥等部队
,

在太平场
、

榕树涌损失

奇重
” ! “
传华军六 日克复增城

。

日军退守新塘
、

大帽山
、

石滩
、

现正

相持中
。

石龙前线战况亦烈
,

六 日在石龙市内发生巷战
,

莞龙公路

桥炸断
。

东江战事
,

华军在顺利进展中
。 ”&

叶挺此次返 回广东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
,

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

张文彬
、

廖承志等对他十分信赖
。

叶挺当时除了具体担任东路总指
# 挥部副指挥

,

统管东江地区各方面的抗 日武装进行抗日活动外
,

还

具体协助和参与了中共广东省委对于广东全省人民抗 日武装的指

挥工作
。

张文彬
、

廖承志时常邀请叶挺一道研究决策广东地区人民

抗日武装斗争的有关问题
。

叶挺在广东领导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的消息
,

很快就传到了蒋

介石那里
。

蒋介石对余汉谋贸然答允叶挺 回广东杭 日并委以要职

之举十分不满
,

责备说
∀ “
这样

,

共产党又在 华南 建立 了一支新四

何友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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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 ”

他责令立即撤销对叶挺的委任
,

迫使叶挺离开广东
。

∋( )∗ 年 ∋, 月 ,+ 日蒋在西安向中共方面表示
∀

叶挺既然离开

新四军
,

因此新四军军长人选要另考虑派人充任
,

新四军有关间题

要重新考虑解决
,

以此向中共进行威胁
。

蒋介石同时又 想借此拉拢

叶挺
,

让其赴渝一行
。

中共中央接到了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后
,

十分重视
。

为了抗 日战争的大局
,

经过研究
,

乃致电项英
、

周恩来
、

叶剑英及廖承志等人
,

转告
“

蒋在西安向我们同志表示
,

叶已离开

新四军
,

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
,

另派他人去新四军任军长之

意
” 。

为此
,

党中央要
“

周 6恩来 7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
” ∃

,

将中央

的意图转告他
,

请他返回新四军继续领导杭日
。

廖承志接中共中央

电示后
,

当即将中央的意图转告叶挺
。

叶挺接到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后
,

初时实在舍不得离开广东
,

但

后来他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
,

并深感党中央对 自己的关怀信任
,

乃

表示服从党中央的指示
。

他随即将东路指挥部的工作结束
,

由中共

粤东南特委派人负责处理善后
。 ∋( )( 年 ∋ 月间

,

叶挺离开广东前

往重庆
,

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在广东从事抗日活动的情况
,

表示愿

意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
,

返回新四军继续领导抗 日
。 , 月中旬

,

他

离开重庆
,

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 6周恩来与他同行 7
,

继续领导新四

军的抗 日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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