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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一个战
略支点，基础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
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形成于南方三年
游击战争时期，并在以后的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浙西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
史。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浙西南
发展党员，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大革
命失败后，党在浙西南多次发动农民进行
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
年春，党中央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
军，浙西南红军约 2000余人编入了红十三
军，还有 20 多处数千人的地方红军游击
队、农军呼应第十三军斗争。浙西南成为
红十三军的策源地之一和重要活动地区。

浙 西 南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创 建 开 始 于
1934年 8月下旬，是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开始的。1934 年 6 月，面对中
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的
严峻形势，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
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准备实施
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抽
调部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先遣队）。先遣队的任务之第一条是

“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
的苏维埃的根据地”。同年 8月下旬，先遣
队奉命从福建转战到浙西南的庆元、龙泉
等县。9 月上旬，先遣队主力离开浙西南
去闽北，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令，留下
第五十五团第二营在龙（泉）浦（城）江
（山）遂（昌）边区继续开展创建新的革命
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 1月，先遣队在安
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的怀玉山地区遭
受重创。2 月，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命令先
遣队的余部组成挺进师，任务是在师长粟
裕、政委刘英率领下，去浙西南开辟新的革
命根据地。并且将部队取番号为闽浙赣省
军区浙西南独立师，又称红军挺进师。3
月，挺进师从赣东北挺进到闽北。原先遣
队第五十五团第二营归属挺进师，于 5月
上旬，被派回龙（泉）浦（城）江（山）遂（昌）
边区“老基地”，继续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
的斗争。同月，挺进师在松阳等地受到当
地农民热烈欢迎和支持帮助，一起开展了
全面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6 月，在松
阳小吉会议上，第一次建立了领导全地区
党的工作的党组织——中共浙西南特委，
同时建立了浙西南军分区。七八月间，以
松阳、龙泉、遂昌、江山、浦城数县边境地
区为中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成
功。根据地内普遍建立起党、政、军、群各
类各级组织，并且开展了土地革命。贫苦
农民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出现了“分
田分地真忙”的喜人场景。在部分地区，
农民分得了土地证。世世代代受苦受压
迫的工农大众真正翻身作了主人。红军
挺进师由初进浙西南时的 500 余人发展
到 1000 余 人 ，地 方 红 军 游 击 队 发 展 到
1000 余人，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
干部 1000 余人。浙西南革命斗争出现高
潮，形成了浙西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
略支点。正像粟裕所说的，这时全国革命
处于低潮时期，“低潮时的一个局部高
潮”。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由中国工
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及其余部挺进师，
汇合浙西南当地革命力量创建的浙西南
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革命的
一个战略支点。浙西南党组织与人民为
创建和保存这个战略支点，英勇斗争，百
折不挠，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一直坚持到
1949年 5月浙西南全境解放。蒋介石鉴于
国民党浙、闽两省保安团队已经对付不了
红军挺进师，急调正在“清剿”闽赣红军部
队的其嫡系部队国民党十八军，连同浙、
闽两省部队和地方武装合计 40 个团共 7
万余人，于 1935 年 9 月 19 日开始“围剿”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刘英、粟裕率一部突
围，并于 10月与闽东党的负责人叶飞共同
建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
在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下，挺进师于 1936
年 4月和秋天，分别新开辟出了浙南、浙东
南游击根据地。被派遣到浙西南东北部
的挺进师一部，与红十三军余部一起，共
同开展巩固扩大浙东游击根据地斗争。
而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一部，由于敌我
力量悬殊，受到很大损失，浙西南革命根
据地中心区域丧失。但浙西南斗争并没

有因此结束，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红
军，在临时省委领导下，在粟裕率部重返
浙西南后的直接带领下，粉碎了 1935年 9
月 下 旬 至 1936 年 5 月 和 1937 年 1 月 至
1937年 8月国民党的两次重兵“围剿”，恢
复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保住了党和
红军的有生力量，保住了浙西南——南方
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从 1940 年刘英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可以看到，浙西南是他提得最多的地区，
是挺进师战斗主要区域，并且得到中共中
央东南局的充分肯定：“在坚持浙西南三
年斗争中，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组织，表
明着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独
当一面的艰苦奋斗精神。它开展了广泛
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
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的
生存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
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
的主要支点之一。”

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
支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继续发挥着
重要作用。1937年 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
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不久，闽浙边临时省
委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协议。
1938年 3月，粟裕率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
军，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刘英率领少数老
红军干部仍留在浙江坚持斗争。1937 年
12月，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坚持浙西南斗争
的老红军为主体，恢复重建中共浙西南特
委，领导浙西南人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新斗
争。与此同时，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
会将外地党员组建为中共浙南特别工作
委员会进入丽水，通过统战工作关系，输
送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各县国民党
政府机构工作，以公开合法身份开展抗日
救亡工作。1938年 5月，闽浙临时省委与
省临工委同时撤销，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
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同月，中共浙西南特
委改为中共处属特委，撤销中共浙南特别
工委，所属组织划归处属特委领导。丽水
全区党的组织实行统一领导。自 1937 年
底至 1939 年夏，浙西南党组织积极创建
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在此期间，1938
年 3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丽水城设
立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大批党员、进步
青年和抗战物资，从上海、温州通过丽
水 ，输 送 到 皖 南 ，以 支 援 新 四 军 抗 战 。
1939年 3月，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从温
州迁移到丽水城，在丽水领导全省党的工
作。4 月，周恩来到丽水视察抗战，有力
地推动了丽水的抗日救亡运动，浙西南的
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省委将中共中
央东南分局拨送的电台，架设在龙泉老
区，由处属特委具体负责保护和传达电
文。东南分局在丽水设有专职政治交通
员，负责与浙江省委的联络。浙西南成为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
的一个重要工作地区和可靠的联络地
区。浙西南党组织同时得到很大发展，党
员数量从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期的 1200
余人发展到 1939年底的 4500人。浙西南
逐渐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顽
固派对于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取得
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发展壮大极端仇恨，于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逆
流，撤销许多抗日机构，致使大批共产党
员、进步青年被迫撤离，浙西南形势逆
转。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
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逆流，浙西南党组织
的部分工作地区遭受军事进攻，一些地方
党组织被破坏。尤其是 1942 年连续发生
的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被破坏、省委书
记刘英被捕牺牲，浙西南党组织多位重要
负责人相继牺牲，日军入侵丽水等突发事
件，使浙西南党组织又处于十分困难的工
作境地。但是浙西南党组织顽强坚持斗
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东南分局的

“隐蔽精干”指示，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
施，发动党员以群众面目出现，自筹资金，
制造枪支，准备抗击日军侵略；在整顿巩
固基层党组织基础上，积极慎重地发展党
的组织，到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浙西南
党员总数从 1940年的 4500人发展到 7000
人。

浙西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
点，在解放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解
放战争爆发后，浙西南党组织逐渐从隐蔽
精干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1947年，浙西
南党组织与浙东党组织在没有省委情况
下，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以浙西南武装为

主体的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转
战于浙西南和浙东 14个县，扩大了共产党
影响。这是 1947 年浙江党史上的一件大
事。1948 年，浙西南革命武装主动出击，
拔除国民党区乡反动据点和政权机构，逐
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此时的浙西南游
击根据地，成为与浙南、浙东一样重要的
浙江三大游击根据地之一。到 1949 年 4
月，浙西南地区党员总数从抗日战争胜利
时的 7000人扩大到 12000人。其中仅在浙
西南境内中共处属特委工作地区已建立
起三个游击支队，正规脱产的革命武装发
展到 1000 余人，民兵上万人，其中呼之即
来、来之能战的基干民兵三四千人。建立
党的组织为特委 1 个，县委 4 个。广大农
村大部被共产党游击队控制，松阳、景宁
两县被地方游击队解放。1949年 5月上中
旬，浙西南革命武装配合南下解放大军，
解放了包括丽水老处州府城在内的浙西
南境内其他 8 个县和台州地区仙居县西
部。浙西南人民经过 23年坚持不断、百折
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
利。

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一个战
略支点，在长期斗争历程中，遭受国
民党较大的“围剿”“清剿”就有5次
之多，但是没有丧失，而是得到保持
和巩固发展

浙西南属于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
蒋介石统治集团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尤为
严密，从上到下建立了各级党部组织和庞
大的特务系统，在农村普遍建立了保甲组
织和地方反动保卫团。此外，还有名目繁
多的封建反动组织。共产党在这一地区
开展革命斗争，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艰
苦，较其他许多地区更甚，而党和人民为
争取斗争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浙西南党组织在 23年的革命斗争中，
屡遭国民党武装的“围剿”“清剿”，规模
最大的有五次。

第一次，1930 年冬，国民党浙江省保
安团队勾结地方反动保卫团，残酷地抓捕
屠杀共产党员和红军、农军指战员。革命
遭到失败。

第二次，1935年 8月，蒋介石建立以卫
立煌、罗卓英为正副总指挥的“闽赣浙皖
边区清剿总指挥部”，调遣正在江西“剿
共”的嫡系部队，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
军和江西、福建、浙江等武装 40 个团 7 万
兵力，于 9 月 19 日开始“围剿”浙西南革
命根据地。在长达 8个月的血腥镇压下，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丧失。但浙
西南的革命斗争转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第三次，1937年 1月至 1937年 8月，西
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在国共和谈之前消
灭我南方游击区的红军，采取“北抚南剿”
的方针，调集刘建绪第四路军和各地方保
安团等共约 10万余兵力，对闽浙赣皖四省
边区的红军进行了残酷的“围剿”。浙西
南游击根据地又是这次“围剿”的重点地
区之一。在长达 8个月的“围剿”和反“围
剿”中，浙西南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以及游
击根据地又顽强地保存下来。

第四次，1940 年冬月至 1944 年春，在
这三年多的时间中，浙西南党组织已转入
隐蔽精干斗争。国民党顽固派调集部队，
反复、持续不断地对浙西南部分基本地区
进行“清剿”，并利用叛徒、特务组织“肃奸
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浙西
南部分基本地区党组织再次遭受损失。

浙西南反顽斗争十分艰苦。
第五次是 1949年 3月，国民党全副美

式装备的王牌军第十一师进入浙西南，镇
压丽水、松阳两县国民党县长率领的起义
部队和两地接应起义的共产党游击队，然
后寻歼浙西南共产党领导机关和游击队
主力武装。由于浙西南共产党组织采取

“敌进我退”避其锋芒，主动撤离，伺机歼
灭运动中的敌人的正确策略，终于粉碎了
敌军十一师企图通过突然袭击，消灭处属
特委游击队主力的阴谋，保持了革命的有
生力量，保住了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
的一个战略支点。

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一个战
略支点，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到保持
和巩固发展，其重要原因是党中央和
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是浙西南党
组织能够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本地实
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广大党员
干部和老区群众，不顾困难和危险，
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投入革命斗争

浙西南毗邻闽赣两省和浙江的温、
衢、金、台四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党中央
十分关心和重视这一地区的斗争。早在
1934年 8月下旬，党中央、中革军委就命令
先遣队转战到浙西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
地。先遣队主力离开后，又命令留下部队
继续开辟浙西南。1935年 2月，中央苏区
分局书记项英命令中共闽浙赣省委将先
遣队余部组建成闽浙赣省军区浙西南独
立师（挺进师）进入浙西南长期行动，继续
创建革命根据地，打击、吸引和牵制国民
党军，使浙西南与闽北、闽东老苏区形成
三足鼎立态势，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与毗
邻游击区域，在战略上策应党中央和主力
红军的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一再强调南方
游击根据地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
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根据党中央指示，刘
英带领一批挺进师老红军留在浙江。其
中张麒麟、傅振军、宣恩金、曹景垣这些浙
西南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挺进师老
红军干部。他们在浙西南坚持斗争 14年，
直到解放。其中，1939 年 3 月至 1941 年 4
月，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从温州迁移到
丽水，在丽水领导全省党的工作两年零 1
个月。1941年 9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
关于浙江省委领导机关要迁移到山区去，
不要留在城市里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委决
定将省委机关迁移到浙西南的龙泉、浦城
边境。省委书记刘英亲自叮嘱浙西南党
组织的负责人傅振军，要做好接应省委机
关迁移到浙西南老区的相关工作。1942
年 2月发生温州事件，省委机关遭破坏，刘
英被捕，省委机关再迁移到浙西南老区的
计划未能实现。为了继续坚持和发展浙
西南地区的斗争，浙西南党组织从多渠道
设法获得党中央和华中局指示，以指导工
作。1942年四五月间，中共浙南特委领导
机关从瑞安迁移到浙西南境内的景宁梅
岐山区。浙西南党组织的负责人与浙南
党组织的负责人互相联络，交流工作情
况，共同学习领会党中央、华中局关于加
强隐蔽和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关指
示。1944年春到 1945年秋，浙西南党组织
与中共浙东区委密切联系。浙东区党委
书记谭启龙明确指出：浙东区党委与浙西
南党组织不是直属关系，浙西南党组织与
浙南党组织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兄弟关系，

处属特委是刘英书记牺牲前建立的，由省
委直接领导。

1946年春，浙东新四军北撤后留下的
浙东党组织仍然通知浙西南党组织派人
去浙东看阅党中央和华中局文件。1947
年夏，浙西南、浙东两地党组织负责人在
浙西南境内召开联席会议。在此前后，浙
西南党组织与浙南党组织，与活动于浙闽
边境的福建省党组织同时建立联系，为贯
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蒋管区开展游击战争、
配合全国开展解放战争的指示，进行共同
探讨和配合行动。所有这些，都说明浙西
南的革命斗争，其意义和作用不仅仅局限
于浙西南一个地区，而是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起着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
点的作用。而这个战略支点能够在三年
游击战争期间建立起来，又能够在以后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中央、上级党组
织的关怀和正确领导。

浙西南党组织能够根据党中央和上
级党组织指示，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这也是浙西南这个南方革命的
一个战略支点能够创建起来，并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重要
原因。1940 年 4 月至 1947 年 7 月，在这 7
年时间里，为了进行隐蔽精干的斗争，浙
西南党组织除坚持武装自卫，还制订了一
系列适合浙西南特点的政策和策略。其
中，在对待国民党基层政权的问题上，普
遍建立并推广“白皮红心”，以掩护党的工
作。所谓“白皮红心”，就是争取、团结国
民党乡保人员和开明绅士，或派党员通过
竞选打入乡保政权。这是一种特殊的政
权形式，在敌强我弱的国民党统治区，起
到了公开的红色政权无法起到的作用。
这也是浙西南党长期赖以隐蔽、生存和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浙西南党组织还特别重视秘密交通
联络点的建立。各地党的脱产干部大多
是隐蔽在地方党员家里，以后队伍扩大了
就选择那些党支部较坚强、群众基础比较
好的村庄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武装
部队集体住宿、修整、学习的堡垒村、交通
联络点。浙西南的广大党员、干部和老区
群众，不顾困难和危险，舍生忘死、前赴后
继地投入革命斗争，也是浙西南地区这个
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能够坚持漫长艰苦
的斗争岁月的一个重要原因。松（阳）遂
（昌）龙（泉）农民首领陈凤生、卢子敬、陈
丹山引领群众高呼“青红一句话，永世不
分家”，热烈欢迎红军。当地群众为红军
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购买药品，安置伤病
员等；红军与敌军作战时，群众烧水做饭
送到火线。浙西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
极其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血肉相连，
甘苦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正因为有
这样好的群众基础，所以红军挺进师能在
浙西南立足，并很快打开斗争局面，最终
取得斗争的胜利。

浙西南党组织和人民经过艰难曲折
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在浙西南的统
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浙西南
党组织长期的光荣斗争历史和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上级党组织曾给予很高的评
价。1949年 5月，中共浙江省委在给中共
处属特委的指示电中，称赞浙西南党组织
在艰苦环境中长期坚持独立斗争，工作取
得很大成绩。这是浙西南党组织和人民
的光荣和骄傲。

（作者系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

浙西南浙西南 ———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
诸葛蓉

雷宁雷宁 摄摄

值班副总编辑 施龙有

夜班主任 洪盛勇

审读 陈良东 徐梓滔

夜班编辑 陈 俊

二版校对 吴芬芬

夜班美编 王少剑

广告校对 蓝小花

电脑组版

一版 徐 晟

二版 李 红

三、四版 李红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