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简介 

（1930 年---1989 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反对英殖民主义、抗击日本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的艰苦斗争中，无数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和爱国志士付出了重大牺牲甚至宝贵的生命。这里，仅对 1930 年至

1989 年的马来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作一个扼要的简介，以纪念先烈，昭示后世。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成立于 1930 年 4 月 30 日。从成立之日起，它就高举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大旗，积极推动工人运动，不屈不挠地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建党初期，马共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直接威胁到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于是，英殖民政府采取了持续不断的突袭行动，逮捕马共党员干部，并将他们驱逐出境，致使马共领导机构长期处于

不健全状态。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马共积极开展抗日援华运动，成立抗敌后援会等半公开团体，广泛团结群众，开展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力量有了很大发展。 

        1939 年，受英殖民政府遣派，早已在 1935 年以所谓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打进马共内部、充当内奸的莱特窜夺了马共领导权，成为党的中央总书记。此后,他不断出卖马共中央同志而未被察觉。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入侵马来亚，英国守军兵败如山倒。在这危难关头，马共向人民发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庄严号召，并向英殖民政府提出合作抗日、武装

民众的主张，选派党员干部到英国军方主办的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事训练。在新加坡防卫战中，以马共党员为核心的星华义勇军战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为保卫家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

丽篇章。 

        在全马沦陷的三年八个月期间，马共组建和领导的八个抗日独立队，在祖国的山林、胶园和农村中，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与此同时，它也成立各种外围组织，扩大抗日宣传，团结和组织群

众抗日。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沦陷，内奸莱特被日本宪兵部逮捕，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特务，出卖党的许多领导层干部，最严重的是 1942 年 9 月 1 日发生在雪兰莪州黑风洞附近的“石山脚事件”。 

        1943 年中，联军一三六部队派员潜入马来亚，在霹雳州红土坎登陆，与马共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取得联系，双方开始了联合抗日的军事部署。在日寇投降前夕，马共在全马各地的人民抗日军人员

总数达一万多名，支持力量遍布全马各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人民抗日军各个队伍进城维持治安，并开展和平民主运动，领导人民建立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组织，但在内奸莱特操纵下，马共放弃了建立人民

共和国的“九大纲领”，代之以“八大主张”。同年 12 月 1 日，人民抗日军被迫宣布解散，把武器交给英殖民政府。英帝为巩固其殖民统治，在战后不断制造民族冲突，破坏马来亚各民族人民在抗

日战争中用鲜血铸就的民族团结，使我国人民维护和争取共同利益的斗争面对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它加紧了对马共和革命群众的进攻，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不断遭到逮捕和被驱逐出境。 

        1947 年 3 月，马共中央开始揭发和清算内奸莱特。莱特畏罪潜逃后，陈平接任了马共中央总书记。 

        1948 年 6 月 20 日，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疯狂镇压马来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全马范围内展开大逮捕行动，封闭所有进步政党和团体。马共被迫再次领导人民进行武装反

抗，马来亚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英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1949 年 2 月 1 日，马共领导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宣告成立，在全马组建了十二个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