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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四邓氏大宗祠——解放小榄集结地旧址

古四邓氏大宗祠——解放小榄集

结地旧址位于中山市古镇镇古四村东

兴西路 68 号。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推动抗

日救亡工作的广泛开展，中共中山县

委争取到国民党中山县当局的支持，

于 1938 年 12 月 9 日成立广东青年抗

日先锋队中山县队（简称“县抗先”），

由县长张惠长任总队长，中共中山县

委书记孙康任副总队长。1939 年初，

县委先后派出工作队到各区开展工

作。县抗先第二工作队到三区，队长

郑革之（又名郑兴，后叛变）、副队

长梁荫源带领队员郑雪琼、梁佩玉、

雷秀群、黄国伟（以上均为共产党员）

等 10 多人到小榄、曹古海地区开展

抗日宣传活动。梁荫源等人到古镇后，

以邓氏祠堂和社学为据点，通过办夜

校、教唱抗日歌曲和表演话剧等形式

宣传抗日救亡，发动了苏松柏、廖强、

邓沾培、邓巨汉、邓爱然等古镇各坊

百多名青年农民参加战时救护队。古

镇战时救护队成立大会也在邓氏大宗

祠举行，选举出邓爱然、邓巨汉为正、

副队长。当日军轰炸古镇时，古镇救

护队员奋不顾身抢救被炸伤群众，受

红色革命遗址

古四邓氏大宗祠——解放小榄集结地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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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民的好评。

1949 年 10 月 25 日，三区党组织

根据上级指示，在古镇邓氏大宗祠集

结队伍，进行入城教育，配合解放军

解放小榄镇。到古镇集结的队伍有：

由张枫、吕胜率领的三区中队（同日，

中共中山县三区区委、中山县第三区

人民政府公开宣布成立，三区中队同

时成立），由袁世根、叶超率领的海

洲自卫队，以及由袁勋率领的各乡群

众性武装。11 月 4 日，三区区委派叶

勉忠带领先遣队进驻小榄原国民党三

区警察所，与小榄自卫队队长、小榄

商会理事长卢励吾商讨接收小榄有关

事项。11 月 8 日，张枫、袁世根率领

武装队伍和各乡党团骨干约 250 人，

从古镇出发，经曹步过九洲基进入小

榄。当天上午 8 时，国民党小榄镇镇

长高澄江和商会理事长卢励吾率领各

机关、团体、学校师生代表数百人，

前往该镇东区四圣宫迎接解放军。队

伍进入小榄后，即接管原国民党三区

区署，宣布小榄镇解放。

该旧址为古镇邓族祖祠，建于清

光绪七年（1881），于 2016 年重新修葺。

该祠堂坐西北向东南，三间两进，面

阔 14.1 米，进深 27.9 米，面积约 392

平方米。

该 旧 址 于 2012 年 1 月 被 中 山 市

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

文物，2021 年 10 月被中共中山市委

党史研究室核定公布为中山市中共党

史教育基地。

古四邓氏大宗祠——解放小榄集结地旧址

内部仰北堂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古四邓氏大宗祠附近设有古镇党史展览 

（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延伸阅读

斗门、石岐、黄圃、小榄，哪个最先解放？

1949 年 10 月 14 日，广州解放。中山八区的地主梁渭祥闻风而逃。

同月 15 日，中共中山县七、八区区分委即命北海队进驻乾务乡，当天

下午，通过陈培光策反，驻斗门墟的国民党保警队吴均平连 10 余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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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开到南山中禾里接受改编。10 月 16 日，在各乡党支部的组织下，

八区动员农会会员、自卫武装近千人，配合七、八区游击队和泰山队包

围斗门墟，斗门墟获得解放。同日，中山县七、八区接管委员会成立，

其随即发出安民告示，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斗门解放的第二天，

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部李及兰残部 3000 余人逃窜到斗门。为避免损失，

八区人民武装部队向黄杨山撤退，而后划归中山独立团建制，编列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第四营。11 月 2 日至 4 日，刘

田夫、严尚文、何清、罗哲文、叶源等率领粤赣湘边纵队一团从梅阁挺

进八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同时从坦洲进入八区，与坚守八区的

武工队汇合，追歼李及兰残部。敌向澳门、海南等地逃窜。11 月 4 日，

八区全境解放。

1949 年 10 月 27 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后勤部部长郑

少康率第一师第一团先锋营 300 余人分乘两艘船，由东莞县虎门横渡珠

江挺进中山县境，于 28 日晚到达石岐，进驻岐江边的岐江医院及烟墩山

会堂、西山中山纪念图书馆，控制了石岐城区制高点和水陆交通要道。

10 月 3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与中国人民解放

军两广纵队在县城石岐仁山胜利会师，宣告中山解放。同日下午，珠江

地委书记黄佳命令梁泰猷、肖权率纪文队做向导，带粤赣湘边纵队一团

200 多名战士从顺德进入中山九区，解放大黄圃，接管原国民党九区区署。

1949 年 10 月 25 日，三区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在古镇邓氏大宗

祠集结队伍，进行入城教育，配合解放军解放小榄镇。同日，中共中山

县三区区委和中山县第三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成立，区中队也同时成立。

11 月 8 日，武装队伍和各乡党团骨干约 250 人从古镇出发，经曹步过

九洲基进入小榄，小榄镇解放。

1949 年 11 月 5 日，石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拱北海关，10 日颁

发《拱北关初步接管办法》14 条。五星红旗在炮台山上高高升起，代

表着中国海关真正由中国人民掌管。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迎着黎明的曙光——解放战

争时期中山红色故事》，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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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珠江地委活动旧址

中共珠江地委活动旧址位于中山

市古镇镇海洲村民乐坊大街四巷 22

号。该旧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

争时期海洲乡“白皮红心”乡长袁世

根的故居。

袁世根是中山海洲人。1941 年，

他接受中共组织的建议，辞去罗定县

民教馆馆长之职，回海洲当乡长，与

日、伪、顽军展开“有理、有利、有

节”的斗争。是时，他掌握了海洲乡

政权和自卫武装，团结当地开明士绅

支持抗日和革命斗争，使海洲成为中

共地方组织在中山、顺德和新会边界

的一个可靠的立足点。1944 年秋，中

区纵队执行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的

决定挺进粤中，途经海洲时得到袁世

根的帮助，部队在此吃饭、休整，养

足精神顺利通过了敌占区。之后，袁

世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

时期，他服从中共地方组织的安排，

就任属国民党辖区的邦平乡乡长，建

立了“白皮红心”政权，很好地掩护

党组织在这个地区的活动。1949 年春

夏间，中共珠江地委书记黄佳住在袁

世根家里领导珠江三角洲的斗争。其

间，袁世根一家成功掩护了珠江地委

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5 月召开。会上，地委书记黄佳宣布

中共珠江地委活动旧址庭院内全貌 （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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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的决定：成立中共中山顺德边县

工作委员会（简称“中顺边县工委”，

其隶属中共珠江地委），统一领导中

山县的三区、九区，顺德县的九区、

十区容奇坝头（上佳）市及八区的桑

麻据点等地方党组织和武装；由方群

英任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云任常委

兼宣传部部长，黄有权任常委兼武装

部部长，邓永年、黄静生任执委。会

议并就如何发展武装工作进行研究和

中共珠江地委活动旧址俯瞰图（古镇镇宣传办　摄于 2023 年）

1946 年夏，三区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争取让袁世根当上邦平乡乡长的指示，认真做好统战

工作，使袁高票当选为邦平乡乡长，邦平乡遂成为共产党所掌握的“白皮红心”政权。图为位于中

山市古镇镇古四村邓林大街 30 号悦南邓公祠的邦平乡乡公所旧址（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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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一位海洲青年的革命历程

海洲地处中山、顺德、新会三县交界，接近中山沦陷后国民党中山

县政府的迁移地鹤山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海洲籍青

年袁世根以特殊的身份与敌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表面上他是海

洲乡乡长，实际上他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白皮红心”政权中的重要

一分子。在袁世根的努力下，海洲成为党组织在中山、顺德、新会边界

的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对沟通粤中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下交通线起到重要

作用。

袁世根（1912―1951），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6 岁入读

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袁世根带领部分同学到小榄、

海洲和江门等地进行募捐筹款，积极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 年，

袁世根从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古镇、海洲当教师。教

书期间，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七七事变后，袁世根当上海洲乡副乡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与

几个进步教师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宣传中。1939 年，他参加了中

山县抗日救亡先锋队，并大力动员本乡青年参加。日军第二次在横门登

部署。第二次会议于同年 7 月在袁世

根家召开，会议持续 3 天至 4 天，参

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顺边县工委的领

导外，还有李株园和张枫。会上，黄

佳宣布了珠江地委的决定：将中共顺

德县工作委员会并入中共中顺边县工

委，由方群英任书记、李株园任副书

记兼组织部部长、刘云任常委兼宣传

部部长，黄有权任常委兼武装部部长；

其隶属珠江地委，下辖 6 个区委：中

共中山县三区委员会、中共中山县九

区委员会以及中共顺德县中区工作委

员会、中共顺德县南区工作委员会、

中共顺德县西区工作委员会、中共顺

德县九区工作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上

级的指示并部署此后的主要工作。

该旧址建于 1948 年，主屋是砖木

结构的两层楼房，建筑面积约 80 平

方米，含庭院用地面积 264.57 平方米。

该 旧 址 于 2006 年 6 月 被 中 共 中

山市委核定公布为中山市革命遗址，

并作为中共中山市委党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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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进犯中山时，袁世根积极发动学生奔赴前线，大力开展救护慰劳工作。

1940 年 3 月，中山沦陷，袁世根到罗定县任民众教育馆馆长兼《新

罗日报》主编，后在党组织的动员下回海洲当乡长。他按照党组织的布

置，与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司令袁带、副司令屈仁则及其下属

打好关系，在海洲站稳了脚跟，掌握了乡政府的权力。他运用手中的权

力坚决打击抢夺民田的地主，尽可能地为贫苦大众摆脱困境提供帮助和

保护，还亲自说服惠农农场的经理收容 100 多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袁世

根还兼管海洲小学，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安排地下党员任教，培养进步

青年。

1944 年 5 月，海洲建立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抗日民主同盟”，

袁世根和海洲自卫队正、副队长袁毅文、容辛等加入了该组织。袁世根

还征得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屈仁则的同意，办了一份宣传抗战的

油印刊物——《持正报》，编印地点就设在袁世根家里。后因一篇评论

暴露了该报的政治色彩，《持正报》被迫停刊。

1944 年秋，中区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和省临委的指示，决定主力挺

进粤中。考虑到安全问题，中区纵队指挥部选择了途经海洲、荷塘等据

点的线路。部队到海洲前，袁世根早已布置好接应工作，使部队到海洲

后白天能隐蔽休整、晚上顺利渡江至江门的荷塘，帮助部队安全通过敌

人的据点而顺利抵达目的地。

1944 年冬，袁世根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乡长的身份，营救了

一批被国民党逮捕或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5 年初，袁永等

一批共产党员被捕，袁世根从中周旋将他们保释出来，还及时通知和转

移一部分同志。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挺起钢铁的脊梁——大革命

及抗战时期中山红色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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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大宗祠——中区纵队挺进粤中宿营地遗址

袁氏大宗祠——中区纵队挺进粤

中宿营地遗址位于中山市古镇镇海洲

村沙源坊。

1944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创建五

岭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及中共广东

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土洋

会议精神，中区（珠江地区和粤中地

区）纵队成立，并迅速组织队伍挺进

粤中，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由于五桂山至新会路途较远，沿

途 一 带 都 是 平 原 地 区， 只 有 中 山 九

区和新会荷塘是抗日游击队控制的地

区，且须途经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地

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的防地，部队只

能在晚上行动。据实地侦察，中区纵

队和珠江、粤中地区党组织的领导经

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后，一致认为部队

从海洲渡江是安全的。中区纵队司令

红色遗址线索

袁氏大宗祠——中区纵队挺进粤中宿营地遗址重建宗祠正面全景（古镇镇宣传办　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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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林锵云亲自到海洲找袁世根详谈，

并 了 解 海 洲 和 周 围 的 环 境 与 敌 情，

确 认 这 一 带 群 众 基 础 好、 上 层 关 系

好，部队行军至此处休息较为稳妥和

可靠。

中区纵队司令部又派了一些海洲

籍 的 战 士 返 乡 配 合 工 作， 如 驻 五 桂

山抗日部队的海洲籍战士欧伯祥回乡

后，动员了同学袁勋、袁耀祺、袁永

等协助做好部队驻地选址、购备粮食、

设置路标等工作；驻九区部队的吕胜

回海洲负责部队过江时的警戒工作。

中区纵队挺进粤中渡江码头（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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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 古镇镇

1944 年 10 月 21 日晚，中区纵队

领导林锵云、罗范群、谢立全、谢斌、

刘田夫等率领机关和挺进粤中主力大

队近 500 人，从五桂山出发，于深夜

到达中山濠头涌口后，迅速登上张溪

村民准备的 50 多艘蚬艇、虾艇。22

日拂晓，挺进部队到达中山九区二顷

围，由地方党和当地隐蔽部队掩护，

在围馆和农民的茅舍里休息大半天。

是日下午，挺进部队继续登程，水陆

两路并进，傍晚到达中山九洲基附近，

侦察员利用事先写好的“借路”信，

与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哨兵交涉。挺进

部队乘其未辨明情况，迅速通过九洲

基“谢老虎”（谢云龙）驻地，进入

海洲地段，掩蔽在沙源坊袁氏大宗祠

里。海洲乡长袁世根热情接待部队，

安排食宿并保证部队的安全。海洲自

卫队担任外围警戒，严密监视驻海洲

乡的“挺三”莫予京中队和杨明小队

的活动，确保挺进部队在海洲乡的安

全。10 月 23 日傍晚，部队从海洲出

发渡江过荷塘。在地方党组织的努力

和中山人民的全力掩护下，中区纵队

主力近 500 人得以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运动，顺利通过封锁线，向粤中挺进。

该遗址为海洲袁氏祖祠，建于清

末，建筑面积 500 多平方米。该祠于

1958 年被拆毁，2023 年已完成主体

建筑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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