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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洲书院——中共长洲乡支部活动旧址

烟洲书院——中共长洲乡支部活

动旧址位于中山市西区街道长洲社区

石台街 4 号。

烟洲书院素有革命传统。从 20 世

纪初同盟会会员黄冷观担任烟洲学堂

校长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对该校子弟的影响就颇深。全面抗日

战争爆发后，中共组织在长洲乡的活

动十分活跃，该校成为中共中山地方

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一个重

要的活动基地。黄健、黄弥谦、黄鞅、

黄锦棠（黄颉）、黄煜棠、黄焕荣、

黄社雄、黄江平、黄衍枢、黄伟畴、

黄少坚、黄敏元、黄锦生、黄伟贤、

黄川佬、黄惠芳、黄佩兰、黄敏坚等

60 多名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共

青团组织，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民

族民主战争中去。

1925 年，黄健与刘广生一起组织

新学生社中山分社，从事学运，发展

团组织。同年 9 月，黄健、黄弥谦当

选为新学生社中山分社第一届执行委

红色革命遗址

烟洲书院——中共长洲乡支部活动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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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委员。1926 年 6 月，黄健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也是长洲

第一位共产党员。1927 年 4 月，

黄健、黄弥谦参加中共中山县委

领导的卖蔗埔起义。全面抗战爆

发后，共产党员、长洲知识青年

黄锦棠、黄煜棠兄弟以开展农村

体育活动的形式发动群众，组织

了长洲战时服务团，先后发展了

黄鞅、黄社雄、黄江平、黄衍枢

等青年加入党组织，成立了中共

长洲支部。全面抗战时期，该支

部在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活动中起

到了核心作用。解放战争时期，

共产党员黄敏元在该校当教师，

陆续发展了一批进步教师和学生

加入党、团组织，建立了“白皮

红心”的乡政权，掌握了乡武装，

烟洲书院——中共长洲乡支部活动旧址内修身学堂全景（西区街道宣传办供图　摄于
2021 年）

烟洲书院——中共长洲乡支部活动旧址内长廊

特写（西区街道宣传办供图　摄于 2021 年）

烟洲书院——中共长洲乡支部活动旧址内校史展

览室全景（西区街道宣传办供图　摄于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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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黄锦棠：广游二支队无人不晓的“四眼黄”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区游击队有位大名鼎鼎的“四眼黄”——黄锦

棠。他生于 1912 年，曾用名黄颉、黄贯夫，家乡是现今中山市西区街

道的长洲村。

黄锦棠早年为一名教师，先后执教于烟洲、北山、会同、牛起湾、

雍陌、县立一小及周崧等学校。1937 年，在孙康、叶向荣（叶蔚文）

和李琴芳等人的教育影响下，黄锦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石岐

近郊长洲乡成立党支部，黄锦棠任支部书记。在黄锦棠的影响下，他的

亲人积极投身革命，其弟黄煜棠和黄荫棠、侄黄衍枢都是当时长洲党支

部的党员，两位姐姐黄筱坚和黄颖嫦亦积极参加妇协，为地下党送情报。

他的家成了地下党的活动点。1939 年初，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共中山县一区区委成立，黄峰任区委书记，黄锦棠任宣传委员。

1941 年 4 月，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决定将八区区委领导的陈中

坚抗日游击队改为中山八区抗日游击大队，对外挂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

第三纵队第七支队第二大队番号，陈中坚任大队长，郑少康任党代表兼

副大队长，黄锦棠任秘书。黄锦棠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及宣传发动

群众的工作。在工作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艺、口才等特长，上政治

课时结合实际，讲得有声有色。同时，他作战勇敢、纪律性强、艰苦朴素、

在发动群众、支前迎解放等方面做出

了贡献。

烟 洲 书 院 建 于 清 同 治 十 二 年

（1873），由长洲乡绅黄虞臣等创建，

该乡的黄姓子弟可免费入学。建筑坐

西北向东南，三进三间，砖木结构，

面积约 618 平方米，于 2004 年重修。

该书院于清光绪年间改为烟洲高、初

两等小学堂，1932 年改为烟洲小学。

烟洲书院现处于中山市西区街道烟洲

小学内，作为学校的一部分和社区传

统文化传播的场所。

该旧址于 2000 年被中山市人民政

府公布为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2008

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

物保护单位；2021 年 10 月被中共中

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中山市中共

党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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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且能以灵活的方法和专长做好工作。每次战斗胜利后，他立

即可以编出一个小话剧，组织几个人演出，扩大宣传。所以，部队的同

志和群众都称黄锦棠为黄副官或笑称其为“四眼黄”（因他深度近视）。

1943 年春，由于工作需要，黄锦棠被调到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

工作。此后，他任广游二支队群众工作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主要负责

统战和群众工作。面对二支队活动周围复杂的派系关系，他胆大心细地

做了大量团结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为二支队在众多“绿林”人物割据

的地盘上立足做出了诸多贡献。比如在活捉“八老虎”战斗中，黄锦棠

不计个人安危，深入虎穴，稳住了“地头蛇”太子祺，为这次战斗减少

了阻力。

1944 年 7 月 23 日，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准备第二次袭击市桥

的敌人，部队在植地庄休息隐蔽。不料，他们的行动被潜伏在植地庄当

“陪月”的特务之妻何志英向日军特务机关告密。26 日凌晨 2 时，驻

广州石榴岗的日军部队 500 余人奔袭植地庄。由于是日浓雾弥漫，当哨

兵发现敌人时，日军已上村庄周围的山冈，双方在拂晓前展开激战。部

队领导立即组织分路突围。大队长卫国尧和黄锦棠等向西南方突围时，

在塔沙岗遭到日军猛烈射击，先后中弹牺牲，鲜血洒在英雄的植地庄土

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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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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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

击训练班旧址位于中山市西区街道长

洲社区西大街 8 号。

1939 年初，中共中山一区区委在

此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山县

委委员叶向荣（叶蔚文）、黄峰分别

任班主任和教导员，共产党员黄石生

担任军事教官。学习班的学习资料主

要是黄峰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带回来

的文件、书籍和笔记。参加训练班的

有六七十人，主要来自长洲、张溪、

员峰、岐头、厚兴等县城一带的村庄，

其中包括黄锦棠、黄煜棠、黄江平、

黄鞅、黄衍枢、黄社雄、黄鉴明、黄

佩英、黄佩兰、黄慕怡、梁沛林、马

锐彬等共产党员。不少学员成为中山

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黄江平、黄鞅

等领导的长洲乡警队，成为中共中山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正门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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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委 所 领 导 的 抗 日 武 装 队 伍

之一。

该旧址建于明万历年间，

经 清 代、1930 年、1990 年、

1998 年四次重修。该祠堂为典

型的明代建筑风格，坐北向南，

三进三间布局，中后座置有左

右厢房，总面积约 1633 平方

米。其为台梁式木架建筑，前

檐置圆盘形坐斗和如意斗拱，

雕龙托脚。祠堂为硬山式顶，

有蚝壳外墙，龙船脊灰雕，隔

扇装修部分的木雕与灰塑、砖

雕均保存完好。

该 旧 址 于 1990 年 被 中 山

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中山市文物

保护单位，2008 年被广东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内致

中堂正面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内长

洲革命斗争展览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8 月）

延伸阅读

黄峰关于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回忆

1938 年 12 月 9 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宣告成立，国民

党中山县长张惠长出任总队长，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任副总队长。各

区抗先的区队长都由国民党区长担任，中共各区区委则选派共产党员担

任副区队长。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山县一区区委根据中山县委的指示，以一区

抗先的名义，于 1939 年初在长洲举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该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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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洲西堡大祠堂，由叶蔚文（叶向荣）以抗先县队部特派员的身份任

班主任，我任政治指导员，高平任政治助理员，杨牧任军事教员，黄颉

管文体生活。

学员均由一区区委通知石岐及各乡党支部选派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

前来参加，计有六七十人。全体工作人员和学员均自带伙食，集中食宿，

以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只有极个别生活困难的外乡学员只来听课，不

集中食宿。在教学内容和教材方面，由于我从延安学习回来不久，就照

搬陕公、抗大那一套。那时陕甘宁边区要经西安、郑州、武汉才能回到

广东，沿途会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查，我虽不能把教材带回，

却把笔记本带回来了，还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理论联系实际

的校风带了回来。我们着重教好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游击战术、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几门课程，学习时间约为两个月。

这个班的学员政治素质是好的，中共党员占学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以上。班建立了党支部，分队建立了党小组，还在训练期间发展了几个

党员。训练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就是为了打游击。在学习方法上，提

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边学边实践。全班人员经常到石岐或乡下向群

众宣传抗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忱，取得群众的信任。石岐遭受日机轰

炸时，全班人员都出动，奔赴受灾现场，冒着敌机还在扫射的危险，搬

砖挖瓦，抢救灾民。

我还带过班里的骨干经石岐华佗庙，入龙斜口，过新庵，到达五桂

山的石鼓挞乡，视察地形地物，了解民情，准备在这一带打游击。杨牧

负责的军事课也抓得很紧，在大祠堂门前的地坪上进行单兵教练和班排

教练。孙康在西桠县立七小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我去上过课，当时还

有课室可利用，有桌椅用来上课。而我们则只有一间空洞洞的大祠堂，

教员只有一块黑板用来上课，学员们没有桌椅，就坐在砖头、木头上听

课，晚上睡在地板或干禾草上。有一次，区长刘逸平来视察，我们刚在

吃午饭，他看见我们人人捧着半边椰壳做饭碗，自削竹枝作筷子，只有

青菜或大头菜下饭，但个个精神抖擞，抗日情绪饱满，很受感动。我班

临结业时到莲峰山进行实弹射击，每个学员分了三发子弹，这也是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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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弄来的。

我班结业时没有发文凭，也没有发证书。学员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的表现就是最好的答卷，最有力的证明。1939 年（夏）秋两次

横门战斗，在这个班学习过的同志几乎全部奔赴前线，或参加集结队作

战，或参加救护队，或参加运输队，或参加慰问队，与当地驻军和其他

抗先、妇协的战友共同战斗了 20 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把日寇赶回海上去，

取得了横门战斗的胜利。

1940 年 3 月 7 日，中山沦陷，但我党领导的各区乡抗日队伍仍高

举抗日的旗帜，坚持活动。趁敌立足未稳，郑少康率队袭击雍陌驻敌，

卢德耀、罗章有数人袭击大金顶（鼎）敌人，谭桂明率队袭击崖口伪乡

长和伪自卫队。我也部署长洲游击小队夜袭该乡伪维持会和伪自卫队，

运用班里学到的游击战术，我方不损一兵一卒就全部缴了他们的械，打

死了伪维持会长。我们把队伍开到大南沙，与梁伯雄部和谭桂明率领的

崖口乡警队汇合，组建和扩大了由中山县委直接领导的骨干武装队伍。

以后，这支队伍划归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领导，转战南、番、中、顺四

县，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保卫西海，攻打浮圩（阜圩），袭击市桥。

在一系列战斗中，队伍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为 1942 年春回师五桂山，

建立五桂山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选自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委员会：《中山文史》（总

第十二辑），1987 年印行，第 5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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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战时服务团团部旧址

长洲战时服务团团部旧址位于中

山市西区街道长洲社区松柏林大街 50

号隐士祠。

1937 年底，中山县立一小青年教

师黄锦棠（长洲人）在中共中山县委

书记孙康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

10 月，中山周边各县相继沦陷，中山

境内饱受日军空袭，全县各区乡纷纷

成立战时服务团、救护队等抗日群众

团体。黄锦棠以其弟黄煜棠在长洲组

织的有百多名青年参加的体育会为基

础，发动了 300 多名家乡青年参加战

时服务团。

长洲战时服务团设团部于长洲隐

士祠，其十分活跃，主要做三方面的

工作：一是开展抗日宣传，发动民众

参加抗日，及时把抗战前线的消息通

报给村民，并教村民唱抗日歌曲。二

是发动村中青年参加战时服务团。中

长洲战时服务团团部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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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抗日先锋队成立后，长洲战时服

务团随之改为抗先组织，当时长洲各

村参加抗先的青年男女有 300 多人。

三是组织村民支援前线，慰劳守土杀

敌的将士。该服务团常在村中及县城

石岐，甚至沙涌、深湾等地演出抗日

进步话剧和演唱抗日歌曲，还组织团

员们写慰问信和宣传材料，交国民党

中山县党部代寄给抗日前线的战士。

长洲战时服务团及后来的长洲抗先队

在长洲青年保卫乡邦的行动中产生了

重要影响。

该旧址建于清代，建筑坐西北向

东南，三间两进带左偏房，砖木结构，

总面积约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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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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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洲战时服务团团部旧址内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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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抗战烈士纪念碑

长洲抗战烈士纪念碑位于中山市

西区街道长洲社区狮山公园内。

长洲抗战烈士纪念碑立于 1987 年

秋。纪念碑坐西北向东南，为花岗岩

材质，呈长方形条状竖立，底部设花

岗岩基座。碑体高 1.88 米，宽 1.07 米，

厚 0.18 米。碑体正面和背面均用隶书

阴刻碑文，正面为纪念长洲抗战烈士

碑记及抗战烈士英名录（共 15 人），

背面为烈士黄中坚的生平简介。碑额

处雕有烈士勋章图案。

长洲抗战烈士纪念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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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洲抗战烈士纪念碑正面特写（黄春华摄
于 2021 年 11 月）

长洲抗战烈士纪念碑周边全貌（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214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1:02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  215 / 西区街道

黄健故居

黄健故居位于中山市西区街道后

山社区后山大街 74 号。

黄健（1906—1982），又名黄如诚、

黄晓生，中山长洲后山村人。1925 年，

在中山县立中学就读的黄健与中山学

运领袖刘广生合力创办了新学生社中

山分社，黄健任主任委员。1926 年春，

黄健被选送到广东省青年训育养成所

学习，学习期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接受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

萧楚女等革命前辈的教育。他于同年

3 月加入共青团，不久任共青团中山

县支部书记，6 月转为共产党员。毕

业后，黄健返回中山发展团组织，建

立长洲团支部。他常回长洲、后山向

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发展农友，建立

农民自卫武装，并组织农民与村中的

土豪劣绅做斗争。1926 年底中共中山

县委成立，黄健任委员。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

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氛。中共中

山县委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挥成立

中山县工农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武

装起义。黄健为行动委员会委员，是

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卖蔗埔起义失败

后，黄健转移到日本、上海、澳门等

地坚持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健、

黄鞅兄弟积极投身抗日洪流。黄鞅曾

任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直属部队逸

仙大队大队长，于 1944 年 1 月 31 日

在抗击日、伪“十路围攻”战斗中英

勇牺牲。解放战争时期，黄健故居成

黄健故居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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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地方组织的一个工作联络点。

该故居建于民国时期，坐西南向

东北，三间两进，砖木结构，建筑面

积约 190 平方米。建筑为硬山瓦顶，

人字封火山墙，青砖外墙，凹门廊，

趟栊门，外侧设有脚门。正墙墙基用

花岗岩铺砌。大门两侧外墙分别开窗，

上部设拱形窗楣，内饰灰塑。

该 故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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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被中山市人民政

府核定公布为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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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黄鞅：独臂英雄，献身抗日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山有一位名声赫赫的独臂英雄——黄鞅。

1922 年，黄鞅生于一个殷实的小商人家。他幼年就读于位于现今

西区长洲的烟洲小学，后随二兄黄健到澳门濠江小学读书，幼年时便在

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36 年，黄鞅从濠江小学毕业后返回中山，

在县立中学念初中。1937 年七七事变后，年仅 15 岁的黄鞅加入长洲战

时服务团，并成为主要骨干。1938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

中山一区区委委员。

黄健故居门口特写

（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黄健故居内部楼梯间

（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黄健故居内部展览一角

（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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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日军进犯横门，黄鞅积极响应中共中山县委的号召，组

织救护队和慰问队开赴横门前线，积极开展慰问和救护工作。1940 年 3

月中山沦陷后，黄鞅等人率领长洲乡警队，对作恶多端的长洲乡伪维持

会和伪乡警队进行突然袭击，击毙了伪维持会会长等人，缴获了伪乡警

队的武器。这一突袭行动大大振奋了人心，威慑了日、伪军。

1942 年 5 月中旬，五桂山抗日部队会同九区的杨日韶部队联合出

击何国光营部。在战斗中，黄鞅英勇作战，冲锋在前，直至左手臂中弹

负伤。虽然伤势严重，他仍坚持战斗。战斗结束后，组织安排他到后山

村一堡垒户处进行秘密治疗，后被转往澳门医治。由于伤势较重，他的

左手残疾。当他重回番禺榄核的队部时，领导和战友看着他的左手，为

他感到可惜。黄鞅却泰然地说：“左手残了，还有右手，要抗战胜利是

需要付出代价的！”

1943 年，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

部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山抗日斗争的领导，决定从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抽调

精干战士 110 余人，组成由指挥部直接领导的逸仙大队。黄鞅被任命为

队长，下辖民族、民生、民权 3 个中队。在黄鞅的领导下，该队纪律严

明，作战英勇。黄鞅曾率队与中山抗日游击大队联手袭击南朗伪军据点，

取得重大胜利。

1944 年 1 月 31 日，日、伪军出动 8000 多人向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发动“十路围攻”。按照上级的部署，黄鞅率领逸仙大队布防于石莹桥

附近大帽山左侧的制高点，右侧的制高点由友军钟汉明部（统战对象）

控制，由黄鞅负责指挥。31 日清晨，进犯五桂山区的一路日、伪军约

1000 人，眼看就要进入我方的伏击圈，但因钟汉明部临阵怯敌，过早

暴露。敌军经过观察后，向大帽山阵地发动进攻。黄鞅不顾个人安危，

即使只能靠右手战斗，依然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在激烈的战斗中，黄

鞅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当场牺牲，年仅 2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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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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