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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孙康故居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

孙康故居位于中山市中山港街道联富

社区沙边小区中街十二巷 6 号之一。

孙康（1906—1996），曾用名孙

一艺、孙映雪、孙艺文，中山沙边村人。

他于 1926 年加入共青团，次年春转

为共产党员。1927 年卖蔗埔起义失败

后，中山党组织被破坏，革命活动转

入低潮。孙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

被迫转移到海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他到南洋后，任新加坡槟榔屿支部宣

传委员，1933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当

局驱逐出境而失掉组织关系。1933 年

初，孙康回到家乡沙边村，在沙边学

校任教，并在此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

传活动，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找党组

织。1936 年初，他通过中国青年同盟

（简称“中青”）广州分盟的成员曾

谷，与该组织的领导成员林振华见面，

并加入该组织。在广州“中青”的指

导下，孙康回到沙边发展已失散组织

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陈嘶马、孙晖

如（李国霖）、马庾庵、张鹏光、孙

继普、梁泳等 10 多人参加“中青”。

红色革命遗址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孙康故居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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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还组织沙边的教师参加抗日十人

团，这种十人团也是中国青年同盟的

一种组织形式。同年 5 月，中国青年

同盟中山支部（同年底转为中国青年

同盟中山特支）在沙边成立，孙康任

支部书记。他的家成为支部活动的主

要据点。三乡大布小学的孙一之、中

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谭桂明、

总理故乡纪念中学的陈纬等不久也加

入了该组织。1936 年冬，孙康恢复党

组织关系，他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把“中青”16 名积极分子吸收入党。

孙康积极发展组织，使中山成为广东

恢复重建中共组织后首个建立县委的

县，为中共组织在中山的重建做出了

重要贡献。

孙康先后任中国青年同盟中山县

特支书记，中共中山支部书记、中山

县工委书记、中山县委书记，中共广

东省委候补委员。全面抗战初期，他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方针，争取国民党中山县当局头面

人物的支持，建立抗日武装，举办游

击训练班、救护班等，训练民兵，为

中山，为珠江地区培养了大批游击骨

干。他还派党员到五桂山区和周边乡

村，以教书掩护工作，为建立五桂山

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孙康于

1939 年 9 月后调离中山。

该旧址建于清末，建筑坐东向西，

两间一进带右偏房，砖木结构。宅院

开阔幽静，整体占地面积 250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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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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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孙康故居

围院外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5 月）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孙康故居

室内大厅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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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尾头长堤街十七巷5号碉楼

——中共中山县委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旧址

江尾头长堤街十七巷 5 号碉楼——

中共中山县委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旧

址位于中山市中山港街道江尾头村长

堤街十七巷。

中共中山县委通过江尾头村的共

产党员向屋主借用此碉楼，于 1939

年 4 月 9 日至 12 日在此召开全县第

二次武装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

山县委书记孙康，副书记孙晖如（李

国霖）、组织部部长梁奇达、宣传部

部长徐云、八区区委书记邝任生、一

区区委书记黄峰、四区负责武装工作

的欧晴宇。中共南顺工委书记林锵云

和澳门工委书记林锋等列席会议。东

南特委派宣传部部长杨康华、巡视员

温焯华前来指导。考虑到这次会议与

会人员多、地方窄 , 要安排照顾从东

南特委、澳门、顺德来的及年纪大的

同志，黄峰和徐云都自觉地睡在碉楼

楼梯中间的转角上。

会上，杨康华传达了中共中央和

广东省委对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

指示，总结了自第一次武装工作会议

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分析了全县

的抗日形势，决定以三种形式筹建由

党领导的武装：一是筹建由中山县委

直接领导的骨干武装，要想尽一切办

法解决人员、武器、地盘和给养等问

题，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新

四军为建军榜样，锻炼成为一支具有

江尾头长堤街十七巷 5 号碉楼——中

共中山县委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旧址正侧面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江尾头长堤街十七巷 5 号碉楼——中共

中山县委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旧址侧面外景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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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的意志、铁的纪律、训练有素，能

在任何艰苦条件下英勇战斗的人民军

队；二是选派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和地

方团队，利用其在国民党的地位，挂国

民党部队的招牌，发展中共的武装力

量；三是加强和扩大党控制下的乡村自

卫队武装，如乡警队、更夫队、自卫队等，

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杨康华

为中山县委班子满怀信心地积极准备开

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而高兴，还利用

会议休息时间教大家唱《游击队歌》。

这次会议为中山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该旧址建于民国时期，碉楼坐西北

向东南，钢筋混凝土结构，面阔 4.3 米，

纵 深 4.5 米， 楼 高 4 层， 约 14 米， 占

地面积约 19 平方米。该碉楼具有中山

近代华侨建筑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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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尾头长堤街十七巷 5 号碉楼——中共中山县委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旧址所在地中山港街道江尾

头村（图中近处）航拍图（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2 月）

江尾头长堤街十七巷 5 号碉楼——中共中山

县委第二次武装工作会议旧址背侧面（黄春华
摄于 2020 年 10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91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50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 /  192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山县支部成立旧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山县支部

成立旧址位于中山市中山港街道沙边村

火炬开发区第六小学（原沙边学校）。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孙康于

1928 年底转移到南洋一带活动，1933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新加坡当局驱逐出

境。由于事发突然，他与党组织失去联

系。1933 年初，孙康回到家乡沙边村，

以教师职业为掩护，暗地里积极寻找党

组织。沙边学校校长孙子静就任中山县

督学后，孙康被任命为沙边学校校长。

任职期间，他一边办学，一边找党组织，

同时做好重建中共中山地方组织的准备

工作。1936 年初，他与广州的中共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山县支部成立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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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取得联系 , 遂加入

该组织。同年，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

会恢复了孙康的党籍，在沙边学校任教

的孙晖如（李国霖）、陈嘶马、孙继普

等先后由中青盟盟员转为共产党员。

1936 年 10 月，中共中山县支部在沙边

学校成立，孙康任书记，孙晖如任组织

委员，陈嘶马任宣传委员，孙一之任文

教委员。支部党员集中分布在沙边、纪

中、三乡一带。

该旧址所处的沙边学校建于 1933

年，由海内外沙边村人捐建，为园林式

校园，总面积 5000 平方米。沙边学校

原校舍已被拆毁改建为新学校，现为火

炬开发区第六小学。沙边学校保留原建

筑的只有现学校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坐

西向东，为石英石筑成的平层建筑，长

约 11 米，宽约 7 米，高约 5 米，建筑

面积约 80 平方米。2020 年 8 月，该建

筑进行全面修缮。

该旧址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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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山县支部成立旧址（图中学校操场右边）所在地中山港街道沙边

村航拍图（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9 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山县支部成立旧

址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山县支部成立旧

址室内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93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52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 /  194 /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址

暨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遗址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

址暨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

立遗址位于中山市中山港街道西桠村校

前路北西桠创新幼儿园 ( 原为中山县立

第七小学校 )。

1937年底张惠长任中山县县长时，

将西桠小学改为中山县立第七小学。中

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担任校长一职，他

先后安插一批共产党员在此任教，使该

校成为县委的活动基地。1938 年底，

中山县委在县立第七小学举办第一期游

击干部训练班。学员是来自各区党支部

的干部和武装骨干，欧初、卢德耀、谭

光耀等50多人参加了这期游击训练班。

游击训练班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管

理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过集体生活。

学习内容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

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罗瑞卿的

《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为开展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作思想上的准备。

中山县委在该校先后开办多期党员学习

班和游击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擅长打

游击战的干部。这批干部不少成为珠江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址暨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遗址改建为幼儿

园，图为该园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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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乃至粤中、粤北敌后游击战争的

骨干。

1938 年 12 月 9 日， 广 东 青 年 抗

日先锋队中山县队 ( 简称“抗先”) 在

此成立。当天，来自全县各区、乡的

2000 多名青年齐集西桠县立七小的大

操场，胸前佩戴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

山县队的徽章，参加“一二·九”三周

年纪念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

部成立大会。省抗先也派陈能兴前来参

加大会。时任中山县县长张惠长担任广

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总队长，孙

康任副总队长。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

山县队成立后，在宣传、发动群众起来

抗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领导的中山县别动大队也在

此成立。孙康任队长，欧晴宇（后脱党）、

缪雨天任副队长。1939 年 7 月至 9 月

间，日军两次试图在横门登陆，中共中

山县委以“抗先”的名义，以县、区两

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为骨干，成立横门

前线抗日支前指挥部，在各区紧急动员

了 1000 多名抗先队员和妇协会员，组

成宣传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

慰劳队等开展紧张的支前工作。县委组

织的武装集结队、别动队与中山县守军

一起开赴前线，抗击日军，全县军民齐

心御侮，两次打退了日军的入侵。

原位于该遗址的中山县立第七小

学校建于 1912 年，由在民国政府任要

职的西桠村人朱卓文组织乡绅集资兴

学，拆毁村中的侯王庙建学校，共建有

教学室 5 间，图书馆 1 间，占地面积约

5600 平方米。该校后曾为火炬开发区

西桠小学，现为西桠创新幼儿园。原有

建筑已被拆除重建新教学楼，只保留了

当年的一棵大树。现园内的教学楼内设

有党史主题展览，园内的围墙上设党史

展示和教育长廊。

该遗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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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县立第七小学——全面抗战初期中共

中山县委在此开展活动，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

队中山县队在此成立（历史照片）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址暨

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遗址内

展览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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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位于中山市

中山港街道小隐水闸（洋关水闸），大

王头山至白米山一带以东及永春滨江公

园一带。横门保卫战主题公园位于翠亨

新区（南朗街道）横门大桥路口旁。

1939 年 7 月 24 日上午 8 时，日军

出动铁拖 4 艘、舰艇 6 艘，载兵 200 余

名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向横门沿岸登

陆。此时，中山县正处于抗日救亡运动

的高潮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下，中共中山县委主动同国民党中山县

当局合作，共商保家卫国大计。中山县

县长兼第六游击区司令、守备总队总队

长张惠长多次到前线指挥，副总队长石

抱奇等在前线督战，国民党中山县守备

总队三个大队九个中队的官兵奋力抵

抗。由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任队指导

员的第三大队第九中队，在副中队长、

共产党员缪雨天的带领下，在前线与守

军并肩杀敌。中共中山县委和四区区委

领导的武装集结队、别动队在指导员谭

桂明、副队长杨木的带领下，上前线与

守备队共同作战。中共中山县委以广东

人民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的名义，以县、

区两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为骨干，成立

横门前线抗日支前指挥部，并领导和发

动抗先、妇女协会、别动队、青年民兵

等群众组织开赴前线，开展运输、劳军、

担架、救护、送茶送饭等支前工作。7

月 31 日下午 4 时，敌以猛烈炮火掩护

其在沿岸的步兵撤退。是役，日军伤亡

近 100 人，一艘运输舰于玻璃围附近水

面触雷沉没。横门保卫战首战告捷。

1939 年 9 月 7 日至 20 日，敌军再

当年横门保卫战就在横门水道的江岸一带发生激烈战斗，一艘日军船只在图中两桥墩间的水域

（玻璃围水域）触雷沉没。图左为中山港街道永春海滨公园和小隐水闸（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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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横门，炮轰芙蓉山、玻璃围，摧毁沿

江工事，复以飞机掩护敌兵登陆，先后

占据白米山、大尖峰、东利冲、灰炉涌、

大王头、横山、下旗山、玻璃围、珊洲

等地。中山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共御外

侮。驻守横门的中山守军英勇奋战，抗

先队员和妇协会员结队赶赴前线服务。

13 日，敌兵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

护下进犯三仙娘山。守军与之激战至

下午 3 时，毙伤敌兵 200 余名，为横门

作战以来最大的战果。14 日，敌军以

1500 余人再犯，中山守军苦战至下午 2

时，死伤小队长以下 70 人，仍坚持战斗，

并击落敌机一架。激战持续至9月20日，

敌军出动 1500 人，以飞机 10 余架助战，

进犯小隐、大环，继分三路犯江尾头。

该线守军守备第九中队士兵在共产党员

缪雨天的率领下奋勇抗战，击退敌兵 4

次冲锋，先后夺回大环、小隐、黎村、

二洲等据点。日军失利后，不敢恋战，

留下一部在大王头设营固守，大部分兵

力撤回海上。此次苦战 14 日，全县军

民合力抗击来犯之敌，获得第二次横门

战斗的胜利。

两次横门保卫战获胜，大大鼓舞了

中山人民抗日的斗志和信心。中山抗日

武装斗争的序幕从此拉开。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包括大王头

山、白米山、芙蓉山等地 , 是一个线状

多点的战争战场，如今归属于中山市中

山港街道、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战

争战场遗址一带如今已是工业园区、居

民社区、村落等，部分保持原有自然状

态面貌，部分处于开发建设状态，经过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的永春滨江公园入口（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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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的岁月，已经不见当年战

场的痕迹。当年的江岸战场遗址

已建设永春滨江公园，中山港街

道的珊洲村则建设了横门保卫战

的主题广场。翠亨新区（南朗街道）

马鞍岛的横门大桥桥脚附近还设

有横门保卫战主题公园。该公园

建于 2006 年，于 2020 年重新修建，

园内立有横门保卫战标志石碑。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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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的小隐水闸全景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横门保卫战主题公园一角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横门保卫战珊洲展览外景

（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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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关晃明：首位血溅中山抗日战场的共产党员

关晃明，原籍广东南海，1919 年出生于香港，曾就读于香港英皇

书院。七七事变后，关晃明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热血积极投

身抗日救国的行列。他夜以继日地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发动学生参加

抗日运动。1938 年夏，关晃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党组织指

派到香港学生赈济会工作。

广州沦陷后，香港学生赈济会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地方组

织的引导下，动员青年奔赴抗日救国的第一线。香港青年学生踊跃报名，

先后组成四个“回国服务团”。关晃明任第三团副团长。1939 年 1 月 13 日，

关晃明等随团出发到达曲江，参加第四游击区干训班集训，之后被调派

到第一游击区（简称“一游”）司令部（驻中山县）政训室所属政治队

工作，任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9 年 7 月和 9 月，日军先后两次进犯中山横门。在一游政治队

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成员积极发动国民党中山县守备部队参战。9 月 14

日，关晃明带领运输队给中山县守军运送粮食，途经大岭村时遭敌机空

袭。敌机一阵狂轰滥射，并投下大量杀伤弹和燃烧弹。运输队队员由于

缺乏战地常识，顿时慌乱不堪，四散奔逃。在这危急关头，关晃明一面

沉着冷静地指挥救护队队员疏散隐蔽，一面命令运输队队员卧倒，费了

很大力气才把队员分开隐蔽在村外的大水沟内。敌机失去了目标，继续

在低空盘旋侦察，气氛十分紧张。一名队员沉不住气，突然跳出水沟向

村边疾跑。关晃明见状焦急万分，大声呼喊“快卧倒”，同时一跃而起，

飞步冲到那名队员的身边，全力将其按倒在地。就在这时，几枚炸弹在

附近爆炸，那名队员脱险了，而年仅 20 岁的关晃明却壮烈牺牲。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3—184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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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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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抗战英雄纪念亭

其他纪念设施

大环抗战英雄纪念亭全景（黄春华摄于 2014 年 6 月）

大环抗战英雄纪念亭位于中山市

中山港街道大环村石鼓公园内。

抗日战争期间，大环村人积极抗

敌御侮，拥军支前。乡人张惠长时任

中山县县长，多次带领全县军民抵抗

日军入侵。该乡的共产党员黎民惠、

黎源仔、黎少华等乡民英勇为国捐躯。

为纪念先贤，教育后人，1982 年，

村民在石鼓上建起了一座抗日纪念

亭。2000 年，该村的海内外乡亲捐资

重建，并将该亭更名为“抗日英雄纪

念亭”，其牌匾为原珠江纵队第一支

队支队长欧初所题。纪念亭旁竖有一

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先贤英勇抗敌的

事迹，以及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英

雄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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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抗战英雄纪念亭周边公园全貌（黄春华摄于2014年6月）

大环抗战英雄纪念亭旁的英烈简介石碑特写（黄春华摄于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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