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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

a　周增源故居位于中山市沙溪镇龙头环村上街 82 号。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位

于中山市沙溪镇港园村塔园小组塔园

大街 26 号元洞黄公祠。

1940 年，中共中山县委派一批共

产党员利用统战关系组建地方武装。

此时，国民党中山县当局开始注意敌

后工作。部分区政府及有影响的人士、

地方武装实力派纷纷组建武装，国民

党地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大量收编游

散武装、地方头子等以扩大其力量。

中共中山本部县委和八、九区区委抓

住这一机遇，派干部和党员参加其武

装，或设法领取其番号，逐步掌握或

建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1941 年，

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向敌后任命和派遣

了各区区长。其中一区区长周克明、

二区区长周守愚均为二区龙头环村人。

周守愚的儿子周增源a和周克明的义子

红色革命遗址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正门全景（《中山日报》记者摄于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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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生均是共产党员，受组织委派，

黄石生帮助周克明，周增源、张矛帮

助周守愚筹建区署。黄石生、周增源

分别担任一区和二区国民兵团的常备

中队队长。黄石生时任塔园村冠华小

学名誉校长，而冠华小学位于肇园（元

洞黄公祠）前方，乘邻近地利之便，

黄石生中队以此祠堂为活动据点之一，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黄石生中队与杨子江中队、周增

源中队等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动在二

区及城郊西北部一带，逐步形成了民

田地区与沙田地区相呼应，建制部队

与民兵武装力量相结合，以及发展武

装队伍与开展青年群众运动相结合的

形势，成为共产党所掌握的中山抗日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内元洞黄公祠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二楼纪念室

陈列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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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重要的一翼，为党在县城近郊的

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1943 年 3 月，

活动在中山二区的杨子江、黄石生、

周增源三个中队合编为二区中队（对

外仍用原来三个中队各自的番号），

编入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由黄石生任

中队长，杨子江任指导员。为提高战

士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作战能力，二

区中队在此祠堂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

训练。中队长黄石生亲任教官，身先

士卒，与战士们一起参加训练，风雨

无阻。

该旧址建于 1929 年，由黄族旅港

乡亲捐资，仿南京总统府结构建造。

整体建筑包括门楼、庭院和元洞黄公

祠，总面积约 827 平方米。正面门楼

设三个拱门，穿过门楼进入庭园后是

塔园黄族的四传孙元洞黄公祠。该祠

堂为两层楼高祠堂，两边是厢房。整

座建筑以灰、白为主调，雕绘精巧，

古朴典雅。

肇 园 于 2009 年 9 月 被 中 山 市 人

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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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园——黄石生中队队部旧址内庭院及周边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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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生故居

黄石生故居位于中山市沙溪镇港

园村塔园小组捷文里街 70 号。

黄 石 生（1916—1944）， 中 山 沙

溪塔园村人。1936 年，黄石生毕业于

中山县立中学，同年在三乡桂山小学

任教，其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他于 1937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

年冬受组织委派到东江学习军事知识。

1939 年，黄石生任中共一区区委在长

洲黄氏大宗祠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

和五区区委在翠微乡举办的游击训练

班的军事教官，培养了一批擅长打游

击的干部。中山沦陷后，黄石生通过

任一区区长的义父周克明的关系，领

取了一区国民兵团常备中队的番号，

建立了黄石生中队，又与杨子江等在

家乡二区设置了一批活动据点，如港

头钜益书店、龙头环相宜商店、申明

亭新德商店等。他积极发动海内外乡

亲支持抗日，与澳门知名人士如孙中

山元配卢慕贞、何贤等均有联系。黄

石生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山县

政府一区国民兵团的中队长。该中队

与杨子江中队、周增源中队互为犄角，

在二区及石岐近郊开展抗日斗争。他

们利用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合法身份，

黄石生故居外门（左）和房屋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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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动员青

年参加抗战，建立党的秘密交通站、

联络点，使当地的抗日运动开展得

如火如荼。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

后，这三个中队被编为中山人民抗

日义勇大队下辖的二区中队。

黄石生被驻二区的国民党顽固

派视为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

1944 年 4 月 12 日，国民党顽固派

彭河在沙溪墟桃园茶楼公开枪杀了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二区中队中

队长黄石生。当天，黄石生为给五

桂山部队筹集军饷，在沙溪桃园茶

楼约见几位客商。彭河得到消息后，

出动其全部兵力约四五十人，将茶

楼重重围住。彭河与其弟彭爽等为

争头功，不顾百姓安危，争相向茶

楼内的茶厅开枪射击，茶厅顿时一

片混乱。黄石生当时只带了小队长

苏伟棠和警卫员杨北可，为避免无

辜的百姓受到伤害，黄石生等三人

临危不惧，待群众疏散后才还击。

黄石生、苏伟棠、杨北可在毙伤数

敌后，终因寡不敌众，无法突围而

壮烈牺牲。

黄石生故居建于清末，坐东北

向西南，单间两层，为砖木结构，

建筑面积约 31 平方米。

该故居于 2012 年 1 月被中山

市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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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石生故居正门特写（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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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生、杨北可、苏伟棠烈士墓碑

黄石生、杨北可、苏伟棠烈士墓

碑位于中山市沙溪镇港园村大斗山上。

1944 年 4 月 12 日，黄石生、杨北

可和苏伟棠三人壮烈牺牲后，二区中

队的游击战士将三位烈士的遗体埋葬

在塔园村后山。1961 年，中共沙溪公

社港园总支部为三位烈士殓骸骨，修

墓立碑于大斗山上。20 世纪 70 年代，

三位烈士的遗骨被迁往中山烈士陵园。

墓碑仍立于大斗山上，以作永久纪念。

该烈士墓为花岗石碑牌，碑高 1.8

米，宽 0.8 米，底长 1.2 米，建筑占地 

130.72 平方米，碑正面刻有“黄石生

烈士、杨北可烈士、苏伟棠烈士之墓，

1961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中国共产党

沙溪公社港园总支部立石”字样。
黄石生、杨北可、苏伟棠烈士墓碑正面　

（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黄石生、杨北可、苏伟棠烈士墓碑正侧面（左）及背面（黄春华摄于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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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活动旧址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活动旧址位

于中山市沙溪镇乐群村龙聚环兴龙街

30 号，是冯彬的故居。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谢

立全曾在此部署阜墟战斗，中共珠江

特别委员会书记梁嘉常在此活动。

1942 年 3 月 16 日起，日军从佛山、

番禺、江门等地调集 2000 多人及伪军

第三十师 2000 人，联合向中山第三、

第九区的黄圃、阜墟、古镇、曹步、

鸡笼等地进行“梳篦式”的“清乡”“扫

荡”，企图占领中山九区这个大粮仓，

实现以战养战；同时，威胁国民党地

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妥协投降，以达

到消灭第三、第九区的抗日武装力量，

扶植伪军在这里扩充势力的目的。驻

九区的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部队采取

不战不降的态度，率队撤到鹤山观望，

只剩下共产党员杨日韶等领导梁伯雄

大队坚持留守九区。市桥的大汉奸李

辅群乘机向该处扩张势力，九区的抗

日形势一度陷入低潮。为扭转中山的

抗日形势，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决

定趁伪军立足未稳，消灭敌人在阜墟

的有生力量。同年 5 月，谢立全在此

宅研究部署阜墟战斗，率领中山抗日

游击大队主力 70 多人、二区部队 30

多人到达阜墟，与九区的杨日韶武装

会合，分三路突袭九区伪军。此役共

歼灭伪军一个连和一个伪警察中队，

缴获长、短枪 50 多支。此役为打开中

山抗战的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3 年 12 月，中共珠江特别委员

会成立后，为配合党领导的珠江三角

洲抗日游击武装在五桂山抗日游击根

据地的活动，特委书记梁嘉在石岐郊

区、一区、二区一带布下交通站和活

动点，在沙溪设有两个工作站，其中

一个是冯彬（共产党员）位于龙聚环

的家。梁嘉到二区活动时，常到此宅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活动旧址正面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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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冯彬布置工作。冯彬负责联系二区

一带的党组织，开展宣传、发动工作，

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珠江特

委组织出版的油印报《光明》亦在此

屋印刷。

该旧址建于 1934 年，坐北向南，

由前座民居和后座碉楼式建筑组成，

砖木结构，总面宽 5 米，总纵深 10.8 米，

占地面积约 54 平方米，建筑面积共约

250 平方米。前座民居高两层，后部硬

山顶，人字山墙，青砖墙。后座碉楼

式建筑高三层，青砖砌墙，一层外墙

开有长方竖形射击孔，楼顶天台建有

梯屋。整座建筑体现了中西结合的建

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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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活动旧址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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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中队队部旧址

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中队队部旧

址位于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申明亭亭

际社大街 6 号。该房屋为原中共中山

县二区支部书记杨子江和著名报人杨

奇兄弟二人的故居。

杨 子 江（1918—1998）， 申 明 亭

村人，曾用名杨焕棠、杨里华，1938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山

县二区支部书记，一、二区工委书记，

杨子江中队中队长，二区中队指导员。

1938 年 9 月，中共中山县委决定由杨

子江回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二区发展

党员，建立支部。杨子江回到二区后，

接收了缪菁（又名泽源）、陈照深两

名党员，组建了党支部。二区支部直

属中山县委管辖，杨子江任书记，缪

菁任宣传委员。1939 年起，该支部逐

步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至 1941 年，

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

中队队部旧址正门。左为

杨子江旧居，右为杨奇旧

居（ 黄 春 华 摄 于 2020
年 11 月）

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

中队队部旧址外门全景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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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发展了缪洛莎、杨开根、杨保初、

杨添、冯彬、周增源、杨湘云、杨冰云、

刘玉扶、冯娟、林伟干等近 30 名党员。

杨子江的家因此成了二区支部的活动

地点。1941 年春，中共中山本部县委

派杨子江进入国民党中山县二区联防

办事处掌握一个中队的武装力量，并

担任中队长。1943 年 3 月，二区的杨

子江、黄石生、周增源三个中队被合

编为二区中队，编入中山抗日游击大

队（对外仍用原来三个中队各自的番

号），黄石生任中队长，杨子江任指

导员。二区中队成为中山抗日武装力

量的重要一支。此宅也成为游击队在

二区活动的主要据点。

该旧址建于民国时期，包括主体

建筑和院子。房屋坐西南向东北，为

两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 147 平方

米，正面开两门把宅子分为两间，每

间有一厅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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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中队队部旧址杨子江

旧居大厅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中队队部旧址杨奇旧

居内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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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工作队队部旧址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工作队队部旧址，内设申明亭革命史迹展览（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工作队队

部旧址位于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村大

街 116 号（翠峰杨公祠）和 118 号（杨

玉维故居）。

1938 年 10 月，共产党员杨子江回

到二区，召集原“七八剧社”（七七

事变第二天，二区共产党员缪雨天与

杨子江在永厚、申明亭联系了青年学

生杨少希、缪菁等组成“七八剧社”，

走上街头演抗日话剧、歌剧，其宣传

活动遍及谿角、坎溪、永厚、龙聚环、

龙头环、象角、申明亭、下泽、沙溪、

横栏等村庄）的 20 多名青年社员，在

申明亭乡翠峰杨公祠成立中山二区青

年抗日救亡工作队（简称“区青队”），

杨希吾任队长，杨子江任副队长，以

翠峰杨公祠为活动基地。杨玉维家在

翠峰杨公祠旁，他也借出自家的房子

作为队部活动用地。区青队很快发展

到 100 多人。队员缪洛莎被派到申明

亭乡学校，发动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组织申明亭乡抗日救亡工作团。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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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

工作队队部旧址申明亭革命

史迹展览一角（黄春华摄
于 2021 年 11 月）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

工作队队部旧址前院一角

（黄春华摄于2020年11月）

中山二区青年抗日救亡

工作队队部旧址杨玉维故

居内屋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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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叠石阻击战

1939 年 7 月，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中山内陆。7 月 9 日上午 9 时，

日军 500 余分乘登陆艇 3 艘、橡皮艇数十，在飞机、炮火掩护下，进犯

中山县境叠石、全禄。中山守军奋力抵抗，二区各乡民众自卫队伍集中

候命，一部分即开赴前线。日军登陆全禄、叠石两村，焚毁民房 210 余间，

复向特沙、锣鼓山、三沙等处偷袭，焚毁茅屋 50 余间。别动队于特沙、

锣鼓山抗击来犯之敌，守军谭振基、梁胜保、高保权阵亡。敌机轰炸二

区时，中共中山县二区支部即发动二区青年抗日工作队的队员分别动员

民众抵抗日军的入侵，各村救护队、工作团纷纷出动，奔赴灾区。不少

商民和群众把鲜鱼、鲜肉、鲜菜等副食品捐献出来劳军。申明亭抗日工

作团副团长杨少希带领救护队员，奔赴现场抢救挖掘伤亡群众之际，敌

机再向灾场投二弹，救护队员杨丽容中弹殉职。翌日，二区举行追悼会，

群众团体千余人参加。叠石村人在村口立碑勒铭，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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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页］

由该校校长杨铁坚担任团长，副校长

杨少希担任副团长。1939 年 7 月 9 日，

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乘橡皮艇和登陆

艇横渡西江，向中山第二区叠石、全

禄村发动突袭。中山守军奋力抗击，

二区各乡自卫队开赴前线增援。杨子

江等火速动员和指挥中山二区青年抗

日救亡工作队组成担架队、救护队等

上前线开展战地服务，与守军一同为

保卫家园而英勇战斗。

该旧址 116 号建筑是翠峰杨公祠，

建于清末，原为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约 120 平方米，占地面积 170 平方米。

2020 年 11 月翠峰杨公祠重新修缮并设

置申明亭革命史展览，主体建筑外观

保持原貌，对外开放参观。该旧址 118

号建筑是杨玉维故居，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是杨玉维的父亲赴澳大利亚打

工赚钱回乡所建，为砖木结构两开间

两层楼房，建筑面积约 110 平方米，

占地面积 140 平方米。

该旧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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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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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珠江特委整风学习班旧址

中共珠江特委整风学习班旧址位

于中山市沙溪镇康乐行政村水溪自然

村 中 大 街 5 号、57 号、59 号 等 多 所

房屋。

1943 年 12 月中旬，按照上级关于

开展党的干部整风学习运动的要求，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与中共珠江特

委在五桂山举办部队中队级以上党员

干部和地方县委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

学习班，参加干部共 100 多人。学习

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和调

查研究的两项决定，毛泽东关于《整

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

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等报告，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

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10 多

个文献。该班的目的是通过整风学习培

养中层以上干部，恢复和发展中区地

方活动，扩大游击根据地，为迎接即

将到来的新的抗日高潮打好思想基础。

但整风学习班举办不足 10 天，即因敌

伪围攻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而被迫暂停。

12 月下旬，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

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委派在东江地区

领导过整风运动的黄康前来中山指导，

继续进行整风学习。由于五桂山抗日

根据地的反围攻斗争战势正酣，整风

学习班改在二区的水溪乡陈嘶马祖居

举行。因参加人数较多，其间分散在

村中几处民居中开展。整风学习班从

1944 年 1 月 4 日恢复，至 1 月 23 日止，

共 20 天。地方党组织和部队党组织派

出关山、叶向荣、陆华、黄峰、黄昌羲（黄

云）、郑惠光、黄江平、司徒毅生、

梅重清、郑秀等 20 多名干部参加。整

风以自学为主，辅导为辅，按照理论

联系实际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

中共珠江特委整风学习班旧址（中大街 5

号碉楼）正面顶部（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9 月）

中共珠江特委整风学习班旧址（中大街

57、59 号）正面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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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革命饭”与“英雄虱”

中山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从建队之初，中共中山县委及中共南番中顺

中心县委就先后派欧初、谭桂明、梁奇达、杨子江等负责部队的政治思

想工作，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对队伍的整训，利

用战前动员、战后休整或战斗间隙对指战员进行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抗战、团结、爱民”的宗旨教育和“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教育等，指战员们更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树立为

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思想，对争取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各级党委、党支部十分注重在艰苦环境条件和战斗中发现积极分子，

通过培养和训练发展党员。1944 年，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党委共发

展党员 200 名。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哪里有困难就不顾危险奔向哪里，

成为部队艰苦奋斗、遵守纪律和英勇杀敌的模范。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中，部队经常处于给养缺乏的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只能吃杂粮甚至

以蕉头野菜充饥，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破衣服；寒冬腊月不仅没有鞋穿，

也没有棉袄、棉被，只以甘蔗叶、稻秆御寒。

由于生活艰苦，营养不良，许多指战员都患上夜盲症和疟疾，身上

长虱子。部队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想办法到国统区做生意，带领战士开

办小农场等解决给养困难；同时进行经常性的艰苦奋斗教育，讲红军长

征、爬雪山、过草地的优良传统，使指战员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革命

人生观更加明确，在艰难困苦中毫不动摇，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

士们风趣地说：“我们吃的是‘革命饭’，生的是‘英雄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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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页）

三风，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水平，

增强党性。

该旧址 5 号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

是一幢三层楼高的碉楼；57 号、59 号

是陈嘶马的祖居，建于清末民初，为

砖木结构，建筑面积共约 12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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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崧学校——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地遗址

周崧学校遗址位于中山市沙溪镇

龙头环村下街 2 号。

周崧，沙溪龙头环人，早年赴美

谋生，1928 年，他派周合回乡觅地建

校舍，办完全小学，进而办中学，并

设立玫瑰幼儿园。1930 年校舍落成，

学生迁入新校上课。乡人为纪念周崧

热心办学的精神，学校以“周崧学校”

命名。1931—1949 年，学校共办 19 届，

毕业生共 514 人。该校免收学杂各费，

经费除由周崧在香港置铺所收租金用

以支付外，还靠其按月从美国汇款回

来 维 持 办 学。1934 年， 周 崧 受 国 民

政府明令嘉奖，获教育部颁发一等奖

奖状。

全面抗战初期，曾在周崧学校教

书的共产党员缪雨天等积极发动青年

师生参加抗日活动。1942 年初，共产

党员杨淑卿与该校青年女教师黄茵等

组织一班周崧小学校友在龙头环乡开

办相宜商店，明为经商，实则暗中秘

密坚持救亡工作。此处既是宣传抗日

的据点，又是地下交通站，为共产党

组织作掩护。

周 崧 学 校 始 建 于 1928 年， 建 筑

面积 576 平方米，为钢筋水泥两层结

构。周崧学校曾于 20 世纪 90 年代重建

为三层新教学楼，现名为龙头环周崧

学校。

红色遗址线索

周崧学校——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地遗址，今龙头环周崧

学校全景（《中山日报》记者摄于 2020 年 7 月）

相宜商店旧址，位于中山市沙

溪镇龙头环村上街 76 号（黄春华
摄于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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