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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旧址

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旧址

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莲塘路 8 号中山

市机关第一幼儿园内（原郑氏公祠）。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孙康、张鹏光、

黄锦棠等一批中共党员在中山县立第

一小学分校任教以掩护活动，并成立

石岐教师话剧协社，演出抗日歌剧，

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7 年初，中共

中山县工作委员会在此成立，工委书

记孙康，组织委员孙晖如（李国霖），

宣传委员孙一之。全县有党员约 30 人。

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所辖基层组织

有中共中山县四区沙边小学支部、中

共中山县五区鸦岗小学支部、中共中

山县四区濠头小学支部、中共中山县

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支部、中共中山县

石岐小学教师支部、中共中山县一区

渡头小学支部。孙康到中山县立七小

当校长后，张鹏光接任中山县立第一

小学校校长，并任中共石岐小学教师

红色革命遗址

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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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书记。1938 年底，中共中山县委

在此举办第一期党员骨干训练班，学

员近 30 人，来自各基层党支部和区委。

学习班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主持，县

委主要领导人孙晖如、梁奇达、徐云

任教员，培养了大批党员骨干，为发

展组织和开展抗日斗争奠定坚实基础。

该旧址所在的郑氏宗祠原有三座，

亦称“郑三公祠”，始建于清光绪年

间。20 世纪 50 年代，其中两座被拆除，

现余一座。该祠曾为中山县第一小学

分校校址，现为中山市机关第一幼儿

园的美术活动室。建筑坐东北向西南，

面阔 14.9 米，进深 16.04 米，面积约

240 平方米；歇山顶，覆有绿色琉璃瓦，

正面有 4 根檐柱，内部有 4 根金柱，

正脊两端各有龙形吻兽，4 条戗脊端部

有龙形兽件。建筑前有门楼，为砖墙、

歇山顶。 

该旧址于 2012 年 1 月被中山市人

民政府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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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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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旧址周边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旧址所在地中

山市机关第一幼儿园正门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39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25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 /  140 /

延伸阅读

全面抗战初期中山在广东最早重建中共县委

中共中山地方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被严重破坏，除边远的八区、九

区有个别党员活动外，在全县范围内基本停止活动。

孙康于 1928 年底从香港到南洋隐蔽，后回到家乡任沙边小学校长，

一边办学，一边找党组织。

1936 年初，孙康加入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组织，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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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0 多人参加中青。同年 5 月，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在沙边成立（同

年底转为中山特支），孙康任支部书记。进而，又吸收三乡大布小学孙

一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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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加入该组织，通过种种活动宣传中共的抗日救亡纲领。1936 年秋，

孙康转到石岐县立二小任教后，团结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教师和学生，

为中共中山地方组织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1936 年 9 月，孙康到香港找吴有恒联系，后获中共南方临时工作

委员会通知恢复了组织关系。之后，他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把中青

里的 16 名积极分子吸收入党。1936 年 10 月，中共中山县支部在沙边

小学成立，书记孙康，组织委员孙晖如（李国霖），宣传委员陈嘶马，

文教委员孙一之。1936 年底，党组织在中山不断发展，先后在四区沙边、

五区鸦岗小学建立党支部，在石岐、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成立党小组。

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多，不久，中共中山县特别支部在沙边建立，逐

步把一、四、五区的党组织恢复起来。1937 年初，中山的中共党员发

展至近 30 人，于是，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在石岐成立，书记孙康，

组织委员孙晖如（李国霖），宣传委员孙一之。

1937 年 8 月，经中共广州市外县工作委员会批准，中共中山县委

员会在石岐成立，是全国抗战初期广东地区党组织中最早重建的县委，

书记孙康，副书记孙晖如（李国霖）。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回眸中山百年征程》，广东

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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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址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

县工委活动遗址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

孙文东路中山市人民医院内。

香山学宫曾为中山县立第一小学

校址。1936 年，中共党员李志（又名

李志坚，后叛变）到中山县任中山教

育局局长兼民教馆馆长，适时任中山

县长杨子毅崇尚梁漱溟提出的“乡村

自治”思想，遂征得县政府同意，以

民教馆的名义在石岐学宫举办了为期 2

个月的“乡村建设人员养成所”暑期

学习班。党组织安排关山、陈嘶马等

中共党员参加该班学习，从中物色进

步青年。参加学习的黄乐天、叶向荣、

杨维余等一批进步青年后来都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37 年初，中共中山县

工委书记孙康出任县立第一小学校校

长，他与也在该校教书的中共党员黄

锦棠、张鹏光等通过校际活动，组织

中山话剧协会、石岐小学教师联合会

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学宫又称先师庙。据《香山县志》

（光绪志）记载，学宫在县治东一里

莲峰之阳，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建，

淳祐四年（1244）徙建于城内，元泰

定三年（1326）徙复莲峰旧址，元末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址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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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于兵燹，明洪武三年（1370）

修复。学宫在明清两朝不断被扩

建、重修。香山学宫曾为中山县

立第一小学校，日军占领中山期

间一直以学宫为指挥中心、司令

部、大队部等驻地。新中国成立

后该址为中山县人民政府机关驻

地，后为中山县、市人民医院。

20 世纪 50—80 年代，香山学宫

原有建筑陆续被拆除，改建为医

院，现仅存泮池拱桥。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又称状元

桥，原为香山学宫的附属建筑，

建于明代，于清代重修。该桥为

单拱石桥，长 13 米，宽 2.2 米，

高 3 米。桥两边均有雕花石栏板，

望柱均为石狮望柱头。拱桥横跨

泮月池，故又称泮水桥。

该桥于 1990 年 12 月 9 日被

中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中

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延伸阅读

中山抗日救亡热潮

1937 年 8 月，日军侵占中山县境的荷包岛，中山人民心中蕴藏的

反侵略怒火迅猛爆发，抗日救亡的怒吼声震撼着中山大地。抗日救亡团

体活跃在中山各地，以集会游行、宣传演讲、筹款募捐、演街头剧、出

壁报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支援前方将士守土杀敌。

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在石岐组织以青年教师为主的中山话剧协

社，演出《卢沟桥》《回春之曲》等抗战话剧，还在一、四区的乡报上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

址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

址石桥台阶（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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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抗战文章。1937 年 12 月 15 日，孙康的文章《中山的危机与我们

当前的任务》在《起湾乡报》上发表，他指出，“寇急了，祸深了！敌

人的炸弹血刀已加在我们头上”，号召“一百万中山同胞起来，为保卫

乡土、保卫国家民族而斗争！”这些主题鲜明的宣传进一步加速民众的

觉醒。

中山县立中学的阮洪川、杨栢昌、孙正川、郭静之等团结了一批有

演剧兴趣的同学，在石岐及近郊开展抗日宣传演出。参与演剧活动的学

生多为华侨子弟，有些是县立中学的运动员，于是，他们又把学校的两

名进步体育教师推举为领导人，成立了中中别动队，体育主任孙紫萍任

队长，体育教师黄森鸿任副队长。他们大多数都自备了武器，如孙紫萍

有一支拉胡（打兽枪），黄森鸿有一支手提机枪。1938 年 3 月初，中

中别动队加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省抗先”），被命名为省抗

先中中别动队，接受省抗先的领导。8 月，中共中山县委创办机关刊物《别

动队》半月刊，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阐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

当头，坚决抗战的宗旨。

在石岐，继中山话剧协社后，中共石岐小学教师支部的共产党员如

县中附小的孙继普，县立一小的张鹏光、叶向荣（蔚文），县立三小的

郑振、何玉伦等团结一批石岐的小学教师，成立“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

由张鹏光任团长，积极对学生进行“反对日军侵略，誓死保卫中华”的

教育，并以话剧、活报剧、演讲等街头宣传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

传。县立中学的阮洪川、郭宁、郭杰带领该校学生到八区宣传《枪口对

外》。石岐近郊各乡村也组织了战时服务团之类的抗日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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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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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机关旧址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机关

旧址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民生北路 256

号太原第内。

1938 年至 1939 年间，中共中山县

委副书记孙晖如（李国霖）与中山县

委委员徐云等人同租住此宅，领导中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机关旧址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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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各抗日群众团体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 年 10 月 21 日广州沦陷，南海、

番禺、顺德、三水、佛山、江门等地

相继失守，中山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

状态。11 月 1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

达指示：在广州及其他被占领区附近

进行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并帮助

友军进行游击战争。同月，中山县委

书记孙康到香港参加中共东南特委召

开的会议，并听取廖承志传达毛泽东

有关开展武装工作的指示。

1938 年 11 月中旬，中山县委在太

原第召开全面抗战时期第一次武装工

作会议。会议由孙康主持，参加会议

的有全体县委委员和部分区委的负责

人。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的系列

文件精神，分析了中山的形势，认为

敌人尚未大举进攻中山，而中山的统

战工作成绩显著，中山县县长张惠长

等部分国民党人士倾向抗战，对群众

抗日救亡运动态度较为开放，中共中

山组织力量逐步壮大，具有准备抗日

斗争的干部和骨干。会议确立当前中

山的工作中心是加紧准备武装斗争，

准备以五桂山作为将来的游击根据地；

提出要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做准备，

决定举办党员和游击干部、青年、妇

女训练班，培训开展游击战的干部和

骨干，掌握一定的武装，以中中别动

队为基础，建立一支中山县委领导下

的人民抗日武装。会议研究批准九区

区委提出的派人进入当地军队建立武

装的计划，并派中共党员杨日韶到该

部队当副官。会后，县委即着手两方

面工作：一是举办多期党员学习班和

游击训练班，从思想上、干部上为开

展抗日武装斗争做准备；二是组织武

装队伍。党组织掌握以下两种武装：

公开取得合法地位的乡村武装、掌握

地方团队的掩蔽武装。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机关旧址周边全景（左）及正面远景（黄春华摄于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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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

1938 年 11 月中旬，中共中山县委在太原第召开抗战时期第一次武

装工作会议，会后即着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举办游击训练班，培养游击干部，从思想上、干部上为开展抗

日武装斗争作准备。1938 年底，中共中山县委在四区西桠县立第七小

学举办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各区党支部干部和武装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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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的论游击战争、罗瑞卿的论军队政治工作等，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

击战争作思想上的准备。1939 年初，中山县委又举办了两期游击干部

训练班。与此同时，中山县委还在石岐、三区、五区举办妇女干部训练

班、抗日救护训练班，请当地医生讲授战场救护知识，培养了一批战地

救护人员。一区区委在长洲举办的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和五区区委在南

屏乡举办的游击训练班，均由中共党员黄石生任军事教员。四区也举办

了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谭桂明、方群英、吴孑仁等负责。八区区委

在南山举办青年游击训练班，学员是来自各乡的抗先队员，共 80 人，

学习结束后他们便返回各乡去组织抗日武装。

二是组织武装队伍。党组织掌握以下两种武装：（1）公开取得合

法地位的乡村武装。1938 年底，中山县别动大队成立，大队长孙康，

该旧址原是太原第公寓，故又称

太原第，是中山宫花村旅美华侨王棠

的公寓。该建筑建于民国初期，坐东

向西，原为三间两进的砖木结构建筑，

现改建为框架结构建筑。原有建筑仅

存前面的门楼，高约 5.4 米，两层涩叠

歇山式顶，镶蓝色琉璃瓦。门楼第一

层有镌刻石匾“太原第”，署名王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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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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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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大队长欧晴宇（后脱党）、缪雨天，队员有二三百人，其中共产党员

约 100 人。四区区委建立的四区抗日别动队有 60 人，其中一半是共产

党员，这是一支完全受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不脱产的群众抗日武装。各区、

乡也建立了一些由共产党员掌握或参加的不脱产、半脱产的自卫队、沙

夫队、老更队。中共中山地方组织初步掌握起来的群众武装还有：四区

崖口乡、沙边乡，一区长洲乡、员峰乡、张溪乡的乡警队；五区大布乡、

八区月坑乡的农民组织。这些更夫队、乡警队、农民自卫队等的武器大

部分靠华侨捐款购买。（2）掌握地方团队的掩蔽武装。中山县委派一

些党员打入国民党中山县警察局、县守备队工作。1939 年初，孙康通

过统战关系，领取中山守备队总队巢添林大队辖下的第九中队的番号。

欧晴宇任中队长，孙康任指导员，缪雨天任副中队长。1938 年 12 月，

九区区委按县委确定的方针，根据本地区有农民运动的基础，有人有枪

的条件，向九区地方团队领了一个黄礼大队属下的“别动小队”的番号，

由当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的梁伯雄任小队长，副队长均是共产党员，队

员由各乡党支部选送。梁伯雄小队建立后，在九区区委的直接领导下，

队伍发展很快。1939 年初，该小队领取了一个中队番号。同年 3 月，

其在中队的基础上扩充为大队，又称梁伯雄大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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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51 页］

a　梁伯雄大队的番号为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

队。因大队长为梁伯雄，故按当地习惯称为“梁伯雄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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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书店——中共珠江特委地下交通站旧址

中共珠江特委地下交通站旧址位

于中山市石岐街道太平路 428 号。这

里也是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

的成立地。

1943 年 3 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

员会根据敌后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

对地方党领导机构作重新调整，撤销

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成立中共南番中

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番中顺

临工委”）。同月，罗范群在石岐太

平路良友书店召集谢创和陈翔南开会，

宣布南番中顺临工委成立，书记罗范

群，委员谢创、陈翔南。同年 12 月，

南番中顺临工委撤销，中共珠江特别

委员会（简称“珠江特委”）成立，

书记梁嘉，委员陈翔南、谢创。珠江

特委领导中共中山本部县委，中山县

三九区、八区区委，番禺县、顺德县

特派员和南海县联系人，以及新会县

委员会。珠江特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

良友书店——中共珠江特委地下交通站旧址正面（左）及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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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武装部队工作，采取各种方

式支持部队，包括人力、物力及

情报工作；宣传抗日、组织群众

抗日，成熟时建立地方党组织。

珠江特委机关设在石岐卖鸭

街 22 号黄峰的姨妈家。珠江特委

在石岐有 5 个交通站，在沙溪有

2 个工作站。其中，太平路的良友

书店由当时隐蔽在长洲教书的共

产党员杨湘的母亲和弟弟杨超主

持。良友书店作为珠江特委的交

通站时间并不长。1944 年，共产

党员杨冰在旧书店买了一本书，

返回沙溪途中被人搜去，珠江特

委估计太平路的交通站已引起敌

人的注意，即不再将该书店作为

交通站。

该旧址建于民国时期，为二

层单间小楼，屋顶前高后低，是

具有南洋风格的骑楼。底层临街

宽 4.9 米，进深约 7.5 米，骑楼进

深 3 米。

右上： 良友书店——中共珠江特委地下

交通站旧址周边全景（黄春华
摄于 2020 年 10 月）

右下： 良友书店——中共珠江特委地下

交通站旧址侧面（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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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中共珠江特委在石岐成立

1943 年 12 月，中共南番中顺临时工作委员会撤销，中共珠江特别

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书记梁嘉，委员陈翔南、谢

创。珠江特委分三片进行领导：梁嘉负责联系中山本部和八区，谢创负

责江门片，陈翔南负责番禺、南海、三水和中山九区；仍用特派员身份，

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连贯代表省临委领导珠江特委，驻在五桂山，梁

嘉常去五桂山汇报工作。梁嘉以卖故衣作掩护，活动于石岐、沙溪一带，

其妻许桂生则在石岐太平路摆故衣摊掩护工作。

中山各级党组织围绕抗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开展宣传、发动，组织

群众，积蓄力量，采取各种形式支持部队，还大量输送党员进入山区，

以适应五桂山武装的大发展。

由于当时斗争环境复杂，珠江特委继续贯彻“隐蔽斗争”的方针，

要求党员以灰色身份来隐蔽，要有社会职业。各党员严守党的组织纪律，

小心行事。在石岐活动的党员黄旭、黎安在后岗涌口开杂货店，杨湘在

长洲教书，梁检在党组织开办于龙母庙街的培光小学教书，杨冰被派进

南门仙逸纪念中学做争取学生工作。郑秀、郑志德、杨开根、杨兆华分

散在一、二区及石岐近郊，收集敌伪情报，配合武装活动。中山抗日游

击队 3 次进攻石岐的情报和地图都是地方党组织提供的。即使 1944 年

在长洲活动的共产党员梁其颖被捕和“白皮红心”的张溪乡乡长黄峰被

拘押，都没有暴露地方党组织。由于坚持长期隐蔽的斗争方式，地方党

组织没有出过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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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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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址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遗

址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尊仁里（原石

岐大街）11 号。

1926 年底，中共中山县委成立后，

县委领导常在此活动。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4 月

15 日，广东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

政变。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精神，

中共中山县委做出举行武装起义以反

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血腥镇压的决

定。4 月 19 日晚，县委以召开农工学

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为名，在此

研究筹划武装行动。参加会议的有县

委书记李华炤，委员黎炎孟、刘广生

及共产党员韦健、冯光等。会议传达

了广东区委应对当前紧急形势的指示；

认真分析了形势，根据区委关于各级

中共组织立即成立革命行动委员会，

集中武装，听候命令的指示，决议成

立中山县工农革命行动委员会，由李

华炤、黎炎孟、刘广生、黄健、韦健、

陈周鉴、冯光等共产党员组成，李华炤、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山县委活动地周边航拍图（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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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

1927 年 4 月 24 日，卖蔗埔起义失败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山县当局

即派县宪兵到四区、小榄等地围剿农会。随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到中

山“清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发布通缉令，通缉刘广生、

黄如诚（黄健）、孙一艺（孙康）、李华炤、黎炎孟等 36 人。国民党

中山县当局与地方的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动用军队，四处搜捕、围

攻各地农民自卫军，解散农民协会。中山的革命活动由高潮转入低潮。

根据上级指示，为避敌锋芒，保存革命力量，部分共产党员转移到

外地进行隐蔽活动。黎炎孟、刘广生等暂避澳门，黎奋生、柳通等在茅

湾隐蔽，孙康、马庾庵等转移到八区，李华炤、梁伟民等转移到九区一

带坚持活动。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于 4 月 27 日召开紧

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区委机关暂时撤离广州，迁驻香港薄扶林道。

黎炎孟任总指挥。会议决定于 1927 年

4 月 23 日在卖蔗埔集结，举行全县性

的武装起义。

卖蔗埔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

中共中山组织在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中，

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尝试，是中山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枪

杆子，敢于武装反抗反动势力的开端，

为中共中山组织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

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该遗址原建筑建于民国时期，为

砖混结构单进二层楼房，建筑占地面

积 58.41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2.88 平

方米，于 2022 年被拆毁改建。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山县委开展活动的小

楼房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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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组织派黎炎孟到香港负责联络工作。5 月，中共广东特委成立，杨

殷负责肃反工作，机关设于澳门。黎炎孟、陆侠云夫妇随后也转移到澳

门，在沙岗租了一间小屋，作为与内地中共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黎炎

孟经常到翠亨、前山、三乡、唐家等地找隐蔽在当地的农运骨干分子商

讨工作，张贴宣传标语。

李华炤则往返于澳门与九区之间，与原驻九区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

农民运动特派员及九区农会领导人等共产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一

方面派人化装到石岐了解敌情，另一方面派人到香港、澳门与黎炎孟联

系，向粤特委汇报请示工作。

留在县城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陈周鉴（共产党员）

与共产党员李慕濂等，在石岐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据点，继续领导和组织

革命活动。他们白天下乡宣传发动，与乡村农会干部商讨如何恢复农运

工作；晚上在石岐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面目。

卖蔗埔起义失败后，在中山县立中学任训育主任的共产党员黄贯如

因身份暴露，由组织安排离开学校，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黄元经接

替其工作。这年秋，国民党中山县党部青年部部长孙恩沛派林应运到县

立中学任训育主任，并宣布改组县学联会。共产党员、团中山县委代书

记杨北维根据组织的指示，设法安插仍未暴露身份的县女子师范学校的

共产党员缪诗梅、县立中学的团员黄弥谦、李福康参加学联会改组委员

会，通过合法手续，仍控制该会进行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不少进

步学生离校或不到学校上课。县立中学校长陈永强（国民党员）不准这

些学生参加这年的期末考试。黄元经引导学生通过合法斗争，获得部分

教师支持，并通过驻石岐的国民党军队三十九团政治指导员韩云超到学

校交涉，使这批学生获得了考试资格。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共中山组织不畏强暴，继续领导中山的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转入艰险隐蔽的斗争，坚持革命，坚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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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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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溪梁氏大宗祠——张溪革命传统展览

张溪梁氏大宗祠——张溪革命传

统展览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张溪村张

溪路 83 号。

张溪梁氏大宗祠曾是张溪青年抗

日先锋队的活动旧址。张溪革命传统

展览设于 1997 年，场馆面积 400 平方

米，其利用本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素

材，反映该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史实，当时是常设的革命

传统展览。2017 年该展室即祠堂的主

体建筑受损被围蔽。

张溪梁氏大宗祠建于清道光年间，

于 2005 年重修。该祠堂坐西南向东北，

三间三进，面阔 11.69 米，进深 39.44 米，

面积约 456 平方米。硬山顶，博古脊，

青砖墙，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梁架。前

廊有 4 根檐柱，上有石雕雀替、托脚，

两侧有塾台。檐板木雕精美，正脊有

腾龙祥云图案灰塑，山墙上有人物、

山水、花卉和诗词壁画。另有捐建碑

一通。张溪梁氏大宗祠是当地典型的

清代祠堂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该祠

堂被用作张溪小学，后被改作张溪村

居民和老人活动场所，1997 年在此设

置中山市北区张溪革命传统展览。

张溪梁氏大宗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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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溪梁氏大宗祠——张溪革命传统展览正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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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张溪乡“白皮红心”乡长——黄峰

中山县城石岐是城郊水路交通的要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

共中山县委派党员黄峰回张溪秘密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党组织。黄峰回

乡后，首先发展以捞虾捞蚬为生的贫苦农民杜广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

发展梁沛洪、马锐彬、梁达初入党。1938 年冬，中共张溪支部建立，

其在抗战时期活动从未间断，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1939 年初，中共中山县委搬到张溪乡河北大街梁沛洪家作机关办

公地点。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副书记孙晖如、组织部部长梁奇达、

宣传部部长徐云、青年部部长黄峰、妇女部部长梁绮卿等常到张溪开会，

梁奇达、徐云与县委的工作人员简洁、谢丽群、谭连珠曾住在这里。

1939 年 10 月，日军大举入侵石岐。中共中山县委书记梁奇达带领

长洲、张溪民兵近百人奔赴五桂山马溪村，与五区区委书记郑少康率领

的民兵队伍会合，准备迎击敌人。日军退出中山后，民兵回原地坚持斗

争。中山沦陷后，中共中山县委机关从张溪转入五桂山腹地的贝头里、

翠亨、大布等村活动。

1943 年 11 月，黄峰当选为张溪乡乡长，中共珠江特委书记梁嘉指

示黄峰要当好“白皮红心”乡长。黄峰上任后，安插了一批共产党员担

任乡中职务，黄旭主管武装，梁哲主管交通情报，梁湘到张溪学校当教

师，杜广打入张溪乡警队去掌握武装。1944 年初，地方党组织安排郑

宝三到张溪乡当医生，他不仅给游击队伤病员治病，也精心治疗当地群

众。同年 10 月，张溪乡组织农民近百人，蚬艇、禾虫艇四五十艘，运

载中区纵队指战员约 500 人挺进粤中。1944 年，张溪乡的村民用投禾

虫票款（即投标捕捞禾虫的河涌的资金）购买了一挺机枪送给中山人民

抗日义勇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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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7 页）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55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29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 /  156 /

张溪革命纪念亭、革命英烈纪念碑

张溪革命纪念亭、革命英

烈纪念碑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

张溪万福园内。

该纪念亭、纪念碑为纪念

张溪村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和抗

日战争所牺牲的革命烈士和

乡贤而建，始建于 1998 年，

2002 年冬由张溪村委会从张

溪市场西侧迁建至现址。

革命纪念亭为绿色琉璃瓦

四角亭，建筑面积约 20 平方

米。“革命纪念亭”匾额由原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

政委梁嘉所题写。革命英烈纪

念碑为花岗石材，碑高约 4 米，

基座高约 0.8 米。碑体正面中

央阴刻“革命英烈纪念碑”7

个字，由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欧

初所题写。基座正前面刻有张

溪革命英烈碑记。

张溪革命英烈纪念碑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11 月）

张溪革命纪念亭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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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县总工会活动遗址

中山县总工会活动遗址位于中山

市石岐街道龙母庙街。原址现已拆毁。

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召开后，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

起来，广东的工人运动发展迅猛。在

这场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中，香

山籍的共产党员杨殷、杨匏安、林伟民、

苏兆征成为杰出的领导者。按照中共

广东区委的部署，1925 年初，杨殷派

共产党员冯光到中山改组中山工会联

合会，组织赤色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冯光以提高工人生活待遇、废除不合

理制度等为目的，领导发动各行业的

工会开展与资本家的斗争，很快就打

开了工作局面。同年秋，中山县总工

会成立，由印刷、海员、驳载等全县

20 多个行业基层工会联合组成。冯光

（车衣行业）当选为执行委员长，陈

红色遗址线索

中山县总工会活动遗址龙母庙街巷口全景（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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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滨为常务执行委员。中山工人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开展有

理有节的工人运动。为维护工人

利益，由中山县总工会领导的各

行业工会纷纷组织工人自卫队，

共计 600 多人，并配备了一定数

量的枪支。县总工会还派人对其

进行初级军事训练。此外，县总

工会通过开办夜校等方式不断提

高工人的政治觉悟。

1926 年 6 月，中山县总工会

和县农工学协会在省港大罢工一

周年时，举办“省港罢工周”宣

传活动，还在石岐马路的街头搭

建捐献台进行募捐，并把募得的

款项送给省港罢工委员会。

中山县总工会活动遗址龙母庙街巷口左侧街景（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5 月）

中山县总工会活动遗址龙母庙街巷口右侧史迹宣传栏及墙绘（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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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县农民协会成立遗址

中山县农民协会成立遗址位于中

山市石岐街道仁厚里牌坊内街杨家祠

堂。今仁厚里牌坊仍在，祠堂已毁。

1924 年 9 月，麻子乡农会成立，

为在全县范围内发动更多的农民组织

农会树立了榜样。随着各区、乡农会

的陆续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

展，1925 年初，上级中共组织派黎炎孟、

韦健、陈周鉴、梁九（梁有善）等一

批共产党员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

到中山加强工作。全县建立了 131 个

乡农会，参加农会的农民达 17037 人。

1925 年 4 月，中山县第一次农民

代表大会在石岐仁厚里杨家祠堂召开。

出席大会的各级农会代表约 100 人，

会上成立中山县农民协会。会议制定

农会章程，通过行动纲领、此后的任

务和决定建立农民自卫军。卢达云当

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陈军凯为副委员长，李华炤、冼雄标、

林岳坤为执委委员。大会号召农民团

结起来，反对苛捐杂税，推翻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统治。

中山县农民协会是由共产党员直

中山县农民协会成立遗址所在街巷仁厚里牌坊正面周边全景（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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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县农民协会成立遗址所在街巷仁厚里牌坊正面外

景（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5 月） 

中山县农民协会成立遗址所在街巷仁厚里牌坊内一侧

史迹宣传墙绘（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5 月） 

接参加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

常设机构。从此，中山农民

运动在组织上直接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农会成为农

民运动中的有力支柱。县农

民协会成立后，统一领导全

县各地农会会员进行斗争，

各农民运动特派员全力以赴，

努力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

且办事有效有序，声望日高。

农民渐渐觉悟到农会是真正

为农民谋利益的，都真心拥

护农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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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县妇女解放协会遗址

中山县妇女解放协会遗址位于中

山市石岐街道寿山里无量寺，民国初

年曾为中山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28

年该校及县立师范学校两校的高中部

与县立中学合并为新的县立高级中学，

无量寺校区也成了县立高中的校区。

该址于 20 世纪 50 年代陆续被拆毁。

1926 年 5 月 14 日，广东妇女解放

协会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

行代表大会。中山县立女子师范学校

学生、共产党员李慕濂作为中山妇女

代表出席此次会议。该组织成员多为

共产党员，蔡畅、邓颖超曾参与该会

的领导和工作。不久，省妇女解放协

会派张兰坚到中山发动妇女解放运动。

她以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为立足点，与

李慕濂等在女学生和女工中宣传妇女

解放的道理，组织妇女向封建势力做

斗争，使她们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

1926 年 8 月，中山县妇女解放协

会在位于石岐仁厚里的中山县农民协

会内召开成立大会，30 多人参加大会，

其中女学生、女工占多数。李慕濂当

选为主席，仍以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为

主要活动阵地。县妇女解放协会成立

后，通过办夜校及组织宣传队伍到工

厂、农村等形式，向广大妇女宣传妇

女解放等革命道理，唤起妇女的觉醒。

中山的妇女解放运动还与农民运动紧

密结合，组织发动广大农村妇女投入

到农民运动中去，使县妇女解放协会

的组织逐渐扩大到农村，各区的妇协相

继建立。为培养妇女干部，县妇女解放

协会还选派妇女干部到省里参加学习。

中山县妇女解放协会遗址所在街巷寿山里无量寺牌坊正面及周边全景（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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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别动队遗址

中中别动队遗址位于中山市石岐街

道孙文中路梓桐巷巷口东侧，即原崇义

祠遗址。

1937 年 8 月 9 日，日军侵占中山

七区荷包岛，是为日军侵犯中山县境之

始。此后，日军接连进犯中山七区高栏

岛、三灶岛、横琴岛多地。中山人民的

反侵略怒火熊熊燃烧，中共中山县委因

势利导，发动民众组织救亡团体。在党

的组织领导下，中山话剧协会、石岐小

学教师战时服务团、中中别动队，以及

各区、乡的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队、

大刀队、自卫队、救护队等群众组织如

雨后春笋般遍及城乡。中山抗日群众运

动风起云涌。

中中别动队由阮洪川、郭宁、马

国英、杨栢昌等在中山县立中学发起

成立，于 1938 年 3 月初加入广东青年

抗日先锋队，改名为广东青年抗日先

锋队中中别动队，接受省抗先的领导。

该组织以崇义祠为活动基地，组织县

立中学的学生在中山各地以集会游行、

宣传演讲、筹款募捐、演街头剧、出

壁报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支援前方

将士守土杀敌。同年 4 月，石岐、五

区、八区数千名群众（最多时上万人）

连续举行庆祝台儿庄大捷的集会游行。

不少在广州读书的中山籍大、中学生

也返回家乡加入宣传救亡的行列。

崇义祠后曾为中山县立中学南校

舍，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拆毁。

中中别动队遗址现为中山开放大学学生宿舍楼所在地及附近商场（李丽静摄于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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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县委机关刊物《别动队》油印室遗址

中共中山县委机关刊物《别动队》

油印室遗址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原何屋

巷 2 号，现太平路乐力合唱团活动基地

斜对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山民众的抗日

怒火喷薄而出，群众性救亡运动一浪高

于一浪。中共中山县委因势利导，发动

民众组织救亡团体，积极宣传中国共产

党的抗日主张。石岐小学教师战时服务

团，一、二、四、五、八区抗敌后援会，

抗日战时服务团（队），大刀队、救护

队等抗日群众团体纷纷建立，遍布城乡。

中山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何屋巷在太平路东段附近，与莲

塘街郑三公祠距离甚近。时中共石岐小

学教师支部书记张鹏光任中山县立第一

小学校长，为便于开展活动和掩护中山

县委书记孙康，张鹏光租下该房，自己

一家与孙康的母亲及孩子都住在这里。

1938 年 8 月，中山县委创办机关刊物《别

动队》（半月刊），广泛宣传发动抗日。

该刊发刊词扼要阐明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和国难当头、坚决抗战的宗旨。刊物

由孙康和徐云负责，编辑主要有在中山

县立第三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郑振、中

山县立中学附属小学的孙继普等。他们

以找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团长张鹏光为

由，把稿件集中到此处，并在此宅的二

楼印刷。

该遗址建筑物建于20世纪20年代，

为混合结构的两层华侨房，于 2002 年

被拆毁。

中共中山县委机关刊物《别动队》油印室遗址（图中右侧红顶七层建筑物附近为原何屋巷街道）

周边街道的航拍图（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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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县石岐小学教师支部活动旧址

中共中山县石岐小学教师

支部活动旧址（左起第三间）

（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中共中山县石岐小学教师支

部活动旧址周边全景（黄春华
摄于 2023 年 3 月）

中共中山县石岐小学教师支部活动

旧址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拱辰路48号。

全国抗战爆发前夕，抗日救亡运

动风起云涌。中山各地都有教师联合会

的组织，中共中山县工委要求各级组织

利用这些合法的组织建立自己活动的阵

地。1937 春，中共中山县石岐小学校

教师支部建立后，书记张鹏光租住该宅

掩护党的活动。该支部的共产党员有中

山县立中学附属小学（简称“县中附小”）

的孙继普，中山县立第一小学（简称“县

立一小”）的张鹏光、叶向荣（蔚文），

中山县立第三小学（简称“县立三小”）

的郑振、何玉麟等，他们团结了县中附

小、县立一小、中山县立第二小学、县

立三小等学校的 10 位教师成立小学教

师战时服务团，由张鹏光任团长，积极

对学生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誓

死保卫中华的教育，并通过张贴标语、

演街头剧、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对群众

进行抗日宣传。1938 年底，中共中山

县委编辑出版的机关刊物《别动队》曾

在此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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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山县石岐镇工委成立遗址

中共中山县石岐镇工委成立遗址

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悦来路逢源东街

3 号。

全面抗战初期，小学教师战时服务

团积极对学生开展抗日教育，向群众进

行抗日宣传。1938 年，中共中山县委

为加强对石岐及县城郊区的工作，决定

成立中共中山县石岐镇工作委员会。是

年 9 月初，石岐镇工委于何玉麟岳父家

的小楼上宣布成立，由叶向荣（蔚文）

任工委书记，梁绮卿（后孙继普）任组

织委员，黄峰任宣传委员。12 月，石

岐镇工委撤销。1939 年 1 月，中共中

山县一区委员会（简称“一区区委”）

设立，黄峰（后杨兆华、黄煜棠）任区

委书记，黄锦棠、黄鞅任委员。一区区

委辖石岐小学教师、长洲、张溪、员峰、

基边、厚兴、渡头、深湾支部和工人、

学生、话剧协社等党小组。

该宅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小洋

房，建于 20 世纪初，建筑面积约 200

平方米，屋主姓刘。20 世纪 30 年代初，

于大革命时期加入青年团组织的进步青

年何玉麟娶房主之女刘氏为妻。刘氏

之父原任职于上海永安公司，1940 年 3

月中山沦陷后，此房被日军占用，刘家

被逼迁。悲愤交集的刘父携眷逃难到香

港，从此染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

战后，刘家得回房子，因不堪回首往事，

遂将房子卖给他人。该址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被拆毁。

中共中山县石岐镇工委成立遗址（图中下方绿色在建的建筑物附近）及周边航拍图（黄春华
摄于 2023 年 3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65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35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 /  166 /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机关遗址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机关遗址位于

中山市石岐街道卖鸭街 22 号。

1943 年 12 月，中共南番中顺临时

工作委员会撤销，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

成立，隶属于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

梁嘉任书记，陈翔南、谢创任委员。珠

江特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抗日武装部队

工作，采取各种方式支持部队，包括人

力、物力乃至情报工作；宣传抗日、组

织群众抗日，时机成熟时建立地方党

组织。

珠江特委机关设址石岐卖鸭街 22

号黄峰的姨妈家。由于当时斗争环境复

杂，珠江特委继续贯彻“隐蔽斗争”的

方针，要求党员以灰色身份隐蔽，要有

社会职业。各党员严守党的组织纪律，

小心行事。梁嘉通过黄峰的关系，住在

此宅 , 以卖故衣为掩护，以行商形式活

动于石岐、沙溪一带。其时，珠江特委

在石岐有 5 个交通站，在沙溪有 2 个工

作站。

该房屋原为原中共中山县委委员黄

峰的十一姨何孻姑的住宅，其夫萧玉辉

以养猪、卖猪仔为生，赚钱后买入此屋。

该宅为两进两间，两层楼房，砖木结构，

建筑面积约 80 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

房子已易主并被拆毁重建。

中共珠江特别委员会机关遗址（图中练车场左边第二条巷子为卖鸭街）周边街道的航拍图　　

（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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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墓

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墓位于中山

市石岐街道南下迎阳山山顶。

为纪念抗战烈士，中山县政府于

1946 年 7 月建该墓。该墓坐东北向西

南，墓前置有墓碑，碑高 3 米，宽 1.25

米，上刻“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之墓”。

墓碑左右各有两级护首，第一级长 0.9

米，高 1.1 米；第二级长 0.8 米，高 0.6

米。碑后筑有陵墓，呈大圆顶形状，

直径 4.5 米，里面安放着抗日战争时期

为抗击日军而殉难的中山烈士之遗骨。

该墓于 2012 年被中山市人民政府

核定公布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

其他纪念设施

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墓所在地石岐街道南下迎阳山（图中绿色山丘）及周边航拍图（黄春华
摄于 2022 年 12 月）

中山县抗战殉难先烈墓正侧面（石岐街
道提供　摄于 2023 年 5 月）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67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37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