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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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