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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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207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59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