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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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154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0:29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  155 / 石岐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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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