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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孙康故居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

孙康故居位于中山市中山港街道联富

社区沙边小区中街十二巷 6 号之一。

孙康（1906—1996），曾用名孙

一艺、孙映雪、孙艺文，中山沙边村人。

他于 1926 年加入共青团，次年春转

为共产党员。1927 年卖蔗埔起义失败

后，中山党组织被破坏，革命活动转

入低潮。孙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

被迫转移到海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他到南洋后，任新加坡槟榔屿支部宣

传委员，1933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当

局驱逐出境而失掉组织关系。1933 年

初，孙康回到家乡沙边村，在沙边学

校任教，并在此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

传活动，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找党组

织。1936 年初，他通过中国青年同盟

（简称“中青”）广州分盟的成员曾

谷，与该组织的领导成员林振华见面，

并加入该组织。在广州“中青”的指

导下，孙康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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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庾庵、张鹏光、孙

继普、梁泳等 10 多人参加“中青”。

红色革命遗址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孙康故居正面（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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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还组织沙边的教师参加抗日十人

团，这种十人团也是中国青年同盟的

一种组织形式。同年 5 月，中国青年

同盟中山支部（同年底转为中国青年

同盟中山特支）在沙边成立，孙康任

支部书记。他的家成为支部活动的主

要据点。三乡大布小学的孙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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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也加

入了该组织。1936 年冬，孙康恢复党

组织关系，他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把“中青”16 名积极分子吸收入党。

孙康积极发展组织，使中山成为广东

恢复重建中共组织后首个建立县委的

县，为中共组织在中山的重建做出了

重要贡献。

孙康先后任中国青年同盟中山县

特支书记，中共中山支部书记、中山

县工委书记、中山县委书记，中共广

东省委候补委员。全面抗战初期，他

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方针，争取国民党中山县当局头面

人物的支持，建立抗日武装，举办游

击训练班、救护班等，训练民兵，为

中山，为珠江地区培养了大批游击骨

干。他还派党员到五桂山区和周边乡

村，以教书掩护工作，为建立五桂山

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孙康于

1939 年 9 月后调离中山。

该旧址建于清末，建筑坐东向西，

两间一进带右偏房，砖木结构。宅院

开阔幽静，整体占地面积 250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8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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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孙康故居

围院外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5 月）

中国青年同盟中山支部旧址——孙康故居

室内大厅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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