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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仕明——毁家纾难彰大义 五桂忠魂万古存

唐仕明（1918—1944），乳名文廉，曾用名唐明，广东省中山县唐家乡人（今

属珠海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交通站负责人、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军政干部训练班指导员。1944 年 4月 26 日在五桂山区反

日军扫荡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 26岁。

1918年 11 月 8 日，唐仕明出生于一户归侨家庭，早年丧父，家境贫困，由

母亲胡兰馨抚养其四兄妹成人。唐仕明幼年就读于唐家小学，1934 年毕业于翠

亨村中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曾在中山县翠亨村小学及清远县艮盏坳小学等地任

教。1937 年秋，唐仕明到共产党活动较活跃的中山五区三乡光后小学任教。在

群众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唐仕明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抗先”等抗日团

体，并以学校为阵地，利用寒暑假，带领学生深入到农村各地，宣传党的抗日方

针政策，以唤起群众的抗日热情。唐仕明还常常带三乡光后小学的党员教师回乡，

向唐家的青年、救护队介绍各地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讲抗战形势，使

家乡青年受到很大鼓舞。1938年夏，唐仕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9 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四处镇压抗日群众运动，中

山县的党组织逐步转入地下活动。唐仕明因工作需要，于该年冬天从五区调到九

区三角乡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革命活动。他先由一位姓陈的

老师介绍到三角乡长黄富家里当家庭教师，后转到三角小学任教。在三角小学，

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教导青年学生不要做亡国奴，抗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

于中国。他还组织青年学生大唱抗日救亡歌曲，在街头演抗日话剧，并团结校内

教师，与宣扬投降谬论的教师黄震云、黄国梁两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

刹住了投降亲日派的歪风，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黄震云、

黄国梁在学校无立足之地，后来逃到石岐伪军四十三师一二八团第三营当了副

官。在三角任教期间，唐仕明用介绍阅读进步书刊、教唱革命歌曲、个别谈心等

方式教育、启发学生积极投身抗日，并动员了梁泰猷等一批学生参加了梁伯雄大

队。梁伯雄大队始建于 1938年 12 月，是中山县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公开挂

国民党“挺三”番号。

1940 年冬，唐仕明从地方党转到武装部队，在九区梁伯雄大队属下的第八

中队（冯连枝中队）任中队文书。当时，由于队伍成分比较复杂，需要从共产党

内部抽调骨干加强对这支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唐仕明便被调到第八中队负责政

治思想教育工作。不久，上级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陈特等到该中队。唐仕明、陈

特针对战士的各种不同思想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使这个中队在政治思想、组织纪

律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他们同时还发展了部分表现好、有一定政治思想觉悟的

战士入党，并在连队中成立了党支部。唐仕明与陈特还在中队办了一份宣传刊物

《民报》，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胜利消息，揭露国民

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在办报过程中，唐仕明不遗余力，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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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搜集情况编写稿件，油印、出版、散发等。《民报》散

发到九区及顺德一些地方，很受欢迎，影响较大。但由于被敌人发觉，《民报》

只办到第 6期而被迫停刊。

1941年 10月，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为了在中山县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决定对驻在五桂山周围的一些敌据点进行打击，以扫除部队进入五桂山的障碍。

中心县委曾派驻在九区的抗日主力中队，袭击驻崖口伪护沙中队谭玉良，并取得

全歼敌伪军一个连的胜利，处决了中队长谭玉良，缴获了轻机枪、步枪、短枪及

弹药等一大批，重创了敌军，为部队顺利进入五桂山山区开辟了道路。唐仕明在

这次战斗中担任后勤、交通等任务。当时，由总指挥部谢立全率领驻在九区的主

力中队 80多人，从阜沙牛角出发，途经大有、小隐、合水口等水陆上落点，才

到达崖口。战斗一结束，当即要回防九区。这样远道奔袭的军事行动既要隐蔽，

又要迅速，要求在行军路上对敌情的掌握、保密和后勤食宿、交通运输等都要周

密地安排，才能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唐仕明接受了这

一艰巨任务，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支持下，深入发动群众，

把这些工作一一安排好。他还亲自动员群众组织了二十多只小艇，按时运载部队

从大有乡出发，经水路绕道到小隐冲口登陆，奇袭崖口敌军，缩短了行军的路程

和时间，为这次远道奔袭取得胜利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1941年底，唐仕明被调到中山县谭洲、大岗（今属番禺市）。当时，中共南

番中顺中心县委为加强对这一带地下党组织活动的领导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决

定由中心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陈翔南到那里建立党的秘密机关。谭洲、大岗地处

中山，顺德，番禺三县边界，是中心县委党内交通（由顺德西海、大洲、番禺的

榄核、中山大黄圃）的必经之路，又是国民党地方势力、土匪、捞家的集散地。

当时，敌伪在那里的势力非常猖獗，番禺大汉奸李朗鸡为了扩大地盘，派其亲信

杨焕胜把守谭洲，派悍将罗铁生坐镇大岗，派大胆添（钟添）统治灵山。此外还

派秘书辛镜棠、辛景洪与国民党挺三副司令全蕃密谋反共灭共，并在谭洲放马村

建立反共防共大队部。此时，谭洲、大岗、灵山没有地下党组织，外地人一般难

以在此立足，必须有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配合，才能安全地开展活动。唐仕明

姐姐的家翁赵保和是谭洲较有名气的老中医，在谭洲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中

山本部县委决定调唐仕明到谭洲、大岗去担负这个任务。唐仕明接受任务后，以

商人的身份做掩护，把姐姐家作为自己活动的联络点，并和赵保和挂牌行医的周

家园药材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利用周家园药材店为立足点，掩护陈翔南等人的

活动。随后，唐仕明又培养同学杨学鸣，在其大岗镇品栈酱油铺内建立了第二个

秘密交通站。不久，在中共中山党组织负责人罗明林指导下，唐仕明又在谭洲放

马村建立了第三个活动据点，还插入敌人心脏地带灵山西流村，用招润南的名誉

开设柴栏，建立了第四个掩护活动据点。这些据点，对当时中心县委开展工作，

保护领导的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仕明在恶劣环境下，胆大心细、机智

勇敢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未发生过意外事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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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初，唐仕明从潭洲调到五桂山区的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任指挥

部直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指导员。作为指导员，唐仕明以政治工作细致、作战勇

猛机智而在五桂山区闻名。

1944年 4 月 26 日，日军数百人由长江至石塘，向我五桂山区发动突然袭击，

以试探我军事力量的虚实，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做准备。石塘是通往指挥部驻

地槟榔山的必经之路，唐仕明所在的军政干部训练班设在石塘。接到敌人偷袭五

桂山的紧急情报后，唐仕明即率领队员抢占了山头制高点，全力狙击敌人，掩护

指挥部撤退。日寇为了迅速攻占石塘，以猛烈的火力向制高点攻击。唐仕明率领

的部分学员顽强抵抗，机智勇敢地牵制了敌军一个多小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

掩护了指挥部和学习班中的非战斗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敌军仍继续发动进攻，

唐仕明考虑到我援军一时难以到达，硬拼下去子弹也将耗尽，便当机立断地命令

其他战士立即转移，自己和另外两名战士留下掩护战友撤退。大部分人员撤出阵

地后，敌军又冲上山来，唐仕明等奋力还击。一颗敌军的子弹击中唐仕明的腿部，

顿时血流如注，那两名战士也相继受伤。敌军发觉我火力减弱，立即把山头重重

包围起来。为保障战友们能安全撤出阵地和消灭更多的敌人，他们吃力地移动着，

终于聚集在一起，坚持战斗。此时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誓与阵地共存亡。他

们用仅有的几颗子弹射向重重包围自己的敌军，扔出最后的一枚手榴弹，把多名

敌军击毙。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他们强忍伤痛，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唐仕

明和两名战士在搏斗中壮烈牺牲。

唐仕明非常重视对亲属的教育，经常向母亲胡兰馨和弟妹讲革命和抗日救亡

的道理，使母亲从心坎里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持儿女的革命活动，支持抗日部队。

母亲胡兰馨为支援抗日部队，她将仅有的几亩田地变卖，凑足 3000 元大洋交唐

仕明送给部队买枪，她不畏敌伪威胁，冒着生命危险为凤凰山区部队秘密送情报，

得知两个儿子唐仕明、唐仕锋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消息时，虽悲痛欲绝，但

坚强的她擦干眼泪，与大儿子唐益坚一起继续为凤凰山革命根据地游击队递送情

报，几番拒绝敌人的威胁引诱，保持革命气节，直至珠海解放。唐伯母成为革命

队伍中众人公认的革命母亲。弟弟妹妹受他的影响，也走上革命的道路。弟弟唐

仕锋，14 岁参军抗日，曾任珠江纵队仲凯队中队长，1944 年夏在张蟛蜞背后山

击退敌人七次冲锋完成掩护四个训练班人员的撤退任务时不幸为国捐躯，年仅

21岁。妹妹唐贞在他和家庭的影响下，于 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联中”

党支部书记，后进入五桂山区参加珠江纵队。现今在珠海市唐家湾镇唐家共乐园

门前左侧，耸立着一座高 4.1米的抗日烈士纪念碑。正面楷书竖写“抗日烈士永

垂不朽”八个大字，碑座正面嵌有花岗石碑。碑文记下了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的

唐仕明、唐仕锋兄弟烈士的事迹，也记下了他们的母亲唐伯母深明大义，支持和

参加抗日斗争的动人故事。正是：“毁家纾难求真理，革命之家万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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