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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鞅——抗日铸忠魂的“独臂”英雄

黄鞅（1922—1944），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后山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 6月与黄江平等人改造了顺德梓村、良村、马村一带地方实力武装曾岳（马济）

自卫队，并任大队副队长，1943年，任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逸仙大队队长，1944
年在抗击日伪“十路围攻”战斗中牺牲。

黄鞅出生在后山一户殷实的小商人家，自幼身受革命家庭熏陶，父亲曾因积

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在私塾任教。出身革命与书香

世家，黄鞅从小生性好动，为人豪爽、诚实，幼年就读于烟洲小学，后随二兄黄

健到澳门濠江小学读书。濠江小学是当时共产党组织在澳门的联络点，一批地下

党员和进步教师执教于此。因此，黄鞅有机会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在幼年时便

在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6 年黄鞅从濠江小学毕业后，返回中山，在县立中学念初中。同年冬，在

中共中山县支部的发动和领导下，中山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少年黄

鞅爱国热情高涨，积极参加宣传队，走上街头，踊跃宣传抗日救亡。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中山的抗日热潮如燎原烽火迅速席卷全

县，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遍布城乡。当时，在长洲成立了有男女

青年近 300人参加的战时服务团，年仅 15 岁的黄鞅已经是服务团的主要骨干。他

工作积极认真，勤恳负责，经常带领队伍到石岐、沙冲和深湾等乡村开展抗日宣

传活动，高唱抗日歌曲，表演街头剧，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抗日宣传中。同时，

在斗争中，他也崭露头角，才能得以展现，不断成长起来，16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中共中山一区区委委员。

青年时期的黄鞅精明能干，深得领导赏识。1939 年初，中山县委在长洲乡举

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黄鞅被派去参加进修学习。他在努力学习的同时，还积极主

动协助训练班的负责人处理各种事务。学成之后，他继续回到一区工作。在工作

期间，黄鞅以身许国，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投身于抗日事业。他曾依靠自己的

社会资源，主动帮助县委、区委建立联络活动点。不仅如此，他还动员自己的舅

父将石岐的一间店铺腾出来，作为县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1939年 7 月 24日，日军出动舰艇载兵数百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横

门沿岸登陆。横门位于珠江口西南面，是珠江出海口八大门之一，也是中山水上

交通的咽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强敌入侵，中山党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国民党中山县长张惠长亲临前线指挥国民党军队抵抗。黄鞅积极响

应中共中山县委的号召，迅速召集一区和长洲乡的抗先队队员，将他们组成救护

队和慰问队开赴横门前线，积极开展慰问和救护工作，鼓励和支援国民党守军抗

战。在全县军民的团结努力下，齐心御敌，横门战斗获胜，此役打破日军“不可

战胜”的神话。

横门保卫战刚结束，国民党中山县当局就掀起了反动逆流，对抗先队队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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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治迫害，对抗先队干部进行恐吓。在一次县、区抗先队干部大会上，国民党

当局指责抗先队队员误入歧途。黄鞅当即上台据理驳斥，抗议当局对抗先队的无

理压制和迫害。黄鞅的慷慨陈词有力刺痛了在场反动派的神经。他们站起来狡辩，

并持枪威胁黄鞅，要求其停止发言，但是黄鞅面不改色，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

说下去，一直坚持正义的斗争。

1939 年秋，一区区委建立了对外以长洲乡警队为名、而内部受共产党领导的

武装队伍。黄鞅正是这支武装队伍的主要领导人。1940 年 3 月，中山沦陷，一些

汉奸粉墨登场，投靠日军，“总理故乡”的锦绣河山，被这些民族败类玷污得黯然

失色！为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党组织指示黄鞅等人率领

长洲乡警队，对作恶多端的长洲乡伪维持会和伪乡警队进行突然袭击，击毙了伪

维持会长黄子瑜、劣绅黄翰芬等人，缴获了伪乡警队的武器。黄鞅指挥的这一突

袭行动，大大振奋了人心，威慑了日伪。在这次战斗中，黄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但同时也暴露了身份，敌人扬言要搜捕黄鞅等乡警队骨干，并蓄谋围攻抗日武装。

为了保存实力，中山县委决定由黄鞅率长洲乡警队转移到中山九区牛角，与县委

领导下的抗日游击小队合并为抗日武装中队。

1940 年 6 月，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成立后，为培养军事干部，决定从中

山、顺德等地的抗日武装中抽调部分骨干，到顺德西海广游二支队工作，黄鞅被

抽调前去接受培训。在那里，他认真学习军事知识，提升自身素质，同时还踊跃

参加对敌斗争，在多次战斗中英勇机智地完成了任务，深受中央军事特派员谢立

全的器重。

1942 年，黄鞅奉命率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三小队进驻番禺榄核村，团结当地国

民党军官杨忠共同抗日。独立小队在黄鞅和马奔的带领下，对杨忠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不仅激发了杨忠的爱国热忱，带领他走上携手抗日的道路，而且还帮助

他整顿好自卫中队，使中队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黄鞅还逐渐将榄核

及其附近地区开辟成为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队的一个重要据点。后来，由于抗战

的需要，黄鞅又回到中山，坚持抗敌。

抗战时期，中山的伪军有三四千人，土匪更多，其中有中山民众恨之入骨的

伪四十四师李塱鸡的土匪武装。这些伪军顽匪的武器设备颇为精良，对抗日危害

甚大。1942年春，中山县委为打击李塱鸡的恶势力，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决定

拔掉这一伪军驻扎在浮圩的何国光营部。5 月中旬，五桂山抗日部队会同九区的杨

日韶部队联合出击何国光营部。黄鞅随队行动，负责攻击敌营地。在战斗中，黄

鞅英勇作战，冲锋在前，直至左手臂中弹负伤。虽然伤势严重，但是黄鞅仍坚持

战斗。战斗结束后，由组织安排他到后山村一堡垒户处秘密治疗，后转往澳门医

治。不幸的是，由于伤势较重造成左手残疾，只能右手独臂行动。但是伤残丝毫

没有动摇黄鞅的抗日决心，当他重回榄核时，杨忠看着他残疾的左手，为他可惜。

黄鞅却泰然地说：“左手残了，还有右手，要抗战胜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虽然黄鞅左手残疾，但他仍以坚忍不拔之志继续坚持抗日，“独臂”抗战。1943



3

年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

山抗日斗争的领导，决定从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抽调精干战士 110 余人，组成由指

挥部直接领导的逸仙队，黄鞅被任命为队长，下辖民族、民生、民权三个中队。

在黄鞅的领导下，该队作为指挥部的直属部队，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数次袭击

南朗伪军据点，均取得重大胜利。

1944 年 1 月 31 日，日伪军出动 8000 多人向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十路围

攻”。抗日根据地及时获取了情报，洞悉敌人意图，指挥部制定了“全面牵制、击

敌要害、歼其一路、动摇敌阵”的反围攻战略方案，主力部队集中在石莹桥一带

的山岭上伏击敌人。30 日，黄鞅率领逸仙队布防于石莹桥附近大帽山左侧的制高

点，右侧的制高点由国民党友军钟汉明部控制，由黄鞅负责统一指挥。31 日清晨，

进犯五桂山区的一路日伪军 1000多人，分成两个梯队依次进入石莹桥，眼看着就

要进入我方的伏击圈内。岂料友军钟汉明见敌人阵容太大，临战怯敌，慌忙带着

他的队伍边放枪边向后山撤走。枪声一响，敌人便意识到附近有游击队埋伏，停

止前进。日军经过观察后，凭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的优势，开始向我大帽山阵

地发动进攻。顷刻之间，战场的形势开始对我方不利，战斗从主动变为被动。黄

鞅为了挽回局面，当机立断，下令战士集中火力狙击敌人，民兵则从两侧山上对

准敌人射击。敌人先后发起两次进攻，都被居高临下的游击队击退。在战斗中，

黄鞅置个人安危而不顾，即使只能靠右手战斗，“独臂”奋战，但他依然身先士卒，

奋勇杀敌，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当场牺牲，年仅 22岁。

大队长的牺牲，激起了战士们对侵略者的仇恨，“为大队长报仇！还我河山！”

战士们的怒吼响彻大帽山，他们越战越勇，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日军不

但未能前进一步，反而遭到巨大杀伤，便无心恋战，仓皇撤退，敌人的围攻计划

遭到惨败。

黄鞅，在民族危难时刻，弱冠年华就走上抗日的道路。他积极工作，不管是

在前线抗日杀敌，还是在做统战工作、群众工作，都尽心尽责，即使身负伤痛，

仍“独臂”抗日，在中山抗战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

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像一颗常青的松柏，枝繁叶茂，永远屹立在

大帽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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