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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学——残身赴国难 烈火中永生

杨维学（1911—1944），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中共中山四区区委委员、中山抗日义勇大队黄蜂中队指导员，1944 年被

日军杀害。

杨维学原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在党的召唤下，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他为人

忠厚老实、勤劳俭朴，关心群众疾苦，对工作极端负责。入党后，一直在翠亨一

带负责党的地方工作。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物资奇缺，杨维学和部队的供给都

非常困难，每个人的生活费都很少，没有鞋子，打着赤脚，每人每天只分到几两

米，有时连米也没有，就在山上挖野菜充饥。即便如此，杨维学还是带领同志克

服困难，坚持抗日。

杨维学的妻子经常来往于中山的翠亨至翠微之间做肩挑贩，依靠贩卖些菜、

油、煤油和咸鱼等来维持家庭生活和养育子女。在妻子默默无闻的支持下，不管

条件如何艰苦，杨维学一直以一颗赤诚的心，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之中。

抗日战争期间，南朗翠亨一带被日军占领，驻扎有大量的日伪军。但据说出

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尊敬，日本天皇曾下手谕：凡悬挂有孙中山像的地方都不得造

次。日军侵占中山后，即便疯狂抢掠，但凡进入民宅，见到厅中有挂孙中山的肖

像，都会鞠个躬，然后退出。因此，在翠亨，日军对孙中山的故乡不敢太放肆。

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虽然离敌咫尺，但杨维学带领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常常在翠

亨村一带活动，坚持抗日。他的家离敌人据点非常近，也一度成为地方党组织和

游击队印刷宣传品的场所。在杨维学的全心工作与悉心指导下，翠亨、翠微一带

的抗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卓然。在抗日的洪流中，汉奸经常施展各种手

段来腐蚀、破坏和瓦解共产党的队伍，破坏抗日武装。翠微乡的伪维持会长、伪

警察长曾多次约请杨维学吃饭，企图拉拢他，但他断然拒绝这些请求，绝不同流

合污。作为中共中山四区区委委员和抗日义勇大队黄蜂中队的指导员，杨维学一

直胸怀人民、关心群众，经常到贫苦农民家中沟通交流，到爱国、热心乡政建设

的村民家里叙谈，期望合力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有一次，他得知翠微有位从

上海归来的村民保存着一份全村规划建设蓝图，他即兴致勃勃地登门上访。见到

规划图如获至宝，并指出此举具有远大理想，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憧憬未来，

杨维学期盼村村有规划，处处有建设，这样祖国就会繁荣昌盛起来，他期盼民族

强大，社会进步，对祖国的明天充满信心。1944 年 8 月，按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杨维学在中山五区负责建设民主乡政工作。他经常住在凤凰山区的东溪村，孜孜

不倦地工作。他右手残疾（断去手掌），执笔写字、执筷吃饭都要靠左手，而且视

力低弱，要佩戴眼镜，晚上走路非常困难。但他身残志不残，抗战信念坚毅，长

年跋山涉水，靠双腿走遍穷山僻岭，把抗日的种子撒播在中山的山山水水。为了

执行任务，他常常饿着肚子坚持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他不分

昼夜，从山区跑到沿海，从海边跑到平原，一天要跑十多个小时，跑遍抗日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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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庄，不辞辛苦地深入到各乡村做宣传组织工作。

在工作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他都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细致的思想动员

工作。让广大群众从黑暗中见到光明，从绝望中找到希望。有一个晚上，他到南

朗的东溪黎屋开会借以发动群众，而群众因有疑惑，家家闭门关户。他通过当地

干部得知有股土匪来往山间，造谣蛊惑。于是杨维学展开宣传攻势，揭穿土匪阴

谋及真面目，让群众了解和相信了抗日队伍。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杨维学的宣传动员下，当地群众最后踊跃地支持

抗日剿匪，自觉为游击队带路。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游击队夜袭土匪巢穴，成

功地歼灭了这股土匪，恢复了这一带的安定，扩大了抗日区域。

在抗战岁月里，面对国土沦陷，杨维学表现坚强，对革命前途无限乐观，对

抗日战争抱着必胜的信念，对祖国未来抱着极大希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既

是一位战士，又是一位歌者。在路上，在屋里，他都喜爱唱歌，用歌声来表达对

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在部队常教战士们唱歌，用革命歌声来激励

战士拿起枪杆去战斗。不仅如此，杨维学还是一位文人，为了宣传抗日，他经常

为抗战刊物《侨风月刊》撰写稿件，向广大华侨报道家乡的消息，争取海外乡亲

关心祖国，支援抗战。一篇篇饱含爱国感情的文章不断出自杨维学的笔下，通过

刊物，漂洋过海，激荡海外游子的爱国之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杨维学勤于

学习、努力进取，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通讯员。

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困兽犹斗，疯狂地做垂死

挣扎，集中大小据点兵力，大举“扫荡”根据地和游击队控制的地区。1944 年 11
月，日寇集中唐家、拱北两个据点的兵力，用钳型包抄的方法向凤凰山区东溪、

神前、正坑等地区轮番“围剿扫荡”，还指使伪谍报队、汉奸走狗引路，采用伏击、

突袭等方式破坏抗日力量，企图将杨维学所在的凤凰山游击队全部消灭。

1944 年 12 月的一个晚上，时值隆冬，气候严寒，杨维学按预定计划赴梅溪村

开展民主乡政活动。他带领黎森和叶桃两名警卫，乘着微弱的月光，踏上山坡。

当走到坡顶的时候，突然发现 20 多名日军带着狼狗埋伏在道路的两旁。敌人发觉

后，立刻放出两条凶恶的狼狗冲过来，三人被冲散。杨维学向一个方向撤退，黎

森和叶桃向另一个方向撤退。日军分成两路，跟着狼狗追击。黎森是当地人，熟

识路径，在黑夜里提着驳壳手枪，带着叶桃冲过山顶，逃过了日寇的追捕，幸免

于难。视力困难、右手残疾的杨维学只能靠左手握住短枪，凭意志和机警与敌人

勇敢地战斗着。狼狗追来，他用尽力气同狼狗搏斗，边斗边走，退到一片树林里。

他机警地摆脱了凶狂的狼狗，钻入林棚。随后，日本鬼子汹涌而上，包围了林棚，

狼狗向着林棚狂叫，但始终不敢进去。直至下半夜，野蛮的日军兽性大发，放火

烧林。在火光蔓顶之际，杨维学带着伤痛冲出一条血路，霎时，一条狼狗从侧面

扑过来，他的手枪被冲落地，敌众我寡，杨维学不幸被捕。

等到天明，杨维学被押解到拱北审讯。尽管日军几天几夜对他进行严刑拷打，

施用各种酷刑威逼他供出共产党和抗日军队的情况，他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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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凛然正气。日军无可奈何，把他转移到下栅外沙，将他吊在松树上，点燃木

柴用架火烧身的残酷手段逼供。但这位铮铮铁骨的抗日英雄，面无惧色，在火光

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 33 岁。

杨维学，孙中山故里一位坚毅的抗日志士，身上闪耀着多种优秀品质的光辉：

不管条件如何艰苦，都战斗在抗日第一线弘扬着爱国主义精神；宣传动员民众坚

持抗日，对革命前途充满希望，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即使严刑逼供烈火烧身，

依然视死如归，表现出英雄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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