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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日暲——弃教从戎的中山抗日“杨家将”

杨日暲（1919—1944），亦名杨章，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1942 年 7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3 年 10 月任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第一主力中队队长。1944 年 1 月任中山人民

抗日义勇大队仲凯中队队长，同年 4 月在袭击张溪伪护沙队第五中队的战斗中牺牲，年仅

25 岁。杨日暲的父母亲原是大连铁路工人，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俩老不忍在日本鬼子

的铁蹄下偷生，带领全家返回到原祖籍——中山县翠亨村。当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时，

一家 8 口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以不同的方式全部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斗争，杨日暲与其哥

杨日韶，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英勇作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称为中山的“杨家将”。

杨日暲在中山纪念中学读书时就积极钻研军事知识，他经常说：“学些军事，消灭日本仔。”

虽然他毕业后在石门小学任教师，但他在党组织的培养、父母亲的教育和哥哥杨日韶的战斗

精神影响下，在教学的同时积极投身抗日事业，进行抗日宣传，不久便被地方党组织选定为

秘密交通员。

1940 年 3 月，日本侵略者 10000 余人大规模进犯中山县境，县城沦陷。为了在政治上

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迅速扶植县区乡三级伪维持会和伪政权，并通过对

国民党军队的诱降和收编土匪武装的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伪绥靖军、护沙队、联防队等，

一时间，曾号称全国唯一“模范县”的中山，乌云笼罩，日本国旗高挂，民不聊生，国民党

当局也不战而逃。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我党勇敢地肩负起了抗日救亡的重担，开展独立自

主的敌后游击战，调整了中共中山县的组织机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也于 1941 年在九区

（即今南头至三角一带）成立，其哥杨日韶任九区梁伯雄大队副大队长兼中山抗日游击大队

第一主力中队中队长。杨日暲不忍日军的强行残暴，便拜别爹娘，辞离石门小学，来到中山

九区，参加武装部队，并更名为杨章。

杨日暲参军后，先后参加过夜袭下栅、唐家、前山、南屏、南朗、翠微、张溪等十多次

战斗，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出色完成任务，1943 年 10 月被提为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第一主力

中队队长，1944 年 1 月改任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仲凯中队队长。

1942 年初，杨日暲随主力部队进入五桂山抗日根据地。4 月参加了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成

立后的首次战斗——夜袭下栅伪联防中队李芬部。下栅位于五桂山东部的岐关公路北段，是

一个比较大的墟镇。墟东祠堂内驻着伪联防中队六七十人，配有 2 挺机枪，他们在下栅一带

横行霸道，欺压群众，限制和阻挠抗日游击队开展征收抗日经费等活动。抗日游击大队要建

立和巩固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扩大游击区，开展抗日工作，必须要拔掉这个伪军据点。4 月

下旬的一个晚上，谢立全、欧初率领 70 余名游击队员从石门出发，走了几个小时的崎岖山

路，于 10 时左右顺利抵达下栅后，立即按照战前部署各自就位，合力作战。民族队机枪班

登上下栅西南高地担任警戒，以阻击可能从前山方向来增援的日军，谢立全、欧初带领主攻

部队向伪军驻地墟东祠堂靠近，包围敌营地。杨日暲率领一个小队，贴着祠堂围墙，悄悄地

绕到后边，担负截击任务。手枪组撂倒敌人哨兵并占据了祠堂内通道后，主攻部队随即冲进

祠堂，熟睡的伪军在机枪声和“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从梦中惊醒，有的乖乖地跪在地上当俘

虏，有的连衣服也来不及穿便想往后门溜时，被杨日暲小队所堵截，也成了俘虏。这次战斗

活捉了包括伪中队副在内的几十名俘虏，缴获了机枪 2 挺、步枪 30 余枝，还没收了伪乡长

梁鼎先的一批财产，拔掉了敌伪据点，既为民除了害，又解决了部队部分枪械和给养问题。

杨日暲因率领小队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被提拔为第一主力中队副队长。当年仅 24 岁的哥哥

杨日韶同年 5 月下旬在夜袭浮圩战斗中不幸中弹多处伤势过重而牺牲后，他化悲痛为力量，

血债要用血来偿，狠狠打击侵略者，并于 7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 年，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伪 43 师师长彭济华为

了控制和打击五桂山游击队活动的据点，从石岐调派了 4 个营的兵力分别进驻五桂山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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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安定村在岐关东路东线，是五桂山游击队外出活动的主要通道之一，村后山有一座钢筋

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的安定学校，右边 20 米处有一座小山，四面陡峭，地势险要，是控

制南朗的制高点。伪 43 师 128 团第 3 营黄光亚部一个排的伪军就驻扎在这个学校里，共有

官兵 230 多人，配有轻重机枪 12 挺，掷弹筒 6 具，每个士兵都配有刺刀枪，营房前左右防

御设施很多，筑有梅花形的地堡群，整座楼只有一个进出口，还设了 6 个流动哨日夜巡逻，

戒备森严，因此伪师长彭济华吹嘘安定学校的据点是“攻不破的金汤”。为粉碎敌人的包围，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和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精心部署了南朗战斗的作战计划。这年除夕夜晚

饭后，谢立全等率领逸仙队、中山游击大队部分主力和刘震球民兵集结队共 120 多人，从五

桂山合水口出发，在深夜到达南朗后，按部署包围了这座敌阵地楼。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副队

长罗章有和第一主力中队队长杨日暲一路，负责砍开木栅栏和铁丝网，攻打地堡群。他带着

游击队战士在漆黑中沉着和敏捷地匍匐前进，摸到敌营唯一的出入口木栅门时，指挥员一挥

手，几个战士一跃而起，将哨兵打倒，杨日暲等举起大斧头，几下就将木栅门砍开，即时信

号枪立即响了，谭桂明率领的机枪组一齐向敌营和地堡群扫射和投掷手榴弹，突击队和杨日

暲的队伍冒着浓烟冲了进去，迅速将流动哨兵歼灭，打熄了楼上亮着的汽灯。黑暗中杨日暲

和罗章有带领战士们一个跟一个艰难地攀上楼右边的小山，攻击地堡群。杨日暲下令破窗进

入地堡。战士经过努力刚砸出一个窗口后，杨日暲迅速将一束手榴弹从破窗口中扔进地堡，

轰的一声，地堡里硝烟弥漫，他趁机一挥手，嘴里喊着“爬进去”，便一马当先越过破窗，

带领战士们迅速地进入了地堡，“缴枪不杀”声此落彼起，地堡里的伪军全部被活捉成了俘

虏。在地堡群被全歼的同时，学校的敌营房也已被攻破，但由于缺乏爆破材料，无法解决楼

上的敌人，于是集中火力封锁楼上，战士和群众在楼下迅速搬运战利品。但敌人在楼上不断

地从窗口和楼梯口投掷手榴弹和弹筒，炸得营房内外弹片横飞，有的战士、群众还负了伤。

快到黎明时，谢立全命令部队撤出阵地转回五桂山。这次夜袭，虽然没全歼敌人，但地堡群

内和敌营楼下的敌人已全部被解决，缴获了大批武器，打破了伪四十三师师长彭济华吹嘘的

“攻不破的金汤”神话。杨日暲表现得英勇机智，按计划出色地完成了全歼地堡群敌伪的任

务，为庆祝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献上了一份厚礼。

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像一把尖刀插在日、伪军的心脏，使他们惶惶不可终

日。1944 年春，日伪遂调集 8000 多兵力向五桂山游击区发动“十路围攻”，妄想一举扑灭

中山的抗日烽火。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作出了“全面牵制、击

敌要害、攻其一路、动摇敌阵”的应战部署。在这次反围攻战斗中，杨日暲率领中山人民抗

日义勇大队仲凯中队，坚决按照指挥部的部署，控制住石门的制高点，勇敢击退日伪军一次

次的进攻。他们借着熟悉地形的优势，利用夜晚，摸到敌伪宿营地附近，干扰和突袭敌人，

把日伪军搅弄得疲惫不堪。他们还利用夜晚远奔石岐等地突袭日、伪的大本营，狠狠打击了

日伪军队。仅用了五天时间，五桂山抗日游击队便成功打退敌人的“十路围攻”，迫使日伪

军无功而返回原巢穴。

1944 年 4 月 5 日，杨日暲中队与二区中队联合再袭击石岐附近张溪伪护沙队第五中队。

杨日暲负责主攻敌营梁氏宗祠，二区中队负责火力掩护。当晚杨日暲率领队伍秘密接近了伪

护沙队第五中队的营房，迅速埋伏在祠堂两侧。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杨日暲发动冲锋，他

们冲破祠堂周围的铁丝网，即接近祠堂门时，为了不误伤同志，火力掩护暂停下来了。敌人

趁这一刹那，慌忙将祠堂门关闭。就在这时，一颗从对岸射来的掷弹筒弹，恰好撞在祠堂侧

的榕树上爆炸，杨日暲被反弹的弹片炸至重伤。为了保存实力游击队迅速撤出阵地，战友们

用小艇飞快运送杨日暲队长去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站治伤，但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抢救无

效，杨日暲于 4 月 16 日凌晨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 25 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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