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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伟华——隐蔽战线上与敌周旋的教务主任

肖伟华（1912—1946），乳名张兆，字永年，别号君略，广东省中山市南朗

镇化美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崖口乡党支部宣传委员，1941

年后先后任五区大布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兼任五区区委组织委员，

1943年调往崖口学校负责四区党的工作，1946年牺牲。

肖伟华 1912年 3 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崖口乡（今中山市南朗镇）化美村。

小时候随父母到武昌生活，13 岁时父亲肖国梁不幸病逝。次年，其母许金桃带

他返家乡，并把他和他的一个妹妹过继给伯父肖仲庭（归国华侨）和伯母陆友妹。

他在崖口学校读书，勤奋好学，深得老师的喜爱。他的伯父去世后，他仍跟着伯

母在乡间，省吃俭用过着清贫日子。1935 年，伯母托亲戚将他带到上海谋生，

先后在江苏省南通县金沙镇的收购棉花庄、永安纱厂和永安公司工作，目睹了工

人阶级斗争的情景，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影响。七七事变后，日军的飞机

频繁轰炸上海，永安公司被迫裁员，肖伟华又回到了家乡中山。

此时中山的抗日救亡运动正掀起一波波高潮，肖伟华积极参加了崖口乡的抗

日救亡工作团，又动员弟弟肖杰华、妹妹肖洁容、表妹许纯加入抗日宣传，伯母

陆友妹（也就是养母）也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1938 年冬，工作积极的

他由谭桂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崖口乡党支部宣传委员。1941年，

肖伟华在五区大布乡小学教书，任支部组织委员，后任支部书记兼任五区区委组

织委员，以大布学校教务主任的身份开展工作。1943 年初，上级决定党的领导

由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方仁牧和肖伟华两人负责二分区委（四、五、六区）党

的工作，肖伟华从大布学校转到崖口学校当教务主任，实际掌握着学校领导权，

将学校建设为四区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当年 7月，由于工作需要，李兆麟调入接

替他的职务，他则重返大布学校任教务主任坚持斗争。1945 年日寇投降后，肖

伟华在险恶的形势下与妻子许纯在崖口乡坚持工作。1946 年秋收前被捕，面对

敌人的酷刑并未吐露半点情况，最终被秘密枪杀。

肖伟华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无私地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就算面对繁重的

工作任务，也能出色地完成。早年当肖伟华由上海返回中山后，为了支持抗日前

线的战士，他在募捐大会上将自己在上海做工积攒的钱和准备结婚用的两枚金戒

指捐了出来，会上顿时掀起了捐献高潮。后来，他到小学做了教师，工资收入少

数用作生活费，大部分都交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或者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大布

学校的教师胡旭（即司徒毅生）病重，就是由肖伟华主动请医生照顾至康复的。

在大布学校任教务主任时，由于形势复杂，地下党的领导采用单线秘密联系

的方式。肖伟华常常深入各个乡村了解情况，总是能给五桂山的部队提供关于敌

伪的可靠情报，也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上级党组织部署的工作，并能提出有针对

性的意见，指导当地党员开展工作。由于工作得力，在他负责联系的地区，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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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党员变节或逃跑。

1943 年，肖伟华在崖口学校做教务主任时，该校校长由乡长陆宝祥兼任，

是个挂名校长，肖伟华就一手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并逐步将地方党员许纯、许

山、肖妙银、郑康明等调入学校。因为方仁牧身体状况欠佳，此时的他一面抓学

校教育教学，一面抓四、五、六区的党组织建设，任务十分繁重。但他没有计较，

而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不久又服从组织安排重返大布学校。据和他一起工作

过的党员郑文回忆，肖伟华常常在课后向大家传达抗日形势和布置工作任务，同

志们汇报完毕已是黄昏，每次留他吃饭或住宿都会被他婉言谢绝，他对革命的忠

诚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让同志们十分敬佩。在肖伟华的努力下，崖口学校建设

成了四区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当年 7月，由于工作需要，李兆麟调入崖口学校接

替他的工作，他则重返大布学校任教务主任坚持斗争。

肖伟华一身正气，他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和教育着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志，

带动他们投入革命的热潮之中。他的弟弟肖杰华也是活跃在中山的抗日积极分

子、共产党员，曾参加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1940年参加中山抗日游击队，1945

年 8月壮烈牺牲，而肖杰华走向革命的推动者，就是哥哥肖伟华。另外，肖伟华

的妹妹肖洁容也在他的动员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他的表妹许纯也是由他带动而

参加革命的，后来两人结为夫妻，携手投身革命事业，成为他身边的好同志、好

帮手。肖伟华对生母和养母非常尊重和孝顺。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养母，一位缠

足的妇女，不仅积极支持他们兄妹三人参加革命，而且热情接待他的革命同志谭

桂明和谢立全等人，为革命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可以说，肖伟华的一家是革命

的一家，为中山的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肖伟华也是一位坚定的战士，他为党的事业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八年的艰苦抗战结束，但险恶的形势没有结束。国民党

极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将伪军改变为接收的“先遣军”，四处抓捕共产党员、

游击队员和爱国人士。针对严峻的形势，上级党组织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作出了迅速将党员转移到东江的决定。

肖伟华接到上级通知，立刻安排有关同志到崖口集中，准备一起乘船转移。

但敌人的巡逻艇已经在珠江口加紧巡逻，一时难以渡江，于是肖伟华当机立断，

决定凡是有港澳关系的同志与他一起先乘船到澳门，再设法转移到东江。在他的

安排下，李兆麟、肖妙银前往香港亲戚处，方仁牧在澳门摆书摊掩护，他和许纯

却毅然返回崖口乡。当时乡的民主政权已经解散，主要领导都撤往港澳，但肖伟

华没有害怕。他和许纯接受了党的任务，坚持返乡工作，与原乡委会成员谭华兴

同志合作，争分夺秒地与四区留下来的党员联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为以后的

斗争积蓄了有生力量。1946 年春，肖伟华开始和谭华兴共商有关围田开耕管理

和征收五桂山武工队军粮的筹备工作。他们的活动引起敌人极大不安。1946 年

的秋收时节，国民党县政府委任的乡长谭良明企图抢夺崖口乡几十亩围田的田赋



3

收入，肖伟华和谭华兴成为这个阴谋最大的阻碍。于是谭良明与翠亨、崖口一带

的国民党驻军谢文泉密谋杀害肖伟华和谭华兴。8 月 10 日上午，当肖伟华与谭

华兴在崖口乡全胜围商量工作时，谭良明火速通知谢文泉，谢随即派兵包围全胜

围，激战中谭华兴牺牲，肖伟华被捕。在崖口乡杨家驻军的碉楼内，谢文泉对肖

伟华施以酷刑，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党的活动情况，但坚强的肖伟华咬紧牙关，没

有吐露一个字。当天下午，崖口乡群众得知谭华兴遇害、肖伟华被捕，立即到肖

家报讯，并想方设法营救。敌人对肖伟华进行了半天的酷刑逼供，仍得不到半点

情报，又得知群情激奋，已经展开救援，唯恐情况有变，于当天晚上 9 时左右将

肖伟华押至化美村后山秘密枪杀。

34 岁的肖伟华在自己的家乡壮烈牺牲，他视死如归、奋不顾身的故事早已

传遍乡里，无论是共事过的同志还是普通的群众，无一不敬佩他这种斗争到底的

精神，也永远怀念化美村的这位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好儿子、中山人民的好战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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