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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9月 3 日，是中华民族抗日

战争胜

利纪念日。今年是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

年。为了缅怀抗战英雄，
全方位展现中

山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可
歌可泣的历

史，本报联合市委党史研
究室，从 3 月

至 9 月，每周推出缅怀抗
战历史系列报

道“致敬！峥嵘岁月”。敬
请关注。

中山抗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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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锄奸

崖口（今属南朗镇 ），位于中山
通往澳门的重要通道———岐关公路
的中段，又属于五桂山区的外围。对
于1941年底正着手开辟五桂山区抗
日根据地并急于获得澳门爱国同胞
弹药、资金支持的共产党游击队来
说，崖口属于必争之地。当时控制崖
口的是日本人扶持的崖口乡伪护沙
队队长谭玉良，他手下有50多号人
马。他平日仗势在崖口横行霸道、强
抢滥夺，迫害抗日积极分子及其家
属，民愤极大。
1941年底的一个晚上，中共南番

中顺中心县委委员、延安派来的军
事干部谢立全率领中山抗日游击大
队第一、二主力中队趁夜潜入小隐
后分两路急行军，分别袭击驻崖口
碧绿楼和经玉祖祠堂的伪军。由于
战前准备充分、情报准确，再加上敌
人临近年关麻痹大意，我军的奇袭
大获成功。在一阵机枪、步枪的射击
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后，酣睡的伪
军或被击毙或被俘虏，汉奸头子谭
玉良被就地正法。此役缴获轻机枪1
挺、步枪30多支、子弹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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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英雄谱

不爱左轮手枪 就爱唱歌跳舞
———文艺老战士钟德来讲述抗战期间的演出故事

1944年6月，“东流”解散，改编为政
工队，队号“大丹河”，还是隶属于东江
纵队一支队政治处。之后，我和姐夫调到
东纵宝安大队。大队部队号“南江”。大
队部驻扎在宝安县洪田村。我在大队部
当文书，负责统计人员、物资等，制成表
格和报表报给上级。

还有一项工作，是空闲时下连队教
战士唱歌。教唱歌我有经验，“东流”几
个月的锻炼为我打下了基础。我记得当
时教的歌有《黄河大合唱》等。有一次，
下到驻扎在长圳村的连队教唱歌的经历
使我很难忘。教唱时，有个战士却总是不

唱，只顾说话聊天，我几次提醒他就是不
听。我想出一个办法，教唱结束时，请那
位战士站起来，让他对着全连队战士独
唱。他说不会唱，我就批评他：“刚才我
在教，你不认真跟着唱，现在又说不会，
以后别这样了。”

宝安那边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因为
经常要走路去连队教唱歌。大队为了保
护我，曾经配发一支左轮手枪给我，没有
枪壳，只有几颗子弹。但我当时认为一条
枪值几担谷，放我身上意义不大，所以就
没要。

1944年5、6月间，“东流”在东莞县大
王岭村开展整风运动。上级派到“东流”
主持整风运动的，是东纵一支队政治处一
个负责同志，女的，叫赵学，大家对她很尊
重。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老区周围比较
稳定。整风运动持续了将近20天。

赵学同志带来整风三大文献：《改
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
对自由主义》，都是油印本。团员们平时
很活跃，那十几天完全变了样，个个很严
肃，吃完饭就学习整风文献，很安静地
听。我年纪小，对整风运动的一切感到很
新奇，跟着大家坐着静静听。学习文献后
是对照检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

评。有些领导同志受了批评，做了检查。
我入团才3个月，没什么可以检查的。然
而单是接受教育，也常常让我面红耳赤，
震撼很大。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诸如
此类，我是第一次在整风运动中听到。以
后我在工作当中经过无数运动，整风运
动是第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文学大
师沈从文曾经讲过一句话：“永远学不
尽的人生，而且，无从毕业。”我就是在
东江纵队东流剧团，上的人生基础第一
课，也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哺育的第一课。

受姐姐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东莞县大朗区 （即现在的东莞市大朗
镇），这个现在以篮球著名的地方，1944年抗
战时期已经算是革命老区。在我家乡附近，
有著名的大岭山革命根据地。按照东莞的习
俗，过了大年初七新年就算已过。我就是在
1944年2月春节后吃完新年饭，参加东江纵
队，当时只有14岁。

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姐姐。当时
姐姐已参加了东江纵队，搞政工宣传。我未
来的姐夫也在东江纵队。那年我小学毕业没
有上初中，在家捉鱼、斗蟋蟀。姐姐每次从部
队回家，就给我们讲革命故事，教我们唱革
命歌曲。我记得，她讲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讲
毛泽东领导人民干革命。我第一次听这些，
听毛泽东的名字，深受姐姐的熏陶，幼小的
心灵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春节过后，东江纵队“东江流动剧团”
到我家乡演出。看到他们都穿着制服———中
山装，唱歌时整齐划一，一下子激发了我的
革命热情。我年纪小，个头不高，不敢去战斗
部队，就想参加剧团，当文艺战士。就这样，
1944年2月我就去了东江纵队“东江流动剧
团”，踏上革命道路。

我入团后就跟着老大哥们唱唱跳跳。剧
团排练时，团长谭军经常拿一个算盘，噼啪
打拍子当指挥。吃饭用的是口盅，口盅的功
能很多，可以用筷子敲打做拍子，当排练和
演出的道具。团员们都叫我钟仔。
“东流”在东莞宝安交界处的大朗、金

桔岭、大塘、黄松岗一带活动。我们经常行军
去演出。初来部队时，家里给我一个包裹，里
面有两套暖衣和两套内衣，叠得四四方方，
还有一张毯子。用绳子将包裹和毯子一卷，
扛在肩上，腰上系一条毛巾、一个口盅，就这
样一身行头行军。“东流”没有武装，我们跟
着武装部队走，受武装部队的保护。我们的
主要任务一是为部队指战员演出，二是为当
地老百姓演出。还经常跟着团长谭军去拜访
兄弟政工队，交流文艺节目。

李国霖是火炬区沙边村人，
1903年出生，1933年在沙边小学任
教师，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
中山的党组织重建和情报传递工作
中功勋卓著。
入党后，李国霖就和孙康一

起，介绍更多的进步青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7年8月，中共中山县委
员会在石岐成立，这是抗战初期广
东地区中共最早重建的县委，孙康
是县委书记，李国霖是副书记，当
时他使用的是 “孙晖如” 这个名
字。1938年和1939年，中山县委多次
举办游击队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
李国霖都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为珠
江三角洲和广东地区培养了大批

抗日武装干部。
1941年春，李国霖奉命秘密开展

党的工作。他住在开平县水井狮村的
党员家，化名“陈福生”，对外号称是
卖米的小贩，实际上秘密地进行革命
活动。1942年3月，他在水井墟开设
“万隆客栈”，当起了“老板”，领导
共产党员吴文、张丁、李山传递情报，
保护领导的过往安全。“万隆客栈”
是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站，党组织常在
这里集中开会。李国霖除了要提供安
全的开会和住宿环境，还要负责了解
和上报水井等地的敌情，传递其他交
通站送来的情报。战争年代，李国霖
在这条隐蔽的战线上默默工作，但名
字载入史册。

【 人物档案】

钟德来，1930年3月出生， 东莞
大朗镇人 。 1944年 2月参加革命 ，
1949年6月入团、8月入党。 历任东江
纵队“东江流动剧团”团员、东纵宝
安县大队部文书， 解放后做过县青
年团干，土改工作组组长，珠海前山
区委书记，珠海县委委员、县委办公
室主任，县渔业部部长，县委宣传部
长 ；1958年后任中山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 沙溪人民公社第一书记，“五
七干校”队员，坦背革委会副主任，
县“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县科技
局局长、科委主任，县旅游办公室主
任、旅游委主任 、旅游公司总经理；
1991年7月1日离休。

李国霖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暨中山县抗
日民主政权行政督导处机关旧址，位
于中山市南朗镇白企村合里瓦屋村3
号。1941年底，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
委作出发展中山，开辟五桂山抗日根
据地的决定。1942年5月，中山抗日游
击大队成立后，该楼房成为中山抗日
游击大队部。1944年春，南番中顺游

击区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
神，结合珠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的实际，作出“关于政权工作的决
定”，并以中山五桂山区为珠江地区
的先行点，首先建立起抗日民主政
权。10月，中山县抗日民主政权督导
处（简称县行政督导处）成立。督导处
办公地址设于此，代号“岳阳楼”。

整风成为革命人生第一课

部队配发的左轮手枪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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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到解放后才真相大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
战，革命暂时进入低潮。组织让我回去
读书，隐蔽下来，等待时机。1945年9月
后，我跟家人回到东莞农村。后来考入
东莞中学。我在东莞中学于1949年6月入
团，当年8月入党，在学校我很少公开活
动，从不暴露曾经去过东江纵队和东宝
中学的经历，甚至在入党时，我的地下
党支部书记都不知道我去过东纵，直到
解放后才真相大白。

战地演出鼓舞战士们斗志

1945年2月春节过后没多久，突然
接到一支队政治处通知，叫我去燕川村
报到。这是支队部驻扎地，一条几千人
的大村子。到支队部后，政治处主任赵
学对我说：“钟仔，你太小，经常要行军
太辛苦。党在宝安水贝村办了间东宝中
学，组织保送你去读书，培养你。”

东宝中学成立于1944年7月，1945年
2月间正式开学，地址在宝安县公明圩水
贝村，借了这条村的三间祠堂，中间的祠
堂叫“高尔基室”，左边一间叫“鲁迅
室”，右边一间叫“邹韬奋室”。东宝中
学在1987年抗战胜利42周年和2005年抗
战胜利60周年曾经举行过纪念活动。

在东宝中学时我参加过战地演出。
大概是1945年5、6月间，沙井还没解放。
东纵部队与日、伪军在沙井新桥对峙。
伪军的炮台用蚝壳筑成，很坚硬。后来，
东纵部队用土炮对敌人的炮台发起攻
击。战斗结束后，东宝中学“五四”剧团
在部队的警戒下，在新桥战地演出。我
们是赤脚行军去演出的，裤脚用绳子捆
着。到达后，我看到蚝壳散落一地，可以
想象当时的战斗十分激烈。

战地演出结束后，我们为村民慰问
演出，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杀鸡杀猪
慰劳我们。我们演出了好几个地方。现
在想来，虽然当时我们做的是非战斗工
作，但给战士们以很大的鼓舞，这是参
与抗战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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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 月 14 日，钟德来接受采访，讲述抗战往事。 林伟桦 摄

延安派来的谢立全 （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 封面上的吹号
手）， 崖口锄奸和夜袭阜墟两场战
役都是他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