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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旧址，位于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石门田心四街4-8
号五幢两层楼青砖瓦房。1943年，南番中
顺游击区指挥部转移到五桂山。房主甘
福明、徐金兰夫妇热心支持游击队，把房
子让给游击队居住。指挥部的领导，林
锵云、罗范群、谢立全、谢斌、刘田夫、刘
向东等多在此居住。南番中顺游击区指
挥部在田心村举办了多期军事干部训
练班、青年训练班、妇女训练班、医护人
员训练班等。中共广东省临委委员连贯
曾多次到此传达中共中央和广东省临
委的指示。1944年夏，省临委在此举办区
委书记以上干部整风学习班，省临委机
关工作人员黄康主持并亲自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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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抗战老兵

中山英雄谱

小小少年假扮乞丐巧送情报
———情报老兵郑棣扬讲述抗战时期惊心动魄故事

【 人物档案】

郑棣扬，曾用名郑帝洋，1927年4
月出生，1939年参加 “抗先队”，1943
年参加游击队，后在中山人民抗日义
勇大队参加抗战；解放后，历任三乡
圩仔镇镇长、区工商助理、工会主席、
区委组织委员，神湾公社党委宣传委
员、神湾钢铁厂工会主席、神湾造纸
厂党支部书记， 三乡区党委监督委
员，三乡影剧院经理、卫生院院长、工
交办主任。 1982年离休。

1944年秋天，中区纵队在五桂山成
立。当年10月，根据党发展华南的方针，
中区纵队挺进粤中。挺进过程中，中山党
组织设法找到了50多艘飚唆，那是一种
小艇，每艘坐十来人。我们从中山三九区
出发，过新会荷塘。三九区、荷塘一带有
“挺三” 的部队，新会港海一带驻有日
军，附近还有很多“大天二”。这次挺进
粤中有近500人。部队伙食不好，战士营
养差，一到傍晚5、6点就看不到东西，只
好用绳子把看不到的士兵串起来行军。
最终依靠三九区地下党、情报站等帮助，
到了新会荷塘。

挺进粤中后，我们曾经在江门白水
带与国民党158师打过一场战。158、159

师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合编成新一军，
得知我们挺进粤中，前来扫荡，企图消
灭我们。我所在的小队大概六七十人被
敌军追到白水带，躲进一个大树林，敌
人用机枪密密麻麻地扫射，还在山顶用
大石头砸，树林很大，我们躲起来并没
有被砸中，我们估计会牺牲，但没有一
个人打算投降。后来，敌人又从山上倒
煤油，将大树林的茅草点燃，用尽一切
方法消灭我们。千钧一发之际，下起了
倾盆大雨，将近晚上六七点时，树林的
大火熄灭了，我们幸运逃过一劫。天色
越来越晚，部队何去何从？只能就地解
散。后来，在粤中经历了多次战斗，我辗
转回到家乡中山。

欧初，祖籍南朗镇，1921年在广州
出生，乳名叫帝尧，学名舜初，1939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山抗日游击武装
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1937年，欧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广东省立广雅中学，适逢“七七事变”
爆发，国内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第二
年5月，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到
广雅中学演讲，号召“大家都能投身到
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来，以求得整
个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这些慷慨激
昂的话语强烈地震撼着欧初的心灵，
激励他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
雅支队。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欧初回到
南朗镇左步村做教师，继续抗日。1939
年7月的横门保卫战中，欧初圆满完成
了组织输送弹药和抢救伤员的任务。
1940年5月，他被派往港口镇大南沙组
建中山抗日游击小队。在他和战友的
努力下，中山的抗日武装力量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在140多次战斗中成长起
来。而游击队员穿戴的竹帽和胶鞋，也
成为当时群众的流行时尚，被称为“欧
初帽”、“欧初鞋”。

欧初善于团结和争取抗日的力
量。在中山，他和战友们细心工作，得

到了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四姐孙
妙茜以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
在澳门，他们与澳门当局达成了合作
协议，使游击队在澳门筹得了经费，采
购到弹药，争取到镜湖医院的协助来
救治伤病员，还为游击队培养了一批

医护人员，而游击队则配合维护澳门
外围的治安，打击骚扰澳门地区的伪
军和土匪。当时，欧初和他的队伍影响
力很大，“欧初仔”部队威震中山以至
珠三角、澳门一带，是中山等珠三角地
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

威震中山欧初仔

日军入侵改变全家命运

我是三乡竹溪村人，竹溪村是一个
侨乡，与其他村落相比，还算比较富裕。
我爷爷30多岁死在美国，父亲在我8岁时
从泰国回来。1938年，广州沦陷之前，日
本人在今天的珠海三灶建有飞机场，日
军飞机经常从那里起飞，经过竹溪，飞往
广州实施轰炸。竹溪有个白石汽车站，敌
机经常低空飞行经过，对过往岐关公路
的汽车进行扫射。1940年，中山沦陷，老
百姓原本平静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那时我大概13岁，在位于竹溪的国
民第七小学读5年级，在进步老师郑凌风
的影响下，参加了学校的“抗先队”。郑
老师当时已经参加革命，他教我们如何
开展“抗先队”工作，如何写宣传单、贴
告示，如何向同胞宣传抗日思想，号召大
家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把鬼子赶出中
国，不做亡国奴。郑老师根据我们同学掌
握一定音乐技能的特点，如吹口管、拉二
胡、打琴、唱粤曲之类，编了一些白话剧，
在村里或外地演出。我父亲在泰国学过
画画，就帮我们画布景。我当时还不知道
何为革命，却牢记了老师说的“一定要
赶走日本人，否则，就要做亡国奴，没有
好日子过”。

1943年是三乡人民悲惨的一年。这
一年，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等势力
交织在一起，把社会搅得一塌糊涂。这一
年，还发生大旱和灾荒。侨资在日本人入
侵后就断了，没有从外面的钱进来，吃饭
就成了问题。我的太奶奶80多岁，奶奶60
多岁，相继饿死。我们把村里大黄竹上长
满的花和竹米用以煲粥，虽然竹米很难
煲烂，却成了充饥的艰难选择。

当时，霍乱病广泛传染。三乡旧电影
院楼下和桂山中学隔壁的医院死人无
数。我母亲也死于霍乱。当时我已经16
岁，母亲的死对我刺激很大。当时家里有
2支枪，一支是用子弹的毛瑟枪，另一支
是用火药的沙枪，母亲入殓后，我从家里
拿了这两支枪跑去打日本人。我父亲怕
我受害，把我抓了回来，用一条大锁链锁
起来，绑在学校木柱上。后来我挣脱锁链
逃了出去，半路遇上了从拱北到石岐的
日军，被日军抓到澳门坐牢。后来，我利
用一次机会挣脱牢笼，一路跌跌撞撞逃
回三乡。

回到三乡已是1943年下半年。这时，
欧初的部队已经驻扎在家乡的郑公祠，
整个祠堂住满了游击队。我毅然加入了
游击队，被编入民权队。作为一个小兵，
我后来常常驻守在五桂山石莹桥。平时
除了站岗放哨，主要担负情报工作。比较
接近的领导是谭桂明，他部署情报工作
时就找我，不做情报时，就跟着郑宁，他
是我的副班长。

在众多的情报侦察经历中，挺进粤
中前攻打横门伪江防队的那次我记忆犹
新。战斗之前，谭桂明给我安排了一个任
务：到三乡乌石游击队情报站找负责人
兰姐传递情报，并摸清一个叫郑伟峰的
人家里驻了多少日军。

接受任务后，我扮成乞丐，一路摸
索，到了乌石山顶，看见一间民房，我便
往里喊，屋里的群众知道游击队员找人，
便告诉我情报站的具体地址。

兰姐在家里面！接头时需要暗号：以
一定的规律敲打大门。兰姐听到暗号就
知道是来自五桂山的情报员。我告诉她
上面有任务，让陈炳同志 （游击队中队
长）回去，是紧急任务。情报不能用纸条，
因为怕被敌人截获，上级领导交代多少，
你就知道多少，也只能说多少。

针对特殊的战斗环境，部队驻扎在
长江乡一带，由谭桂明、欧初、罗章有等
带队，开展全副武装训练，主要内容为如
何下田：脚尖先下，然后缓慢拔出来，再
下，做到无声无息，如此反复练习了大约
一周时间。

战斗很惨烈。我们从长江出发，走到

横门大咸田区田埂时，就被敌人发现了。
我们的手枪组冲锋解决了敌人哨兵后，
机枪班开始扫射。谁料到，这时炮楼的敌
人开始打照明弹，弹落到地上，周围亮堂
堂一片，战士们立刻暴露在光亮之中。这
一仗，我们打死了不少敌人，也牺牲了很
多战士。

还有一次，谭桂明派我去三溪，搜集
一个伪联防队的情报，为攻打他们做好
准备。我照例扮成乞丐，探寻到伪联防
队驻扎的祠堂，选择在他们吃饭的时间
趁机了解。只见祠堂摆有7、8张饭桌，每
桌有4、5个人，大概有30人，有机枪和步
枪，祠堂旁边有个石室，里边还驻有伪
联防队员。我把搜集到的情报汇报给谭
桂明。后来，部队挺进粤中后，留在中山
的游击队才发动了那次战斗。据谭桂明
的夫人介绍，战斗发生在1945年一个夜
晚，由欧初带队袭击了那个祠堂，消灭
了敌人。

除了情报工作，我还参与部队作战。
日军在中山的驻地，都是游击队袭击的
目标。因为游击队人不多，武器不够精
良，一般采取夜袭、麻雀战等方式骚扰鬼
子，使之不得安宁。一次，谭桂明带队打
华佗庙，那里驻扎着十来个日军。凌晨1、2
点，我们摸黑先将岗哨干掉，然后用机枪
往庙里集中扫射，子弹打到墙上，石粉散
落我们一身。步枪班冲进后，原本黑压压
一片的房子一下子亮起来，原来是敌人
打中了一盏煤油灯，照亮了我们的人，有
几名战士就这样牺牲了。

情报精兵出色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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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旧址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
1945年5月9日，日、伪军对五桂山

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珠纵一
支队猛虎队24名战士奉命于三山虎山
阻击从灯笼坑进攻五桂山区的300多日
军，1000多伪军。根据敌强我弱的局势，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避敌主力，采取各个
击破的战术。首先用伏击战痛击敌进犯
之一路，给敌人造成巨大打击。然后利
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采取麻雀战，灵活
机动地袭扰其余各路敌人，让敌人疲惫
不堪。战斗从凌晨4时打响，至上午8
时，猛虎队连续击退敌人两次强攻。后
来在民权队的支援帮助下，两面夹击
山腰上的敌人，以少胜多，圆满完成了
掩护指挥部和主力安全转移的任务。
是役，我军9名战士牺牲，1名重伤。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旧址。

位于南朗镇贝里灯笼坑的三山虎战役遗址。

青年时期的欧初。

接受采访时，郑棣扬胸佩纪念章。 黄春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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