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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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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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抗战老兵

中山英雄谱

【 人物档案】

郭 光 ，1928
年 8月出生于中
山东区 ，1942年
参加革命， 曾任
珠江纵队第一支
队民权队战士 ，
新中国成立后在
中 山 汽 车 站 工
作，历任理货员、
售票员、办事员、
站长 ，1979年外
调拱北汽车站任
站长。 1989年在
珠海离休。

联合主办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中山商报

南朗镇人民政府 协办

位于五桂山区槟榔山村的古氏宗祠，
是一座建筑面积约18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
祠堂，坐北朝南，于清道光年间由槟榔山村
乡绅古腾芳兄弟捐资修建。
1943年7月，南（海）、番（禺）、中（山）、

顺 （德） 游击区指挥部从禺南迁来此地。
1944年10月1日，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在
这里召开了“珠江地区游击干部和中山地

方党组织负责人大会”，内部宣布成立中
区纵队和领导成员名单。12月，在这里筹备
成立珠纵。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珠江纵队公开宣布成立，并以此作
为司令部举行各种会议的会址。解放战争
期间，古氏宗祠仍为中山人民开展革命斗
争的指挥部。 1980年，中山县政府把古氏
宗祠辟为革命历史文物的陈列馆。

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山人，十岁那年父亲
去世，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姐妹5人长大，我是
长子。中山沦陷后，原本拮据的生活变得更
加凄惨，生命时刻受到威胁。我亲眼目睹了
日本鬼子烧杀掠夺的暴行，日军进城前便已
出动战机前来轰炸和扫射，印象中中山电厂
就被炸过。村里妇女被鬼子奸污的事时有发
生，那时我妹妹刚出生，村里常有年轻或者
刚结婚的妇女，将自己的脸涂黑，到我家借
我妹背着来掩护。街头随处可见老百姓的尸
体，石岐华佗庙附近常有大量饿死的尸骨，
有一辆黑箱车专门将这些尸体装运至浦鱼
洋万人坑掩埋。穷得饭都吃不上，经常拾别
人家收割完的稻谷，煲粥填肚子，有时连粥
都没有，只能在晚上到甘蔗园里捡人家砍完
剩下的甘蔗充饥，2个弟弟都饿死了。
13岁那年，在表哥引领下我参加了革命

部队。我的一个舅舅看见我们如此悲惨，就
接我们到他家（张溪），在那边谋生。我们靠
抓蟛 ，卖给人喂养鸭子，维持生活。后来有
一天，表哥和一名战友去大涌运枪从水路返
回途中，在渡头被“大头王”雷洪（大胆洪）
抓了，准备枪毙时两人跳入水中。表哥被铁
线死死缠住，不幸淹死，成了烈士，他的战友
游到河对面成功逃跑。
到部队后，我一开始参加杜广小队，部

队打着“国民党特务小队”的旗号，有几十
号人，驻扎在张溪、岐头附近，驻地四周都
是“大天二”。1943年，转移到二区（现沙溪
一带），那边也有“大天二”，都打着国民党
的旗号。当时附近共产党的部队有3个中
队：黄石生中队、周增源中队、杨子江中队。
1943年3月，三个中队共一百多人整合为一
个中队。指导员杨子江是华侨子弟，他将自
己的田地和房产变卖，支持革命，所以在部
队的威信很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沙溪
一带维持治安，刚开始时跟“大天二”井水
不犯河水。1944年4月的一天，一名叫彭河
的队员叛变，诱约中队长黄石生到沙溪桃
源酒家把他杀害了。
1943年至1944年间，我参加了攻打沙溪

伪警察所的战斗。攻打前，我们做了长时间
的侦察工作。作为侦察员之一，我装扮成菜
贩子，一边卖菜一边收集情报、观察伪警察
所动静。经过一段时间摸底，部队选择在一
个雨天出击。我们攻进去时，刚好撞上两个
门卫在伪警察所门口交班，立即解决了他
们，然后冲进去，发现里面还有人在睡觉，直
接缴了他们的械。当时我们只有五颗子弹，
子弹带都是用纸塞进去假装的。我缴了十几
支枪，伪警察所人员投降后放他们回家了。
可惜，伪警察所长逃跑了。

英雄教师谭桂明
谭桂明是南朗镇崖口村人，1916年出

生于上海，3岁时父亲去世，后来回到家乡
和叔父一起生活。“九·一八事变”时，他
正在县乡村师范读书，和同学们一起积极
参与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的工作。
1934年，师范毕业的他留校当了附属小学
的教师。
谭桂明入党的时候正是 “七七事

变”之后。他积极在崖口发动群众，组织
了抗日救亡工作团、战时服务团崖口乡
服务支队、崖口乡抗先队等群众团体，又
组织成立了四区抗日民众剧社，到各个
乡村进行抗日的演出和宣传。当崖口成
立党支部时，就由他担任支部书记。他曾
担任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中山人民抗日
义勇大队、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逸仙
大队的政治委员，是中山抗日武装的重
要领导人之一。
谭桂明擅长宣传工作，给战士们讲课

时总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课讲得生动
具体，而且他会讲白话，又诙谐幽默，大家
都很爱听。在抗战初期，中山的“抗先”队
在西桠县立第七小学举行文娱晚会，他带
头表演了“拍拍手，烧炮仗”的晚会开场
节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至今。由于
他平易近人，和战士们亲如兄弟，关系非
常融洽，他带的队伍总是士气高涨，参加
战斗也是获胜的居多，在中山的抗日斗争
中立下大功。

随着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日、
伪深感威胁，1943年冬，伪四十三师师长彭
济华从石岐调派四个营兵力从四面包围五
桂山区。为粉碎敌伪的四面包围，南番中顺
游击区指挥部和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精心部
署打击驻扎南朗日、伪军的战斗计划。
12月31日晚饭后，谢立全率领逸仙大

队、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的部分主力，以及刘
震球民兵集结队共120多人，从驻地合水口
出发，急行军到达安定村周围，按部署兵分
3路袭击敌营。由谢立全、罗章有率领的突
击队接近敌营后，把突击队分为主攻战斗
两个小组。由手枪队副队长黎源仔带领主
攻小组负责摸入敌营，用预先准备的毒饵
把敌营的狗毒死，然后剪开铁丝网摸入敌
驻地内。时值元旦，敌人正在狂欢，赌钱、喝
酒、打麻将等乱作一团，个个酩酊大醉。突
然一声枪响，敌哨兵应声倒下，主攻组的队

员们立即发起冲锋，敌营的第一防线被冲
破了。黎源仔越战越勇，他伏在楼梯边向楼
上扣射，打死敌人多名后，立即带着战士们
往二楼冲。不料，楼上又补上多名伪军封锁
楼口，他们为了阻止游击队冲上来，慌忙往
楼下扔手榴弹，扫机枪，黎源仔被弹片打
中，光荣牺牲。主力部队立即发动三面强
攻，敌人拼命抵抗，子弹像暴雨似的扫来。
突击队战斗组组长黎少华在带领组员枪战
敌营房时，也不幸中弹阵亡……经过4个多
小时的激战，先后发动了三次强攻，游击队
终于把敌人的火力压住了，攻入敌营房，楼
下的伪军全部当了俘虏。
这次战役，共毙伤伪营长以下伪军20

多人，俘虏伪连长以下伪军15名，缴获机枪
3挺、掷弹筒4具、步枪60余支、短枪2支、子
弹5000多发，掷弹筒弹90多发及其他物资
一批。

假扮菜贩子巧妙收集情报
———老侦察员郭光讲述抗战时期难忘故事

1945年5月间，由于革命形势需要，上
级决定珠江纵队一部转移至东江。当年10
月下旬，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划归东江纵队，
部队进行整编，一部编为江北指挥部机关
和解放大队，挺进到博罗、龙门等地。我参
加攻打博罗长宁伪公所那一场战斗，至今
记忆犹新：当时为了解救被伪军抓的一批
农民，我们负责攻炮楼，东江部队负责攻设
在祠堂的伪公所。炮楼脚下有一条河，旁边
种满竹子，当时天气很冷（大概十月、十一
月份）。我们本想通过竹子爬到上面，但没
成功。从炮楼底下往上看，只见伪军在抽
烟，但就是攻不上去。后来改变作战计划，
与东江纵队一起打伪公所。针对伪军把守
的祠堂栅栏又高又坚固，我们先安排长枪
组在外面作掩护，接着几个小鬼队员先摸
上栅栏爬了过去，爆炸组紧跟在后，结果将

他们的门户炸了，里面两个神翕的门都炸
飞了。我们一举冲了进去，解救了被抓在里
面的农民，伪军从祠堂后面逃跑了。
在东江博罗长宁镇战斗时，我右腿被

子弹射中，有些子弹碎片至今没有拿出来。
除腿伤外，我身上还有多处伤口，我趴在床
上静养了两个多月，当时没有止痛针，只能
拿一些绷带把伤口的脓清理出来，奇痛无
比，有一次竟把料理伤口的护士一脚踢开，
部队领导还为此写了纸条让我配合治疗。
部队从东江北上时，由于身体和人员

需求等原因，我最远只到了龙门，1946年回
到中山。后来在一区安排在武工队，甘生任
武工队长，主要还是搞侦察。那段时间情况
十分恶劣，五桂山很少人，多数人都在各区
做侦察工作，等待革命形势明朗。

1944年初，“挺三”发现我们是共产党
的部队，企图“围剿”我们。部队通过我党
领导的民主乡政得到情报后，迅速组织一
百多人，经港口突围至鳌溪，再进入五桂
山。突围当天，老百姓为我们找来一批小
船，一条船搭乘十个八个，分了好几批运
人。当时有许多日军驻守在港口闸。闸口有
炮楼，配有探照灯。突围之前，部队部署随
时准备战斗，机枪藏在船头。鬼子的探照灯
不停扫照，一被照到就会被发现。行动必须
赶在天亮前，因为特务很多，天亮后容易被
察觉。日本鬼子一般不出动，但看到游击队
肯定就打。之前我们在濠头收税时，常能看
到有一两个鬼子兵，上级交待不要跟他们
打起来，怕连累那一片的农民。转移时，得
到民主乡政的大力帮助，小船一条接一条，
沿着河边慢慢通过。最后，部队顺利挺进五
桂山，编入民权队。
进入五桂山后，我驻守鳌溪税站，任务

之一是检查过往车辆，阻吓伪职人员。当时
有很多伪职人员搭乘岐关公司的车，从税站
通过。岐关车队的司机跟我们有联系，一般
遇有大量敌人在车上，司机在离我们很远的
地方就会打车灯，暗示车上有势力强过我们

的敌人，我们就直接让车通行，不作阻拦。有
一次，我们接到情报，伪四区区长何文中乘
车经过。抓捕时，我们在路边叫他们缴械，遭
到激烈反抗，我们的装备差，几支枪打不响
（当时大多数枪是自己重新做的 ， 性能很
差），最终被他们逃跑了。
在五桂山，我还担任侦查工作。两次抓

捕麻子乡的梁洪我们都做了长期的侦察。梁
洪是濠冲（榄边）一带的“大天二”。第一次
得到情报，说他在家里，我们发起围攻，不料
他从厨房顶上跳下地面逃走了。第二次在麻
子村十顷，他在田里搭了一个大棚，晚上住，
早上回。经过半个多月的侦察，有一天我们
在他进村时实施行动。我们的同志躲在村庙
旁边的山坟旁，有两挺机枪。当时我们一个
小队长，见天色已晚心里焦急，身上的枪被
梁洪的羽翼发现，他们便四处逃跑了。抓梁
洪两次都失之交臂（解放后他终于被抓枪毙
了）。
五桂山的群众很拥护我们，我们有时还

隐蔽在群众家里，日本鬼子来五桂山扫荡
时，他们进我们出，有时在光头山上就躲避
在山与山之间的水沆，日军的马队过来看不
到，用枪胡乱扫射，但是找不到我们。

中山抗战重要战役

南朗战斗

中区纵队成立暨
珠江纵队司令部活动旧址

目睹日军暴行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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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

古氏宗祠旧址

郭光在讲述抗战故事。 黄春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