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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孙康 （1906—1996 ），香山县
沙边村人。 1922年考入县立中学，
期间参加新学生社中山分社 ，发
动择师运动。 1926年参加省青年
运动养成所二期学习， 加入共青
团，7月回中山从事改组国民党和
农民运动。 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
当年率张家边农民自卫队参加卖
蔗铺起义，被当局通缉，大革命失
败后， 辗转南洋从事革命工作 。
1933年返乡秘密从事抗日救亡宣
传。 1936年加入中国青年抗日同
盟。 1936年底后，参与重建中共中
山支部、县工委、县委，均任书记。
1938年4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1940年夏秋间， 调往印度支那做
华侨工作。 1948年初，回香港参加
华南分局召开的“八月会议” ，随
后赴滇桂黔边区传达会议精神 ，
留任边区党委副秘书长兼宣传委
员会书记、党委秘书长、边区公学
教育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
云南省委副秘书长、 宣传部副部
长、工矿部副部长，云南省人民政
府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省高
级法院院长、 省人委副秘书长 。
1972年离休回广东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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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母———谭杏

在抗日战争年代， 中山翠
亨村有位革命母亲“杨伯母”，
她的名字叫谭杏。 她一家8口
人全部参加抗日工作，二儿子
杨日韶、三儿子杨日璋先后为
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的
生命。

1942年二三月间，共产党
员卫国尧、谭桂明、欧初等奉命
带着部队先后到五桂山区，那
时正是青黄不接时节， 敌伪又
到处强征军粮、地税，地主恶霸
各据一方， 山区人民生活十分
艰苦，部队的战士经常吃不上
米饭，只能用一些杂粮野菜充
饥 。 杨伯母听说部队生活困
难 ， 便将自己大半生积存的
9000元和一批谷子，全部捐献
给部队。 有一次，她从战士口
里听到部队用野菜充饥时，就
从箱子里翻出结婚时陪嫁的
金链、金镯、金耳环，让人拿去
变卖 ，换了钱买了谷子 ，全部
送给了部队。

除了接济部队生活， 杨伯
母还支持两个儿子参加部队。
二儿子杨日韶于1938年加入
共产党， 组织决定调他去部队
任职后，他回家对母亲说：“妈，
我要到部队打日本鬼子去。 ”杨
伯母听了， 毫不犹豫地鼓励儿
子：“国难当头，民族垂亡，保家
卫国，人人有责，你去吧！ 不要
惦记家里。 ”后来，杨日韶在夜
袭阜墟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
25岁。 杨伯母的第三子杨日璋
也在1944年袭击张溪伪军时
英勇牺牲。

“教书先生”舞动笔杆抗日救亡
———中共中山县委重建后首任书记孙康的抗战经历

1939年冬，中山“抗先”被当局停止活动，
县“妇协”被封。这时，我在中山的身份由半公
开变为公开，完全暴露了。国民党下令通缉我。
省委决定把我调离中山到香港去。在香港的短
期时间里，我总结了中山前一段的工作。1940
年夏秋间，华南分局调我去印度支那做侨党工
作。因为当时泰国侨党东北部的组织被破坏，
干部被打散。翁向东同志（当时是该地侨党的
负责人） 回来向分局汇报，并提出要求派人去
开办训练班、恢复那里的组织。我愉快地接受
了任务，赴印度支那工作。
当时，先经海防到河内直接到老挝境内的

他曲。他曲是湄公河边的小镇，对面便是泰国，
就在这里办寮东公学，我当校长。那里接近泰
国，便于泰国东北部的干部和侨生来学习。当

时公开说是办一般的中学，但里面是培养侨党
干部。老挝是法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的一部
分。当时泰越关系紧张，因为背后有法殖民主
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争权而造成矛盾。泰
国边界被封锁，学生过不来学习，结果因学生
人数不多，寮东公学只办了不够一年。于是，
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转移到寮国（即老挝） 一
个叫沙湾拿吉的地方。那里原来有一间华侨
学校，我去当校长。沙湾拿吉地方较大，华侨
也多，容易掩护。原来准备等到泰越关系好
些，局势缓和后再办干部训练班的，但最后还
是办不成。本来泰国华侨多，侨党比较大，在
那里搞得很突出，有一大片解放区，接近印度
支那。后来因当地组织被破坏，干部训练班仍
然办不起来。

1936年，香港南委和广州市委先后恢复了
我的组织关系。1936年5、6月间，“中青支部”
在沙边成立，最初恢复组织身份的只有几个
人，我担任支部书记。到1936年底，“中青支
部”已发展到特支，再发展到中共支部，成立
了县工委，我担任书记。
省委成立时我是省委委员，张文彬是省委书

记。当时，除了香港工委，中山县委是较大的。
1937年夏，中共中山县委成立，我担任县

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开办
党训班。第一期地点在县立七小后楼，后来移
到石岐三公祠，由我主持。开办了多期游击训
练班，训练培养了游击战争骨干。同时，还开办
了妇女训练班、青年训练班，分别培养了各区
各乡的妇女骨干和青年骨干。

二是创办《别动队》期刊。第一期期刊由
我写了《中山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文，并通过各区的刊物和乡报，宣传党的抗
日救国主张及抗战方针政策。
三是成立“中山县青年抗日先锋队” （下

称 “抗先 ”）、“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 （下称
“妇协”）。其中，“抗先”总队由当时的统战对
象、县长张惠长担任总队长，我任副总队长。
四是成立游击大队，由我任大队长。这是

党领导的一支游击武装队伍。1939年夏天，日
寇企图在横门登陆。我代表组织说服张惠长坚
持抗战，并成立县抗战前线指挥部，由我任总
指挥，由谭桂明等率领队伍开赴前线，与日寇
对峙，打响了中山抗击日寇第一枪。经过几天
战斗，终于打退了日寇的入侵。

1933年夏天，我回到沙边乡，隐居家中约
有半年，未曾外出起动，但已经知道国民党当
局由于人事的变迁，对过去通缉我的事不再追
查。于是，我就开始出来活动。
不久，我就在沙边乡教书，以后担任校长

之职，直到1935年秋。
1933年7、8月间，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

澳门来信，信中说我伯父从海外归来，约我到
澳门见面。我知道这是组织约我会面的通知，
便立即前往澳门，但接不上头。我意识到：光
靠党来找是被动的，要下决心创出事业去找
党，要让党组织在我的具体活动中识别我、检
验我。
于是，我在任教期间广泛开展校际交友活

动。当时的活动发展到三乡、南朗、石岐等地。
与此同时，我还创办了“中山新文字协会”、
“中山世界语协会”、“读书会”、“中山话剧协
社”等组织，通过“中山新文字协会”宣传党的

主张；利用“中山世界语协会”搞社会主义宣
传；“中山话剧协社”演出了《烙印》《放下你
的鞭子》等剧目，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轰轰烈
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
通过校际活动，我认识了五区大布小学教

员曾谷。后来曾谷回广州读书。1936年初，曾谷
来信约我去广州，在石室附近与广州“中青”
的领导成员林振华见面，并吸收我加入了“中
青”（“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的简称）。后来广州
“中青”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麦蒲费到中山，带
来发展“中青”的任务；温焯华和林振华也作
为联络员到中山，通过种种活动宣传党的抗日
救亡纲领。
我还以“中山世界语协会”、“中山新文字

协会”的活动为名，多次到香港寻找党组织。
活动中我认识了香港“世界语协会”的负责
人，并了解了这个协会是党的外围组织，后来
找到了党的联络站。

转战印度支那 开展侨党工作

重建中山县委 打退日寇进攻

通过校际活动 宣传抗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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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泰越战争爆发。双方在湄公河
隔岸开炮，我们便转移到越南的顺化。当
时香港已沦陷，与华南分局联系很困难，
顺化学校校长（潮州人）初时叫我去当教
员，我没去。于是他又介绍我去会安创办
兴华中学。会安原是个渔港，后来发展成
为大埠，学生从小学读到初中。同时，兴华
中学也招收一部分年纪大的学生入学，培
养侨党干部。办了两年，按照党的民族统
一战线方针，在学生家长中宣传抗日救
国。会安附近的蚬港是个军港，那里也有
年纪较大的学生来兴华中学读书。

办学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
打到印度支那，蚬港便驻有日本海军司令
部。学校的董事们对办学意见不统一，分
成两派。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派人来会安
调查“兴华中学”。有人向日本人反映说
我们宣传抗日。眼见在学校站不住，我们
便于1943年初离开会安到西贡堤岸去。

到了堤岸，由于在会安创办兴华中学
有些名望，我被邀请担任南侨中学训育主
任。这间学校由华侨集资兴办，是一间比

较进步的学校，我到任后进一步把它办成
侨党所领导的学校。后来中央中联部、侨
办等单位干部中，不少人就曾就读于“南
侨中学”。
1945年秋，日本将投降，法国重返越

南。我们为了扩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民
族统一战线，创办了《越南报》。我任副总
编缉。日本投降后，我们宣传党中央提出
的“和平、民主”口号，并宣传支持“越
盟”的解放斗争，通过办报还培养了一批
华侨青年，后来输送回祖国当干部。

（本文根据孙康《革命回忆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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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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氏大宗祠———中山别动大队、滨海
区政务委员会旧址位于南朗镇左步村欧
家企巷48号。
欧氏大宗祠建于清初，于1999—2001

年间重修，为硬山顶建筑，两进三开间，置
有右厢房，建筑面积约350平方米。该祠堂
原为左步欧族弟子的私塾，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改为私立左步头小学，现为左步
村老人活动中心。
1938年底，中共中山县委根据东南特

委的武装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了一支不脱
产的群众抗日武装———中山县别动大队，
大队长由县委书记孙康担任，中共党员欧
晴雨（后脱党）、缪雨天任副队长。由于欧
晴雨时任左步村村长兼左步头小学校长，
一批共产党员如缪雨天、欧初等是学校的
教师，别动队的活动多在左步头小学进
行。欧晴雨、缪雨天两人常在此处理县别
动大队的日常事务。四区别动队负责人欧

初、卢德耀也常在此活动。当时在左步头
小学教书的8名教员，除1名未加入中共组
织，其余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
中共左步头支部。左步头抗日先锋队成立
后，该祠堂还成为抗日先锋队队部。
该旧址于2007年6月被中山市核定公

布为中山市革命遗址，并定为中山市党史
教育基地。

1944年6、7月间，省临委在五桂山区灯
笼坑召集中共珠江特委和中区特委的地、
县、区级干部学习及布置工作。与此同时，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和中山人民抗日
义勇大队也分别在这里举办连排干部学
习班、妇女训练班、青年训练班、班排干部
训练班和医护人员训练班。7月3日，日军
从江门、广州等地调来1000多名日军和军
马100多匹，齐集石岐码头，急行军向石门
九堡、长江大寮、旗岭和槟榔山发起四路
围攻，企图“聚歼”人民抗日武装。指挥部
得到情报，即将省临委领导和学习班转移
到石门坑田心村。副指挥兼参谋长谢斌召
集义勇大队领导欧初、罗章有等部署抗击
日军四路围攻，并作出了“集中主力，歼其
一路，其余以在各地开展麻雀战，到处扰
敌，以拖住各路敌人前进，避免正面接触”
的作战计划。由于大批的学习班人员转
移，敌人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加强了进攻
石门一路的兵力。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
派义勇大队的仲凯队、黄蜂队及连排、班
排训练班的学员约130多兵力，分成四组分
别抢占4个制高点。凌晨，负责主攻一路日
军在炮火掩护下，从石门村进入，开始向
张蟛蜞村背后山制高点发起进攻。游击队

接连击退日军六次冲锋，掩护了省临委派
来指导工作的领导，指挥部机关以及各训
练班学员等安全转移。下午，日军增援至，
立即组织第七次强攻。当时义勇大队腹背
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幸指挥部直属的雄
狮队及时赶到，从两侧夹击日军。向旗岭、
大寮、槟榔山进犯之三路日军，均被指挥
部派出的游击小组利用地雷战、麻雀战所
阻击，寸步难行。战至黄昏时，日军死伤人
数不断增加，被迫连夜撤出五桂山区。此
战击毙日军少佐军官以下近百人，缴获武
器一批，重创了日军的力量，为五桂山抗
日根据地赢得了一段相对较长的稳定发
展期。

欧氏大宗祠———
中山别动大队、滨海区政务委员会旧址

粉碎日军“四路围攻”

日军使用的山炮。

欧氏大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