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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鸽子一样在惊涛骇浪上翱翔
—————原“白鸽队”总站长容海云生前忆述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中山抗战遗址

中山英雄谱

【 人物档案】

容 海 云 （1923—
2011），女 ，广东江门荷塘
人。 1938年参加广东省青
年抗日先锋队。1939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顺德
县西海区委委员， 参加珠
江三角洲主力武装。 1941
年 ，调往中山九区 ，在牛
角、石军、乌沙一带开展群
众运动和妇女工作。 1943
年， 党和部队的交通系统
“白鸽队”成立，任总站长，
为联系沟通珠江各县及中
区、东江、澳门等地作出贡
献。 抗战结束后， 因枪伤
被组织安排到香港养伤，
在汉华中学、 元朗小学教
书。 解放战争时期，调往
粤桂边区。 抵达粤中后，
主持党的组织员训练班，
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粤中纵队第二支队第七团
政治处主任。 新中国成立
后， 历任粤中区妇女联合
会副主任、主任，粤中区供
销社主任、 粤西区供销社
副主任、 广东省供销社组
导处长、 省饮食服务公司
经理。 1983年5月离休，享
受厅级待遇。

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
队在晋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大规
模的战役。 该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
至11月2日，历时21天。 中国军队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新的长城，
他们的浴血奋战使得穷凶极恶的日军
板垣师团在21天内寸步难进， 创造了
中国抗日华北战场上最辉煌的战绩。
该战役歼敌2万余人，它是台儿庄大战
前，中日军队对峙时间最长、作战规模
最大、双方付出代价最高、国共两军配
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个战例。

1943年夏天，党和部队的交通系统
“白鸽队”成立，由我任总站长，容耀华
同志担任副总站长，受中山抗日义勇大
队大队长欧初同志领导（编者注：中山抗
日义勇大队成立时间为1944年1月1日）。
指挥部转移到五桂山区之后，交通总站

受指挥员直接领导，责任更加重大。我当
时刚20岁，自抗战初参加工作以来，做过
抗日宣传工作，以后又做过妇女工作，对
交通工作不熟悉，只凭着一心一意为革
命的满腔热情，加上一股锐气，愉快地接
受了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指挥员林锵

云代表组织交给的任务。
“白鸽队”自成立到1945年秋，在珠

江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河汊水网上，建立了
一张无形而又可靠的交通网。交通站的战
友们，像轻盈坚毅的鸽子，翱翔于峰峦波
涛之上，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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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同抗战的
周增源

周增源是沙溪镇龙头环
村人， 在兄妹10人中排行第
二。 1943年，周增源考入广雅
中学初中部，1937年升入高中
部 。 他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机
会， 联络当时在广雅中学、省
女中就读的中山籍同学20多
人，组成抗日宣传队 ，先后在
石岐 、小榄 、恒美 、龙头环等
地，以演戏、唱歌、出版壁报 、
图片展览等形式激励起广大
父老乡亲的爱国斗志。

1939年，周增源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41年秋，他接受组
织委派，前往香港动员父亲周
守愚回来共同抗日。他的父亲
早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是一
位开明的爱国志士。 在儿子的
感召下，1942年， 周守愚回到
中山，在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任
二区区长。 周增源通过父亲的
关系出任二区国民兵团中队
长， 驻守在龙头环下底墩，和
杨子江、黄石生的两个中队建
立了密切的联系 ，是一支 “挂
国民党招牌， 办共产党的事”
的队伍。

1944年， 国民党顽固派、
特务在二区的活动非常猖獗。
他们杀害了和周增源并肩作
战的共产党员黄石生，又对二
区的抗日武装虎视眈眈。 面对
威胁，周增源不为所动 ，凭借
父亲的关系，仍活跃在龙头环
一带，坚持抗日。 后来为保存
力量，他奉命撤出二区 ，还给
父亲写信，劝他继续为抗日做
有益的工作。

1945年5月，日、伪军出动
4000多人向五桂山发动“六路
围攻”。 周增源率领队伍到深
湾担水坑隐蔽狙击敌人，但由
于叛徒告密，他们被大批敌军
重重包围。 在突围战中，周增
源身中数弹 ，壮烈牺牲 ，年仅
24岁。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卫生站旧址
位于五桂山区南桥村槟榔山13号。

屋主古华彩早年赴海外淘金， 衣锦
还乡，建屋娶妻，后复往檀香山谋生。 槟
榔山村的侨眷谢顺意的丈夫古仕英常年
旅居秘鲁，留下家中的妻子和母亲，婆媳
俩在村中相依为命， 她们热心支持游击
队， 主动将房子让给南番中顺游击区指
挥部的领导居住。 古华彩妻与谢嫂是亲
戚。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计划设立卫
生站时， 通过谢嫂的婆婆向华彩妻借地
方，华彩妻十分乐意，该房子遂成为义勇
大队的卫生站。

中山抗日游击队初建时期缺医少
药，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治疗。 1943年
底，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为适应部队医疗
卫生工作的需要，抽调周敏玲、邓碧瑶、
李子英等， 在槟榔山村举办了两起卫生
员培训班（代号“海珠桥”），接受培训的
学员有50多人。 大队还选派了部分卫生
员到澳门名医招兰昌处及镜湖医院接受
指导和培训深造。

1944年2月，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于古宅设立卫生站， 负责人有周扩源、
邓碧瑶、潘仲。 部队缺医生，周扩源动员
了从医的父亲周耀涓到部队当外科医
生，又动员母亲陈章贤到 部队负责采制
中草药。 在医疗力量薄弱、设备简陋、药
品和医疗器械奇缺的情况下，医疗队使
用普通的剪刀 、刀片作外科器械 ，用钮
夹、竹片做钳，用铁线磨尖作探热针，用
煲锅煎敷料消毒，棉花、纱布、绷带都反
复使用 。 卫生战士虚心向民间中医学
习，运用土方土法治病疗伤。 药品短缺
时，战士们上山采草药，用鸭脚树皮、雷
公根 、狗胆菜 、茅根等多种中草药防治
常见的疾病和流行病，有效地减轻了流
感、疟疾、脚气、夜盲症等疾病对战士们
的威胁。

该建筑坐西南向东北，三间单进，砖
木结构，硬山顶，面积约110平方米。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卫生站旧址
于2008年6月被中共中山市委核定公布
为中山市革命遗址， 并定为中山市党史
教育基地。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卫生站旧址

忻口战役

中山
人民抗日
义勇大队
卫生站旧
址。

4444444444444444444机智勇敢躲过敌人搜查

1945年，中山形势越来越严峻，敌人大举
“扫荡”五桂山。我怀孕临近分娩。经组织上安
排，“白鸽队”的战友们，划交通艇横过伶仃洋，
将我送到东江解放区。谁知到了宝安县黄田，敌
人也大举“扫荡”，无法立足，我只好返回中山。
小艇行到大海中央，突然被敌人的汽船追上，避
之已来不及，汽船上站着几个穿黑绸便衣的大
汉。我知道这是黄琪仔的土匪武装，一个大汉用
一条两三丈长、带铁钩的粗竹竿，把我们的小木
艇钩住。小木艇被汽船掀起的海浪冲得左右摇
晃，几乎要翻沉。
一个大汉跳上木艇，边搜查边大声喝道：

“干什么的？是不是欧初部队的？”女交通员陈
佩容机警地回答：“不是。我的主人去澳门生
仔，她的丈夫是做生意的。”大汉见我真是要生
孩子的模样，搜索完只好把小艇放开。正是在她
们的帮助下，我才脱离了险境。

在生活方面，“白鸽队”就像一个大
家庭，总站长、分站长与交通员的待遇毫
无差别，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关照。交通员
冯丽婵得了病，合水口分站的全体同志宁
可自己吃番薯，也要省下米给她吃。
在形势最险恶时，“白鸽队” 队员

随身带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包炒米、
一条围裙，晚上露宿在山头，以蓑衣为
席，以围裙为被。炒米吃完了，就摘野果

充饥。
即便是平时，生活供给也很困难，番

薯、芋头等是主粮，食油非常缺乏。由于缺
乏营养，许多交通员得了疟疾、夜盲或皮
肤病，而且缺医少药。但是，只要一执行起
任务，人人都争先。正患疟疾的交通员，一
接到任务，不顾发冷发热，即刻出发。周细
妹、叶彩等同志因连日送信，脚肿得早上
起床时无法动弹，但她们克服种种困难把

信送到目的地。
珠江的许多出海汊道水流湍急，平

时的漩涡径大如斗，水声响彻数里。风大
浪高时水情更为险要。女交通员们凭着
熟练的技巧，操纵小艇穿过急流巨浪，到
达目的地时，全都一身水一身汗。部队指
战员和当地群众都对她们不怕死不怕累
的精神赞叹不已。

交通员经常单独行动，直面敌人，危
险性当然更大。一次，杨淑卿送信经过云
梯山附近，突然遭到敌人扫射。她的手被
击中，立刻滚下山坡，在稻田里隐蔽起来，
不一会就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待游击队
发现时，一篮子文件已被鲜血染红，却无
丝毫损失。
1944年间，吴执其和梁润兰从中山九

区牛角围出发，用小艇将大批书报运往
五桂山交通总站，经崩冲口时被土匪截
住，藏在艇篷中的书报也被搜出。敌人马

上毒打两人，在打吴执其时连棍都打折
了，企图追出书报的来龙去脉。但执其和
润兰坚决不承认，并推说这是新买的艇，
篷中的书报她们一概不知。土匪无可奈
何，再经我地下工作同志解围，只好将她
们放了。
在残酷的斗争中，“白鸽队”牺牲了4

位战友。入伍时已40多岁的四英同志，以
本身客家妇女装束，经常出入日寇封锁严
密的石岐，运送书报。后来由于坏人告密
而被捕牺牲。性格豪爽的卢八女不幸被捕

后，不惧严刑拷打，坚守机密。残暴的敌人
将她捆上大石投入海中。水路交通的模范
骨干梁财宽，英勇牺牲于伶仃洋。学生出
身的周雪贞，入伍后进步很快，担任了交
通分站站长。1945年9月8日，她携带重要
信件到达宝安县黄田，突然遇到敌人，便
马上将信嚼烂吞掉。敌人捉住她以后，严
刑拷打。她坚强不屈。敌人恼羞成怒，脱
光她的衣服，狂叫：“剖肚取信。”面对屠
刀，19岁的雪贞从容就义。

“白鸽队”总站设在指挥部附近的村
庄，在五桂山区通往平原的各主要出口
处，均设有山区分站，另外还设有多个平
原分站。以总站为中心，通过这些分站再
向外延伸，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既有到澳门、斗门、顺德、新会甚至到东江
的外线，又有到五桂山根据地各个据点的
内线；既有上下分站之间的短线，又有数
日才能到达的长线。
“白鸽队”的首要任务，是传递文件

书刊、运送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要穿过
封锁线，就必须细心准备，随机应变。单是
收藏信件，就煞费苦心。重要的信件一般
写在薄纸上，卷成烟头大小，藏在隐蔽处，

如衣边帽沿、发髻、鞋底、莲藕孔、藤篮耳
等。大批物品就藏在特制的小木艇底的夹
层。运送炸药时，为预防敌人检查时嗅出
异味，便在艇舱挂上韭菜、烂咸鱼，叫敌人
摸不着头脑。
护送人员也是交通员的重要任务。威

震敌后的中区人民解放军梁鸿钧司令员，
曾由“白鸽队”从东江护送至五桂山，然
后转往中区就任。由东江纵队调来，担任
珠江纵队参谋长的周伯明同志，也是由
“白鸽队”交通站从东江宝安县黄田，经
中山崖口，送到五桂山根据地的。1945年
一个朝鲜籍的日本军曹携带两挺机枪、一
个掷弹筒向我军投诚，来到五桂山石门

坑。珠纵第一支队领导特地派出“白鸽
队”队员梁财宽随船和肖杰华带领的武
装，将其护送往东江根据地。
为了完成种种艰巨的任务，交通员们

刻苦训练，努力提高业务水平。陆上善走
泥泞滑路，海上擅长划小艇，沉着镇静更
成了我们制胜的法宝。
一次，队员冯惠娟从澳门送信到中

山凤凰山区，途中突然遭遇正在扫荡的
伪军，一时躲避不及，便若无其事地继
续向前走。敌人拦住她搜身，结果一无
所获，只好放她走。其实信件就藏在她
的裤带里。

野果充饥不怕艰苦生活

一片丹心从容面对牺牲

机智灵活完成各种任务

在忻口战役中被击落的日军飞机。

容海云

周增源就读过的广雅中学。

（本文整理自《交通总站“白鸽队”》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