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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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主办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山市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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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镇人民政府 协办

油印小报，发出抗战铿锵之声
—————《正义报》等刻印工作人员深情回忆那段艰苦岁月

中山抗战遗址

黄绮云、李洁平，时为珠
江纵队第一支队油印室工作
人员。

袁文鹏（1929— ），中山海
洲人，1944年参加革命。 抗日
战争时期，参与中共地下党主
办的《持正报》刻印工作；解放
战争时期，参与中共党组织的
《星火出版社》工作。 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中山三区、十区土改
队副大组长、区委兼大组长，十
一区区委宣传委员、副书记，中
山县统战部副部长，永宁、古镇
公社第二书记、 书记，1958年
至 1959年任中山县《东风》杂
志主编。 其后调入中共佛山市
委党校，历任正科级理论教员、
指导员、班主任、教务科长、党
校巡视员，1989年离休。

中国抗战经典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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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中队队部
旧址位于沙溪镇中兴村申明亭亭际
社大街5号。

该房屋为杨子江祖居。 1938年9
月，中共中山县委决定由中共党员杨
子江回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二区发
展党员，建立支部。 杨子江返回二区
后，接收了缪菁、陈照深两名党员，共
同组建了党支部。 中共二区支部直属
县委管辖，书记是杨子江，宣传委员

为缪菁。 1939年开始，支部逐步在进
步青年中发展党员， 直至1941年，先
后发展了缪洛莎、杨开根等近30名党
员。 杨子江的家也因此成为中共二区
支部的活动地址。

该宅为两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约147平方米，至今保存完好。

该旧址于2007年6月被中山市委
核定公布为中山市革命遗址，并定为
中山市党史教育基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沙是举
世罕有的受灾最严重城市之一，整个
城市被大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 在这
场大火的背后， 正是持续6年的四次
长沙会战。

1938年至1944年，腥风血雨的四
次“长沙大会战”，是八年全国抗战中

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
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 ）、规模最
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 这场震
惊世界的会战前三次以中国军队的
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日军受到中国军
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
中国军队共伤亡13万人。

中山英雄谱

黄石生、杨北可
苏伟棠烈士

1944年4月12日 ， 黄石生以
国民党一区国民兵团中队长的
身份 ，带领小队长苏伟棠 、警卫
员杨北可前往沙溪桃园茶楼约
会几位客商 ，为五桂山部队筹集
粮饷 。 国民党特务彭河得到消
息 ，秘密带队将桃园茶楼重重包
围 。 黄石生三人奋力反抗 ，击毙
数敌后 ，终因寡不敌众 ，无法突
围而壮烈牺牲。

三人牺牲后， 二区部队的游
击战士将其尸体埋葬在塔园村后
山。 1961年，沙溪公社港园党支
部为三烈士殓骸骨， 修墓立碑于
大斗山上。 20世纪70年代 ，三烈
士遗骨被迁往中山烈士陵园。 如
今，墓碑仍立于大斗山上，以作永
久纪念。

【 人物档案】

抗战期间，中山三区海洲是我党的一
个重要地下据点。共产党员袁世根遵照党
的指示，在此建立了“白皮红心”政权，并
于 1944 年 9 月秘密编印一份油印报———
《持正报》，宣传抗战杀敌锄奸的大好形势
与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袁文鹏回忆说———
这份油印报由陈能兴同志 （原广东省

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 提出，中共地下党
员袁世根同志主办。袁世根在自己家里的

小屋旁边建了一间茅寮，秘密编印。开始
时，负责这份小报的有袁世根、杨基、容辛
等同志，材料来源主要由我党领导的中山
五桂山游击区供给，写社论的有上级领导
人陈能兴以及杨基 （原暨南大学处长）、容
辛（原新会县基建局局长）等同志。办报开
始，刻写蜡板主要由地下党员杨基同志负
责。他经常夜间工作，白天回海洲小学上课
（当时杨基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
初期，我在报社学刻写蜡板并协助油

印。11 月中旬，杨基同志调往新、高、鹤游击
区。约从第 6、7 期开始，《持正报》由容辛
与卢一萍（原《大公报》记者）负责编辑，由
我负责刻写蜡纸与油印，并学编一部分，直
至结束。我刻写蜡板，最初是参照五桂山游
击区的油印，用三角板的内三角来托住铁
笔嘴写的，但很慢，以后就只在写横笔时轻
轻一托竖笔就不用托了，结果写起来就快
得多。但要用块三角板托住，始终不够方
便。后来，我看到《持正报》的一份油印材

料是北魏字体的，印起来很好看，我就学着
写，横笔右边稍弯一点，巧妙地利用了钢板
的斜纹，成功了；我还看到一些书本用仿宋
体印出的字笔划细又清楚好看，又学着来
写，横笔稍向上斜一点，刚好顺着刻写蜡纸
用的钢板的斜纹，结果可以不用三角板而
笔画又很直地刻写出来以后，我刻写蜡纸
时就干脆不用三角板而写北魏字体或仿宋
体，以仿宋体为主。这样刻写起来就快得
多，也很方便，而且印出来的字样既清晰好

看，还有点艺术性。
后来，小报出版的时间长了，影响也大

了，因而《持正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怀
疑，并对袁世根提出警告。国民党“挺三”
副司令屈仁则还肯定地说这份小报“很有
五桂山气味”。后来，为了避免暴露，《持正
报》于接近抗战胜利时停刊。这份报纸，对
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鼓舞群众斗志，
坚定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

1945年，敌人垂死挣扎，对五桂山
发动疯狂进攻。有一天晚上敌人突然
袭击，我们仓促动员起来拿工具、背
资料，很快转移到山沟里隐蔽。在山
沟里还不时听到敌人的吆喝声、脚步
声。我们沉着气，不知道经过了多少
白天和黑夜，饿了就抓一把随身携带
的炒米含在口里充饥。由于极度疲
劳，我们经常陷入半醒半睡状态。部
队也到处找我们，终于把我们找到
了，带我们离开了山沟。
除了少部分同志随队坚持工作，

大部分同志都疏散到六区平原永丰
一带。我们的任务是抄印小册子，分
散掩蔽在群众家里。一天，部队通知
我们转移。当晚，我们一个姓李的男

同志由交通员带领出发。因为靠近敌
人，大家都放轻脚步，走的是烂泥田，
雨又下个不停，走得很吃力。直至天
亮我们才走到海边。由于我们在稻田
里行走一夜，不少吸血的蚂蟥爬上了
脚，上岸后还有六七条吸饱了血从脚
上掉下来。
海边有一艘小木船在等着我们。

我们上了小木船。船在风浪中前进，
经过一天一夜，我们连黄胆水都吐了
出来。退潮时，船搁在海上不能动。海
面上有鱼虾，船主夫妇下海抓了一些
煮熟给我们吃。几小时后，涨潮了。我
们靠岸上码头，抵达宝安黄田。这里
是东江纵队活动的地区。
第二天，经过一天行军到达宝安

燕川，见到了珠纵一支队领导梁奇
达、欧初、周伯明、杨子江等。领导分
配我们继续随队搞油印工作。我们和
曾萍、孙烈等被安排同住在一间大祠
堂。不久我们就编入东纵路西督导处
“五八”油印室工作。生活条件改善
了，学习的机会也增多了。
日寇投降后，由于革命斗争的需

要，珠纵的部分同志和东纵一起北
撤。领导和我们谈了形势的变化，安
排我们到香港搞地下工作。家瑚到大
屿山当教师，黄夏到香港长洲鱼校当
教师，绮云到宋子文办的火柴厂当工
人，坚持地下工作。从此我们分手了，
油印室也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珠三角抗日革命根据地五桂
山，活跃着一支十三四人的宣传队
伍。他们分别为战地记者、编辑人员、
刻写油印人员，担负着珠江纵队抗战
喉舌《正义报》《抗战报》的编印以
及登载党的文件、抗战新闻和战斗消
息、政治和军事教材等任务。珠江纵
队铿锵有力的抗战声音，从这里传播
出去，鼓舞珠三角人民奋起抗日、保
家卫国。

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油印室黄绮
云和李洁平回忆说———

我们油印室的工作条件很简陋。
武器就是一支用留声机唱针套入小
竹竿上做成的笔，一块小钢板、一把
小角尺、一盏小火水灯、一个装放蜡
纸的竹筒和一部印刷机，蜡纸和油墨
是通过各种渠道从澳门买回来的。墨
油印在刊物上很快有梅花点，印的份
数也不多。
我们的“工场”是借用群众的一

个小阁楼。床板就是工作台，石头和
木箱是凳子。十几个战士工作和住宿
都挤在那里。夏天汗流浃背，蚊叮虫

咬，冬天手冻僵了，呵呵气暖和一下
继续干。刻钢板的弯着腰曲着腿，用
力逐笔刻写。负责油印的付出力气
大，在条凳上架着床板的工作台上，
站着裁切纸张，裁下的边角纸还装订
成小本子供战士学习之用。印刷时整
天站着，左手捡蜡纸，右手拿油刷，手
不停地印，站在旁边捡纸的同志同样
手不停，眼睛还要看着印得是否端
正，有时还要负责装订、封发，或者自
己送到交通站。

长沙会战

中山抗日游击队二区中队队部旧址

一间茅寮
秘密编印抗日《持正报》

一艘木船
运送我们与大部队会合

一个阁楼
成了战士们工作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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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统筹

黄春华
查九星
麦倩芳

战时宣传，是鼓舞军民抗战信心、深入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力武器。抗战期间的宣传工作载体，既有最直接面对群
众的宣讲和鼓动，也有正式出版或隐藏于闹市背后的各类进步报纸、杂志、书籍。这些丰富的宣传手段，对全国抗战
的胜利产生了强大的战斗力。

黄石生、杨北可、苏伟棠烈士墓

长沙会战时，来自长沙的运输队。

（本文根据黄绮云、李洁平《记珠江纵
队一支队油印室》与袁文鹏《关于地下
〈持正报〉与〈星火出版社〉回忆》整理）

袁文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