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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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物档案】

余启颖 中山二区下泽
人，1936年任二区民众教育馆
馆长，是抗战期间二区救护队
主要发起人，时为中山县二区
民众抗战后援会常委。

谭则刚 中山小榄人 ，时
为小榄下基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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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秋， 日军集中8万余人的兵

力和130余架飞机， 对常德地区的中国
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集中28个师约
19.4万人、 飞机100余架 ， 进行防御 。
1943年11月2日，会战打响。常德会战历
时65天， 这在抗战相持阶段是少见的。
战斗激烈、 伤亡惨重。 日军伤亡4万余

人，战死3名联队长；中国军队死伤5万
余人，3名师长阵亡。中国军队不仅顶住
了日军的进攻， 而且将日军赶出了常
德，保住了这一战略要地，使中国入缅
远征军无后顾之忧，打通了中印、中缅
公路。常德会战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
勒保卫战。

中山抗日游击队后方医院遗址位
于三乡镇平岚村新下冲路3号。

房屋主人陈负天曾为桂山中学校
董，其妻刘帼超是一位西医医生，在家
开设医局，夫妻二人因敬重五桂山游击
队，故将其医局之花园命名为“桂园”。
刘帼超是天主教徒， 早年曾在澳门、广
州等地学医， 毕业后到三乡平岚村行
医。她医术高明，慈悲为怀，颇受乡人尊
重。 抗战时期，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山敌
后游击队守土杀敌，保护百姓，得到群
众爱戴。 刘帼超医生对游击队十分敬
重，常免费为他们诊病疗伤。 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很多重伤病游击队
员在此留医，在五桂山区活动的游击队

员中，从领导人林锵云等到每一位游击
战士，都接受过刘医生的惠泽。

1944年以后，桂园以兴办育婴堂作
掩护，替游击队哺育后代，收养革命烈
士遗孤和被遗弃街头的孤儿，小的嗷嗷
待哺，大的约五六岁，有二三十人，在战
乱饥馑年代， 孤儿们在这里得到了温
暖。 因此，游击队员把“桂园”称为部队
的后方医院。

该园总面积约为866.7平方米 ，内
建有一幢古式砖木结构的平房， 花果
树木环绕园内，僻静优雅。 “桂园”内现
仍保存有当年的听诊器、 手术医疗器
械、出诊铁药箱等医用器械，现改建为
新居。

刘黑仔

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
港期间 ，香港 、九龙曾活
跃着一支威震港九 、使日
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短枪
队 ，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
广东抗日游击队港九大
队短枪队。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
1919年生， 广东省宝安县
人。 “一二·九” 运动爆发
后， 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洪流， 参加海湾爱国知识
青年组成的 “海岸流动剧
团”。 他平时喜爱武术，经
常在舞台上扮演智勇双全的游击队长。因为身体结实，皮肤较黑，
人们便亲切地称他为“刘黑仔”。

1939年，刘黑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2月，经党组织批
准，到惠阳坪山参加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 1941年，刘
黑仔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主要任务是
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日伪汉奸特务。 同时配合主力部
队，完成突袭敌军任务。 他常常使用一支法制20响驳壳枪，在战
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被誉为“神枪手”。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香
港。 这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派出几支小型武工队，包
括队长黄冠芳、 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的短枪队， 进入香港九龙地
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短枪队首先肃清了当地的十多股土
匪汉奸，保护人民群众，建立起了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 1942年
元旦后，刘黑仔等遵照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南委”和八路军、新
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示， 参加营救被日军困在香港的著名文
化人士的工作。 从1月到3月，被他们营救出来的文化人士和爱国
民主人士共有七八百人。 这次营救行动，在当时和在历史上都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后称东
江纵队），并立即组建港九大队，统一领导港九地区的抗日武装
斗争。 港九大队下属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刘黑仔先后任短枪
队副队长、队长。 他带领短枪队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神出鬼没地
袭击日本军营，摸掉日军岗哨；扮成敌探，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
如；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设计消灭日
军多名密探和特工。 他们还参与营救被日军炮火击中座机、被迫
在敌占区跳伞的盟军飞行员的行动。 短枪队就这样巧妙地袭击
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整个大队的行动。 刘黑仔的名字使
日伪军闻之丧胆，多次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

1944年2月，日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对港九大队游击基地
西贡、沙田地区进行“扫荡”，妄图将港九大队主力一网打尽。 刘
黑仔率领短枪队潜入九龙市区，撒传单、贴标语，袭击日军巡逻
艇，炸毁日军军火库，还袭击了日军的战略要地启德机场，使日军
主力被迫撤回九龙，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4年秋，刘黑仔奉命回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军政
干校学习。 12月，东江纵队组成西北支队和北江支队，刘黑仔任
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 他们开辟了以清远县大罗山文洞
为中心的抗日基地。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刘黑仔等10人在一次与国民党反
动派军队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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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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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镇人民政府 协办

战时救护队，救死扶伤故事感人至深
—————两位中山救护队员讲述抗战时期如何抢救伤员

中山抗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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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英雄谱

中山的抗日救护工作开
展得如火如荼。中山的许多
优秀儿女，奔赴祖国各地，用
他们的满腔热血参与救护工
作，救死扶伤。小榄下基小学
教师谭则刚受进步思想的影
响，加入了奔赴全国各地的
救护工作者行列。

（以下为谭则刚讲述）

1938年，华南局势紧张。为
了进一步参加抗日工作，8月中
旬，我离别家园到广州万国缔
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
南区大队参加救护工作。
祁阳整编后，原南区大队

基本改编为第四救护大队，移
驻桂林，负责四、七战区救护
协助事宜 （曲江社第七中队，
由波兰人戎格曼为中队长，后
才成立第七大队）。
1944年，战局逆转，长沙、

衡阳失守。6月，桂柳大撤退，民众向湘黔疏
散，救护队沿途设站，做军民的救治工作。
此后，我们沿途坚持救护工作，基本上

都是最后撤离的。一路但见抛妻弃儿，哀鸿
遍野。我也几遭车祸或被乱军所枪杀之险，
可谓九死一生。1944年12月7日，我们到达贵
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集中，知道了护士梁爱珊
途中牺牲于贵州尤里。梁爱珊原在小榄女高
（和丰书院） 任教多年，住在小榄刘家巷，于
1944年夏辗转由中山来柳州参加红十字会
第四大队救护工作。抗战八年，我红十字会
同仁驰骋疆场而牺牲的不在少数。
原来救护总队正拟于12月8日撤往西

昌，恰天降暴雪，日寇占驻贵州独山后，后勤
不继。我张雪中部队又阻敌于湖南芷江，使
日寇不能前进。敌后群众纷纷武装拦击，日
寇退守广西河池。我们便不再向西昌转移。
1945年3月，我随队推进都匀，继续协助

作军民救护。公余，我常到北门外一石桥附
近散步。该石桥护栏刻有革命标语：“打倒
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相传是当年红军长
征遗迹，只褪去颜色，鼎立千秋！

广州沦陷后，敌寇继续占据江门、容奇等
地。中山形成被包围和分割出三角洲的局面。
国民党当局把中山划为游击区，军事上独立
作战，没有给予后援。敌寇则不断出动炮艇
骚扰叠石、横门海边和容奇以西的中山边境。
叠石首当其冲，日军先后登陆三次，炮击数十
次，占据一次。

1938年夏季的一天，县长张惠长到叠石
检阅部队，并另成立一个预备地点———豪吐
龙船地。由于汉奸告密，部队未集中，敌机就
来轰炸，向居民住宅区投弹，塌屋多间，死伤
十数人。我队和各村救护队、工作团纷纷出
动，奔赴灾区。正当抢救受伤群众之际，敌机
突然从由龙船地掉头，继续向灾区投弹。在
这次空袭中，申明亭救护队的杨丽容中弹殉
职。我的右臂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敌机离
去后，我撤离灾场，交余骍继续指挥队员工
作。涌头第十五工作团派人送我去民众医院。

当天陆续到该医院治疗枪伤的有五六人，有
些敷药后自行回家。杨丽容的尸体运回申明
亭村口收殓。翌日，开追悼会和出殡。国民党
省府委员伍智梅、县长张惠长、党部周守愚和
群众团体千余人都来参加。叠石村人为表哀
悼，在村口立碑勒铭，供人凭吊。我右臂取出
弹片后，也参加了追悼会。
敌寇在进攻横门的第9天突然用200多

艘艇，运兵千余，向叠石登陆。日寇仗着兵力
优势，直达石岐。中山遭初次沦陷。我救护队
随部队退至三区森树围待命。那时我们已经
从一般的救护队锻炼成有战斗能力的队伍。
横门保卫战的一天下午，县卫生院鲍爱

公医生来电话要求二区救护队开赴横门前线
支援。我们当天步行去石岐，随后沿公路徒步
奔赴前线。一连两天搞战地救护，每天都有不
少动人事迹。第四天，伤兵站只有一个医生、
一个护士，而伤员由10来人增至70人，护理人

手严重不足，住处也有困难，附近几间瓦屋也
挤满了。伤病站极力要求指挥部将我们救护
队调来。不料，仅两天就给敌人察觉。敌人多
次派飞机低空盘旋和扫射，幸无大损失。鉴于
伤员众多，药物和伙食也难解决，指挥部决定
紧急疏散。轻伤的候车送返石岐医院治疗。不
便行走的重病号，由我们救护队用担架抬至
公路旁，候车送往澳门镜湖医院医治。

抗战时期，中山各区抗敌后援会和所属
救亡工作团纷纷成立，二区救护训练班也在
抗战硝烟中开班，并随后成立了二区救护
队。1939年，日寇两次入侵横门，横门保卫战
爆发。该救护队奔赴前线，参与战地救护。

（以下为余启颖回忆）

救护队成立，全靠我们白手兴家。经过
一番努力，才逐步买齐了药品、器材和设备。
靠着区内热心人士的资助，每个队员还有一
件钢盔。训练时，利用队员值勤之机，加强技
术复习。在互教互学过程中，要求每个队员
能够独立工作。另外，我们每周到叠石前线
为海防士兵治疗小伤小病，很受欢迎。有些
士兵生癣疥，我们除了为他们施药治疗外，
还向所属部队领导提意见，及时改善驻地卫
生。叠石失陷前夕，我们集中在青岗待命。青
岗救护队员全部武装起来，上山警戒。我们
也派队员协同工作。护理之余，我们还协助
农民收割，教儿童唱《长城谣》。

当时横门前线的伤员救护站临时设在
长江村口的先锋庙，伤兵越来越多，引起敌
人注意，派飞机前来侦察。敌机实行火力侦
察，机枪扫射，庙侧大树枝叶纷飞。有些伤员
受惊，正想往外跑，但他们见到在场的救护
队员冯笑容、缪佛生等若无其事坐在桌旁做
棉花球时，他们也就不再慌张了。敌机离去
后，伤员们都在议论：“人家20多岁的姑娘都
这般镇定，不怕敌机，我们还怕什么。”有些
伤员还竖起大拇指，称赞救护队员够胆识。

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在敌后方，战时救
护对于挽救指战员的生命，减低伤亡率，鼓
舞部队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期间，涌
现了许多危难之时显身手、救死扶伤的感人
故事。这其中，也有中山人奋斗的印记。

中国抗战经典战役

历经战火洗礼 救护队成有战斗力队伍

任凭敌机轰炸
救护队员镇定抢救伤员 常德会战

中山抗日游击队后方医院遗址

怀着一腔热血
离别家园
参与救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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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用过的医疗器械。

常德会战中的日军俘虏。

（本文整理自余启颖《抗日战争期间的二区救护队》和谭则刚《忘我参加抗日救护工作》两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