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对于现在处于和平时

期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70

年前的那段历史。伟大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

近代以来争取独立自由史册

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是中华民

族历史发展进程中饱经沧桑

的一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

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

民族，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

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而在这波澜壮阔的全民

族抗战中，英勇奋进的中山人

民同样众志成城，同仇敌忾，

前仆后继，在中山这片土地上

燃起抗日的烽火，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

从本期开始，在市委党

史研究室的指导下，本刊将

辟出专栏，分 5期回顾那段

烽火岁月。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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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到中山沦陷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

点燃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烽火，成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战成了全国人

民的共同呼声。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

中山这片土地也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

日军对中山犯境之始

七七事变方一月，战火就波及中山。

1937 年下旬，日军海军第五舰队派出

先遣队抵珠江口执行骚扰与战略封锁任

务。日军军舰、巡洋舰停泊在唐家与九

州之间海面上，飞机在附近水域演习、侦

察，并逐步深入珠江三角洲地区。8月

初起，中山县境内的空袭警报不断。8

月 9日，日军侵占中山七区荷包岛，便是

日军侵犯中山县的开始。9日，日军封

锁中国海岸渔船，航运受袭，拱北海关及

海上缉私工作全部停止。

随后近一年的时间，日军陆续侵略

占领横琴岛、淇澳岛、三灶岛等地，所到

之处奸淫掳掠，烧杀抢夺。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被攻

陷后，中山周边各县也相继沦陷，中山境

内饱受日军空袭，几无宁日。

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日军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山民众的

无比愤慨，中山的街头巷尾，小贩、车夫，

都在切齿地谈着敌人的残暴，具有爱国

精神的中山人民心中蕴藏的反侵略怒火

不能忘却的记忆（一）

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团募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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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爆发。一时间，抗日救亡的怒吼声震撼着中山城乡大地，

中山群众自发性的救亡运动一浪高于一浪。

其时，中共中山县委也率先加入救亡队伍中，广泛发动

民众组织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期间涌现的七八剧社、

中山话剧协会、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团、青年抗敌同志会等抗

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活跃在中山城乡各地，以集会游

行、宣传演讲，募款募捐、演街头剧、出壁报等形式宣传抗日

救国、支援前方将士守土杀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

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中共

地方组织与国民党进步力量和爱国人士建立起合作关系，利

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建立起一批救

亡团体并参加御侮抗敌。时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的孙康，以

小学校长和群众身份主动与国民党中山县县长张惠长接触，

达成共同抗日，于 1938 年 12 月 9日在县立第七小学成立

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推选张惠长为县“抗先”

总队队长，中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939 年 7 月 24 日至 30 日，9 月 7 日至 20 日，日军

两次向中山横门沿岸进犯，中山军民英勇抗敌，合力击退日

军，取得两次横门保卫战胜利。在两度进攻横门失利后，

1939 年 10 月 5日至 7日，日军入侵并攻陷石岐，于 10 日

带着大批抢来的文件、资料和物资退回上海。1940 年 3月

7日，日军再次攻占石岐，中山沦陷。

（本文内容及栏目图片，均系作者根据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整理）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旧址（原县立第七小学）

中共中山县委成立以书记孙康为大队长的别动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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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中山军民以顽强的意

志、不屈的精神抵御了日军来自海陆空

的一次又一次侵袭，创造了不少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横门保卫战

1939 年 7 月 24 日 至 30 日、9 月 7

日至 20 日，日军出动铁拖、舰艇以及飞

机大炮掩护，两次向中山横门沿岸进犯。

中共中山县委本着维护国共两党团

结抗日的立场主动同国民党中山县当局

接触，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共商保家卫国大计。国民

党中山当局迅速组成守备总队，共 3 个

大队，9 个中队，县长张惠长兼任守备总

队长。中共中山县委由书记孙康担任第

三大队所属的第九中队指导员，中共党

员欧晴宇、缪雨天担任守备队第九中队

经典战役
◎链接一

日军占领石岐 日军侵占国民党中山县政府

日军进犯

横门战斗祝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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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搏击风雨的雄鹰
（1906-1996）

中山人，1937 年初，中共中山县工作委员会在石岐

成立，孙康任书记。8 月，中共中山县委会成立，他成为县

委重建后首任书记。而中山县委也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

广东地区首个重建的中共县委。他深知唤醒民众共同抗

日的重要性，于是组织“中山话剧社”，走上街头、村庄进

行演出，宣传抗日 ；他不仅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而且亲自主持开办党员训练班、

游击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意志坚定、素质过硬的优秀党员和战士。孙康也非常

善于团结抗日的力量，除了发动群众，他还说服了当时国民党的中山县县长张

惠长及其夫人积极抗日，在中山早期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惠长，时任中山抗战县长
（1899-1980）

中山人，时任中山抗战县长。国民党进步人士，曾任

国民党航空学校校长、广东总指挥部航空处长。日寇入

侵中山时，张惠长与中共地方武装力量并肩抗日，担任中

山县守备队和中山抗日先锋队队长。1939 年 9 月 24 日，

张惠长率领守备队亲临横门前线，与孙康为副队长的地

方武装一起，击退日军多次进犯。日军曾因此大举轰炸大环村。1945 年 8 月

抗战胜利后，张惠长再任中山县县长，以政治态度开明、关心民生事务获得好

评。1946 年被选为“国大代表”。

黎民惠，舍生取义的政训员
（1920-1941）

中山人，时任中山县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39 年

7 月下旬，日军进犯横门，形势危急。黎民惠闻讯后立即

动员当地群众和守军，加强戒备。一天拂晓，日军陆战队

强行登陆，前哨分队朝着珊洲方向开进。黎民惠动员珊

洲村自卫武装青年，与驻地守备队一起迎击侵略者。最

终，守备部队与抗日先锋队武装并肩战斗，在全县民众支援下，坚持战斗了八

天，击退了日寇的多次进攻，迫使他们退回海上。横门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

“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中山广大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1940 年

冬任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第一中队副政训员。1941 年 10 月在保卫西海战

斗中壮烈牺牲。

关晃明，舍身救群众
（1919-1939）

香港人，中山县中共地下党支部副书记。1939 年 4

月被调派到第一游击区（中山县）司令部政训室所属政训

队工作，在横门保卫战期间积极鼓动守军奋勇抗敌。9 月

14 日，他带领运输队给守军送粮食，队伍途经大岭林时，

遭遇敌机轰炸。他在掩护群众时牺牲，年仅 20 岁。

的正、副队长。中共中山县委以“抗

先”的名义，以县区两级党组织的领

导成员为骨干，成立横门前线抗日支

前指挥部，孙康任总指挥，组织部长

叶向荣，宣传部长阮洪川，总务部长

欧初。全县各地的“抗先”、妇协组织

了千多名男女青年组成宣传队、救护

队、担架队、运输队、慰问队，到前线

开展战地后勤工作。还从各区抽来

“抗先”武装队员，组成 100 多人的武

装集结队，队长欧晴宇、副队长杨木、

政治指导员谭桂明，下辖有 3 个小队，

支援横门前线的国民党守备军抗敌，

击退了日军，保卫了中山。

中山人民同仇敌忾，合力抗击日

军侵略。两次横门保卫战告捷，打

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

大鼓舞了中山人民抗日的斗志和信

心。从此，拉开了中山抗日武装斗

争的序幕。

叠石阻击战

1939 年 7 月 9 日上午 9 时，日军

500 余人分乘登陆艇 3 艘、橡皮艇数

十，在飞机、炮火掩护下，进犯中山县

境叠石、全禄。中山守军奋力抵抗，

日军登陆全禄、叠石两村，焚毁民房

210 余间，复向特沙、锣鼓山、三沙等

处偷袭，焚毁茅屋 50 余间。中共中山

县委领导和发动的别动队于特沙、锣

鼓山抗击来犯之敌，中共二区支部即

发动二区青年抗日工作队的队员分

别动员民众抵抗日军的入侵，救护队

员杨丽容中弹殉职。同年 10 月 16

日清晨 5 时许，日军再次侵犯中山县

境叠石乡。驻守在叠石乡的守备第

四中队英勇迎敌。日军转而全面进

攻全禄，5 艘敌船载着近千名日军在

飞机的掩护下强行在全禄登陆。全

禄自卫团奋起杀敌，因敌众我寡，驻

守全禄的自卫团成员大部份牺牲了。

抗战胜利后，中山县政府为纪念众将

士，将他们的遗骨迁往石岐南下迎阳

山，于 1946 年 7 月建起了“中山县抗

战殉难烈士之墓”，供人们永久凭吊。

◎链接二
抗战期间中山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