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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1940 年 3 月，日军大举进军中山，由

于国民党县当局不战而逃，日军轻而易

举地占领中山，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当局

更无力领导中山抗战。在这严峻的历史

关头，面对强大的侵略者及其残暴的统

治，中国共产党人毅然肩负起抗日救亡

的重担，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开展独立自

主的敌后游击战，与侵略者抗争。

中共中山县委工作重点的转移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山县委重建，成

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广东地区首个重建的

中共县委。中山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

政治上为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的目的，迅速扶植县、区、乡三级伪维持

会和伪政权。一时间，曾号称全国唯一

“模范县”的中山，日、伪军肆意横行，地

方反动势力猖獗，关系错综复杂。面对

此局势，中共中山县委机关即从张溪转

入五桂山腹地的贝里头、翠亨、大布村等

村进行活动，并布置各级党组织立即从

公开转入隐蔽斗争，将已暴露的党员转

移到外地，没有暴露的坚持在原地以隐

蔽方式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中山本部保存下来的党

员共 200 多名，比 1939 年春减少 100 多

名。留下来的党员，先后转入以教书、经

商、务农等职业作掩护，继续开展群众工

作。为了使广大民众认清形势，除县委

编印报刊《横门》外，各区也编印了一批

宣传刊物，如二区的《铁流周刊》、四区

的《正气报》、八区的《黄杨山》等，向周

围的群众宣传全国范围的抗日战果和本

县、本区的消息，坚定了党员和爱国群众

的抗日信心。

通过从组织上、思想上的整顿和各

工作方针的调整，中共中山组织得到进

一步的巩固，并以坚强的姿态投入到敌

后的抗日斗争。

敌后游击武装的创建

中山沦陷之时，中共中山县委掌握

的武装力量仍十分弱小，活动相当困难。

为此，中山县委巧妙利用国民党军队的

番号，挂国民党部队的招牌，积极发展共

产党的武装力量 ；同时，派遣共产党员进

入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乡村武装等

掌握武装 ；利用统战关系，秘密组建由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等。

譬如 1940 年底，国民党中山县当局

开始注意敌后工作，部分区政府及有影

响的人士、地方武装实力纷纷组建武装，

“挺三”大量收编游散武装、地方头子等

扩大其力量。中共中山县委抓住这一良

机，派干部和党员参加其武装，或设法领

取其番号，逐步掌握或建立、发展人民抗

日武装。如此，使中山的抗日武装从无

到有，逐步发展壮大，为日后开展中山敌

后游击战打下了基础。

“白皮红心”政权的建立

1940 年 8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共产党员作国民党区的公务人员问题

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各级

党委必须认真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

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

党下层各级行政机构公务员的地位（此

所谓“白皮红心”政权）。中山地方组织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实际，利用

不能忘却的记忆（二）

抗战时期，中共编印的一系列报刊，极大地鼓舞了党员和爱国群众的抗日信心。图为铁流周刊



一切有利条件，派员打进国民党地方政权内部工

作，以合法身份掌握敌情，保护组织和党员的安

全，掩护革命行动，维护群众利益。

这其中最让人乐道的当属为革命作出重要

贡献的袁世根。袁世根早期的工作是一名教师。

1941 年，通过党组织精心安排，袁世根成功潜伏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权里，出任海洲乡乡长，掌

握了海洲乡政府，使之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

的“白皮红心”政权。许多共产党员曾在他的掩

护下进行活动，他尽力保护，从未有失。

“白皮红心”政权的作用，为掩护中共党组织

和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掩护中

区纵队挺进粤中地区、提供重要的敌伪动向信息

等，更保护了一方的群众，在敌后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

日军入侵中山后，中山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

装力量虽然弱小，且处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条件

下，仍奋起反抗侵略者。期间，中山的各区区委组

织小组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主要采取小股出击

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消灭日军或汉奸。其中

“崖口锄奸”和“夜袭阜墟战”，更被老一辈人传颂

至今，听起仍叫人拍手称快。

这一时期，在中山敌后的人民抗日武装，虽

然出击日、伪军的战斗规模较小，战果也不大，但

却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

信心和斗志，自己也在日伪军重兵驻守、部队经

济给养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为在中山

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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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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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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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抗日游击小队成立遗址。小队成立时，对外挂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第三纵队番号



中山敌后的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不仅收到骚扰敌人、杀敌锄
奸的效果，而且还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群众感觉到“横门抗战的‘抗
先’还在，共产党还在”，这给全县人民带来鼓舞和希望，坚定了抗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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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口锄奸

1941 年，崖口乡伪护沙中队长谭玉

良有喽罗 50 多人恃势在崖口横行霸道、

强抢滥夺、迫害抗日积极分子及其家属，

民愤极大。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根据开辟

五桂山根据地的需要和民众的要求，研

究决定袭击崖口谭玉良部，拔除这个据

点，既能为民除害，又为游击队开进五桂

山扫除外围障碍，解决部分部队的给养、

武器弹药不足等问题。

同年年底的一天晚上，由中心县委

委员、军事教官谢立全率领第一、二主

力中队进入崖口，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

下，战斗打响了。霎时间，机枪、步枪的

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睡

在祠堂里的伪军，被突如其来的猛烈枪

声惊醒，争相夺门而逃。这时，王鎏带一

支突击队向祠堂投入—排手榴弹后发起

了冲锋。罗章有率另一支队伍直扑谭玉

良的住处。随后，把这个罪恶累累的伪

中队长就地正法。这一仗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歼灭俘虏崖口的伪军共 40 多

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30 多支，子弹

数箱以及粮食一批。

夜袭阜墟战斗

1942 年 5 月下旬，谢立全亲自率领

中山抗日游击大队主力 70 多人，二区部

队 30 多人到达阜墟，与九区的杨日韶武

装会合，分三路突袭阜墟伪军国光部。

战斗从下半夜开始激战到黎明，歼灭了

伪军一个连和一个伪警察中队，缴获短

枪 50 多支，收复了阜墟。战斗中，中队

长杨日韶身负重伤仍然坚持用机枪射击

伪军，带领部队击退伪军的多次反扑，后

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副中队长王鎏

为掩护战友撤退也不幸牺牲了。阜墟一

役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它震撼了珠江三

角洲，鼓舞了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

了敌伪的气焰，为打开中山抗战的局面

起了积极作用。

代表战役
◎链接一

崖口锄奸之战收获颇丰，缴获轻机枪 1挺、步枪 30多支

杨日韶烈士故居 王鎏在阜墟战斗中英勇牺牲

谢立全根据中山当地阡陌纵横、河网密
布以及敌强我弱的特点，总结出了一套
《珠江三角洲游击战术教材》。崖口锄奸、
夜袭阜墟两场战斗均由他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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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初（1921-） 
少年壮志酬国难

中山人，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纵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1938 年参加广东青

年抗日先锋队 （简称 " 抗先 "），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解放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

队第一支队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中共

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常

务委员等职。著有《五桂山房诗文集》《欧初书画集》《欧初自用印及藏印集》等书 ；

晚年创建 " 欧初文化教育基金会 "，致力于慈善助学事业。

杨日韶（1918 － 1942） 
精忠报国杨家将

中山翠亨村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任中山抗日游击队中队长。

古有杨家将精忠报国传佳话，而在抗日战争年代，众所周知中山翠亨村有位革命母亲

杨伯母 ( 谭杏 )，她一家 8 口人全部参加抗日工作，她的两个儿子杨日韶、杨日璋先后

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人民称其为中山的杨家将。

1939年春，杨日韶被派遣到九区宣传抗日，任梁伯雄大队副官、副大队长，负责统

战工作和开展军事训练。1942年春，日、伪军调集四千兵力，屯兵中山三区与九区“扫

荡”抗日力量，占领中山主粮区。为粉碎日军实行 “以战养战”目的，中山抗日游击大

队发动袭击阜墟战斗，收复了阜墟。战斗中，杨日韶在掩护队友撤退时，大腿中弹，血

流过多，在运往小榄救治途中英勇牺牲。

袁世根 (1912-1951)
 “白皮红心”好乡长

中山古镇镇海洲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国民党中山县海洲乡副乡长、乡长，邦

平乡乡长。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作掩护，长期潜伏，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三区区长，1951 年被错误杀害，1981 年平反。

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海洲乡副乡长的袁世根，与几个进步教师一起积极投身到了

抗日救国的宣传中。当时，海洲乡处于敌、伪、顽的统治和包围之中。袁世根在极端

险恶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即使步履维艰，仍坚决执行党“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指示。

他以乡长身份出现，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使地下党在海洲的工作能较为顺利地

开展。

谭桂明 （1916 － 1981）
沙场建功勋  盛世树典范

中山崖口村人。1937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任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珠江

地委委员，中山县委书记、县长，佛山地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佛山专员公署专员等职。

1941 年 10 月，谭桂明等率领第一、第二主力中队采取远道奔袭的战术，夜袭崖

口乡伪护沙中队获全胜，俘伪军 40 多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30 多支，擒获伪中队

长谭玉良。抗战时期，他建立和经营的崖口乡据点，经受了日伪的 3 次进犯和 1 次大

“扫荡”，堪称中山滨海区的抗战堡垒。

◎链接二
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