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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址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

县工委活动遗址位于中山市石岐街道

孙文东路中山市人民医院内。

香山学宫曾为中山县立第一小学

校址。1936 年，中共党员李志（又名

李志坚，后叛变）到中山县任中山教

育局局长兼民教馆馆长，适时任中山

县长杨子毅崇尚梁漱溟提出的“乡村

自治”思想，遂征得县政府同意，以

民教馆的名义在石岐学宫举办了为期 2

个月的“乡村建设人员养成所”暑期

学习班。党组织安排关山、陈嘶马等

中共党员参加该班学习，从中物色进

步青年。参加学习的黄乐天、叶向荣、

杨维余等一批进步青年后来都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37 年初，中共中山县

工委书记孙康出任县立第一小学校校

长，他与也在该校教书的中共党员黄

锦棠、张鹏光等通过校际活动，组织

中山话剧协会、石岐小学教师联合会

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学宫又称先师庙。据《香山县志》

（光绪志）记载，学宫在县治东一里

莲峰之阳，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建，

淳祐四年（1244）徙建于城内，元泰

定三年（1326）徙复莲峰旧址，元末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址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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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于兵燹，明洪武三年（1370）

修复。学宫在明清两朝不断被扩

建、重修。香山学宫曾为中山县

立第一小学校，日军占领中山期

间一直以学宫为指挥中心、司令

部、大队部等驻地。新中国成立

后该址为中山县人民政府机关驻

地，后为中山县、市人民医院。

20 世纪 50—80 年代，香山学宫

原有建筑陆续被拆除，改建为医

院，现仅存泮池拱桥。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又称状元

桥，原为香山学宫的附属建筑，

建于明代，于清代重修。该桥为

单拱石桥，长 13 米，宽 2.2 米，

高 3 米。桥两边均有雕花石栏板，

望柱均为石狮望柱头。拱桥横跨

泮月池，故又称泮水桥。

该桥于 1990 年 12 月 9 日被

中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中

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延伸阅读

中山抗日救亡热潮

1937 年 8 月，日军侵占中山县境的荷包岛，中山人民心中蕴藏的

反侵略怒火迅猛爆发，抗日救亡的怒吼声震撼着中山大地。抗日救亡团

体活跃在中山各地，以集会游行、宣传演讲、筹款募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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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在石岐组织以青年教师为主的中山话剧协

社，演出《卢沟桥》《回春之曲》等抗战话剧，还在一、四区的乡报上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

址侧面（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香山学宫泮池拱桥——中共中山县工委活动遗

址石桥台阶（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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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抗战文章。1937 年 12 月 15 日，孙康的文章《中山的危机与我们

当前的任务》在《起湾乡报》上发表，他指出，“寇急了，祸深了！敌

人的炸弹血刀已加在我们头上”，号召“一百万中山同胞起来，为保卫

乡土、保卫国家民族而斗争！”这些主题鲜明的宣传进一步加速民众的

觉醒。

中山县立中学的阮洪川、杨栢昌、孙正川、郭静之等团结了一批有

演剧兴趣的同学，在石岐及近郊开展抗日宣传演出。参与演剧活动的学

生多为华侨子弟，有些是县立中学的运动员，于是，他们又把学校的两

名进步体育教师推举为领导人，成立了中中别动队，体育主任孙紫萍任

队长，体育教师黄森鸿任副队长。他们大多数都自备了武器，如孙紫萍

有一支拉胡（打兽枪），黄森鸿有一支手提机枪。1938 年 3 月初，中

中别动队加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省抗先”），被命名为省抗

先中中别动队，接受省抗先的领导。8 月，中共中山县委创办机关刊物《别

动队》半月刊，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阐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

当头，坚决抗战的宗旨。

在石岐，继中山话剧协社后，中共石岐小学教师支部的共产党员如

县中附小的孙继普，县立一小的张鹏光、叶向荣（蔚文），县立三小的

郑振、何玉伦等团结一批石岐的小学教师，成立“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

由张鹏光任团长，积极对学生进行“反对日军侵略，誓死保卫中华”的

教育，并以话剧、活报剧、演讲等街头宣传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

传。县立中学的阮洪川、郭宁、郭杰带领该校学生到八区宣传《枪口对

外》。石岐近郊各乡村也组织了战时服务团之类的抗日群众组织。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0—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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