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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

击训练班旧址位于中山市西区街道长

洲社区西大街 8 号。

1939 年初，中共中山一区区委在

此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山县

委委员叶向荣（叶蔚文）、黄峰分别

任班主任和教导员，共产党员黄石生

担任军事教官。学习班的学习资料主

要是黄峰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带回来

的文件、书籍和笔记。参加训练班的

有六七十人，主要来自长洲、张溪、

员峰、岐头、厚兴等县城一带的村庄，

其中包括黄锦棠、黄煜棠、黄江平、

黄鞅、黄衍枢、黄社雄、黄鉴明、黄

佩英、黄佩兰、黄慕怡、梁沛林、马

锐彬等共产党员。不少学员成为中山

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黄江平、黄鞅

等领导的长洲乡警队，成为中共中山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正门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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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委 所 领 导 的 抗 日 武 装 队 伍

之一。

该旧址建于明万历年间，

经 清 代、1930 年、1990 年、

1998 年四次重修。该祠堂为典

型的明代建筑风格，坐北向南，

三进三间布局，中后座置有左

右厢房，总面积约 1633 平方

米。其为台梁式木架建筑，前

檐置圆盘形坐斗和如意斗拱，

雕龙托脚。祠堂为硬山式顶，

有蚝壳外墙，龙船脊灰雕，隔

扇装修部分的木雕与灰塑、砖

雕均保存完好。

该 旧 址 于 1990 年 被 中 山

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中山市文物

保护单位，2008 年被广东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内致

中堂正面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长洲黄氏大宗祠——中山一区游击训练班旧址内长

洲革命斗争展览一角（黄春华摄于 2021 年 8 月）

延伸阅读

黄峰关于长洲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回忆

1938 年 12 月 9 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宣告成立，国民

党中山县长张惠长出任总队长，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任副总队长。各

区抗先的区队长都由国民党区长担任，中共各区区委则选派共产党员担

任副区队长。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山县一区区委根据中山县委的指示，以一区

抗先的名义，于 1939 年初在长洲举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该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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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洲西堡大祠堂，由叶蔚文（叶向荣）以抗先县队部特派员的身份任

班主任，我任政治指导员，高平任政治助理员，杨牧任军事教员，黄颉

管文体生活。

学员均由一区区委通知石岐及各乡党支部选派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

前来参加，计有六七十人。全体工作人员和学员均自带伙食，集中食宿，

以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只有极个别生活困难的外乡学员只来听课，不

集中食宿。在教学内容和教材方面，由于我从延安学习回来不久，就照

搬陕公、抗大那一套。那时陕甘宁边区要经西安、郑州、武汉才能回到

广东，沿途会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查，我虽不能把教材带回，

却把笔记本带回来了，还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理论联系实际

的校风带了回来。我们着重教好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游击战术、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几门课程，学习时间约为两个月。

这个班的学员政治素质是好的，中共党员占学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以上。班建立了党支部，分队建立了党小组，还在训练期间发展了几个

党员。训练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就是为了打游击。在学习方法上，提

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边学边实践。全班人员经常到石岐或乡下向群

众宣传抗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忱，取得群众的信任。石岐遭受日机轰

炸时，全班人员都出动，奔赴受灾现场，冒着敌机还在扫射的危险，搬

砖挖瓦，抢救灾民。

我还带过班里的骨干经石岐华佗庙，入龙斜口，过新庵，到达五桂

山的石鼓挞乡，视察地形地物，了解民情，准备在这一带打游击。杨牧

负责的军事课也抓得很紧，在大祠堂门前的地坪上进行单兵教练和班排

教练。孙康在西桠县立七小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我去上过课，当时还

有课室可利用，有桌椅用来上课。而我们则只有一间空洞洞的大祠堂，

教员只有一块黑板用来上课，学员们没有桌椅，就坐在砖头、木头上听

课，晚上睡在地板或干禾草上。有一次，区长刘逸平来视察，我们刚在

吃午饭，他看见我们人人捧着半边椰壳做饭碗，自削竹枝作筷子，只有

青菜或大头菜下饭，但个个精神抖擞，抗日情绪饱满，很受感动。我班

临结业时到莲峰山进行实弹射击，每个学员分了三发子弹，这也是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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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弄来的。

我班结业时没有发文凭，也没有发证书。学员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中的表现就是最好的答卷，最有力的证明。1939 年（夏）秋两次

横门战斗，在这个班学习过的同志几乎全部奔赴前线，或参加集结队作

战，或参加救护队，或参加运输队，或参加慰问队，与当地驻军和其他

抗先、妇协的战友共同战斗了 20 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把日寇赶回海上去，

取得了横门战斗的胜利。

1940 年 3 月 7 日，中山沦陷，但我党领导的各区乡抗日队伍仍高

举抗日的旗帜，坚持活动。趁敌立足未稳，郑少康率队袭击雍陌驻敌，

卢德耀、罗章有数人袭击大金顶（鼎）敌人，谭桂明率队袭击崖口伪乡

长和伪自卫队。我也部署长洲游击小队夜袭该乡伪维持会和伪自卫队，

运用班里学到的游击战术，我方不损一兵一卒就全部缴了他们的械，打

死了伪维持会长。我们把队伍开到大南沙，与梁伯雄部和谭桂明率领的

崖口乡警队汇合，组建和扩大了由中山县委直接领导的骨干武装队伍。

以后，这支队伍划归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领导，转战南、番、中、顺四

县，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保卫西海，攻打浮圩（阜圩），袭击市桥。

在一系列战斗中，队伍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为 1942 年春回师五桂山，

建立五桂山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选自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委员会：《中山文史》（总

第十二辑），1987 年印行，第 52—57 页］

《中山市革命史迹通览》内文1106.indd   211 2023/11/21 星期二   上午 11:41:00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