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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鎏——用青春诠释革命信仰

王鎏（1923-1942），又名王锦鎏，广州市人，农民家庭出身。1939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0 年 3 月任广游二支队小队长，翌年 7 月升任第一中队副中队长，

1942年 5 月牺牲，年仅 19岁。

王鎏 1935年就读于广州南海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在进步思想的影

响下，加入学校的抗日救亡组织，开始进行抗日宣传。1938 年广州失陷，王鎏因

此失学。同年底，王鎏考入国民党“西江行署政治大队训练班”。该班停办后他又

考入国民党第四战区在肇庆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结业后，他于 1939年春被吸

收到国民党第四战区第六游击区（中山）工作。后来第六游击区与第一游击区合

并，统称第一游击区，成立了训政室，地下党员黎民惠等被调到训政室工作。王

鎏在地方党的推荐下，被编入训政室属下的第三政治队，在地下党员的关怀教育

下，政治觉悟提高很快。

1939 年 7 月 24日，日军向中山横门沿岸发动进攻，当时只有 16 岁的王鎏参

加了横门保卫战。在战斗中，一连数日，王鎏都坚守在阵地上，为守军鼓劲，关

心士兵生活，工作非常出色。同年 9月，王鎏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 3 月，日军向中山大举进攻，中山沦陷。5 月，王鎏被调到党领导下

的广游二支队第一大队独立第一中队，任第二小队队长，活动在番禺与顺德之间。

翌年 7月他升任第一中队副中队长。王鎏在顺德县活动期间，曾参加过保卫西海、

婆岗激战等较大的战斗，表现勇敢顽强。

1941 年 7 月，广游二支队司令部作出决定：注意捕捉战机，出击日伪，以恢

复、发展禺南敌后抗日游击战。根据这一决定，8 月初，副司令员谢立全带领二支

队一个精干小分队 36人开往禺南，到达冼庄伺机摧毁伪乡长李少棠在里仁洞的巢

穴。8月 12 日晚，谢立全带领小分队和 10 多名武装民兵摸黑直奔里仁洞。战斗打

响后，进展十分顺利，小分队缴获了 10多枝长短枪。战斗结束后，小分队撤到彭

庄后山的破庙里休息，留下几名战士和 10多名民兵看守李少棠大院，清理战场。

为了加强警戒，部队派出两个侦察小组，向广州方向和市桥方向侦察敌情，派王

鎏带领一个班 14人，配备轻机枪一挺，据守大九岗，以便在发现敌情时掩护部队

撤退。

次日 7时许，谢立全带着战士回到里仁洞，准备召开群众大会。突然，“乒”

的一声枪响传来。哨兵回来报告：几百个日军从新造方向分两路来犯，一路沿着

公路向里仁洞前进，一路绕群山登上婆岗。企图对我两面夹击，一举消灭我部。

谢立全果断命令：趁敌人未形成包围圈，火速撤出里仁洞，沿着彭庄小路向敌人

后方迂回撤退。谢立全迅速带领部队撤出，在婆岗与敌部队遭遇。婆岗是个三四

十米高的小山，周围都是梯田，山顶是一块纵横五六十米的平阳地，上面长满杂

草和一棵棵高大的乌榄树。婆岗上敌我双方各占一边。小分队指战员各自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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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梯田的死角，隔着茂密的乌榄树和杂草丛对敌射击，日军也倚着梯田集中火

力向二支队战士猛烈射击。

在大九岗，王鎏等人正同另一路日军展开一场血战。他们总共才 14 人，一挺

轻机枪，战斗一打响就牺牲了两名战士。日军对他们展开了轮番冲锋，8 个鬼子兵

向他们阵地冲，当他们走至阵前约 50米时，王鎏的机枪响了，两梭子弹打死了 6
个鬼子，剩下两个滚下山去。接着，一个日军指挥官舞着军刀督促着 20 多个日军

往山上冲。战士潘有才举起步枪瞄准那日军官，对王鎏说：“队长，你看我的。”

接着“乒”的一声，那军官应声倒下。潘有才正要续说什么，不幸被敌军打中胸

部，鲜血洒在大九岗上。王鎏马上为他包扎。潘有才无力地睁开双眼，说：“你快

指挥战斗，我……”话未说完，便闭上眼睛，为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大九岗上，

我战斗员越来越少了。100多名日军一窝蜂似地往山上冲，王鎏端起机枪向敌人扫

射，敌人被打下去了。过了一会，日军又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蜂拥着冲上山。

鬼子的子弹像冰雹一样往山上撒来，大九岗上硝烟弥漫，沙石横飞。忽然，一颗

子弹把王鎏的腮部打穿了，负伤后他用衣袖一抹脸上的鲜血，继续坚持战斗，直

至援军到来，共同击退日军后，才肯接受治疗。战斗仍在继续，大九岗上这个班

只剩下几个人了。但是，阵地还牢牢地掌握在二支队战士手里。

下午两点多了，敌我双方还在对峙着。敌众我寡，部队人员还在继续伤亡，

弹药也越来越少，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谢立全环视周围环境，准备选择部队

撤退的路线。忽然在婆岗战场后面响起来了喊声：“打呀！打倒日本仔！”番禺工

委副书记梁奇达带来 100 多民兵前来增援。民兵喊声在山间回响，婆岗的日军不

敢前进，只用掷弹筒和机枪盲目乱打一阵便撤退了。婆岗上的战士们撤下来，并

通知王鎏等人撤退，王鎏等人把一排排的手榴弹掷向敌群，趁手榴弹爆炸的时候

迅速撤下山。

婆岗激战，二支队小分队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面对十倍于我

之敌，毙伤日军 30多人，给那些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军一个迎头痛击。

1941年 10月，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根据珠江三角洲的斗争形势，作出了“发

展中山，经营番禺”、在五桂山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在军事力量部署上进行了

调整。11月，原驻在顺德县第一中队 50多人，由王鎏等带领，调防中山九区。年

底，部队为了扫除进入五桂山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障碍，决定攻打驻崖口伪军谭玉

良部。在这次战斗中，王鎏负责主攻，一举全歼了谭玉良部，部队顺利进入五桂

山。

1942 年 5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心县委驻五桂山区代表谢立全率领中山抗日

游击大队主力 70 多人，二区部队 30 多人，会同在九区坚持抗日斗争的杨日韶部

队，对驻阜圩的伪军何国光营部进行袭击。王鎏率领一支部队负责封锁驻圩南靠

河的敌人炮楼，牵制敌人火力点。正当主力部队完成歼敌任务，准备撤出阵地时，

被牵制在碉堡内的敌军作最后挣扎，倾尽全力向王鎏负责的一部反扑，企图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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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鎏的退路。王鎏面对险境，一边奋勇还击，一边指挥战士撤退，在撤退中不幸

被一颗子弹射中，壮烈牺牲，年仅 19岁。在他牺牲之后，不少干部和战士痛哭流

泪，冒着敌人强大的火力把王鎏的遗体抢救出阵地。

时任广游二支队副司令员的谢立全与王鎏共同生活战斗了三年时间，他在生

前曾对王鎏予以高度的评价：出身于学生——知识分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

人，写一手好字，会绘画。参加珠江纵队以后，第一，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为人

谦虚，待人宽，律己严，勇于自我批评，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二，对工作认真负

责，一丝不苟。第三，学习刻苦钻研，力求进步。虚心向战友请教管理、训练部

队的经验，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重视与纠正缺点和错误，使他迅速成长，成为

一个优秀的指挥员。第四，作战中表现非常英勇，沉着，能顾全大局，同时指挥

又非常灵活，既能出色地完成作战任务，又尽量减少不必要伤亡和损失。第五，

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王鎏从 1937 年加入学校抗日救亡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开始，到 1942 年 5 月英

勇牺牲，革命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坚

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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