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白沙革命纪念馆

白沙革命纪念馆

白沙革命纪念馆位于合浦县白沙镇田螺岭。

白沙，是合浦的一个重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白沙籍的张

进煊（中共合浦党组织创建者之一，第一任县委书记）、张九匡（中共公馆

区支部第一任书记、后任党领导的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政委）等为

代表的革命志士从这里走向革命道路，从而带动了一大批人加人中国共产

党，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张九匡、张

书坚为代表的革命烈士，他们英勇奋战，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是白沙地

区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陈任生题“白沙革命纪念馆”

为纪念白沙地区革命斗争的历程和老一辈革命者为党和祖国解放事业

做出贡献和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合浦县委、县政府于 1987 年拨款建成此馆。

在白沙革命纪念馆内展出的张进煊雕像

在白沙革命纪念馆内的白沙革命历史陈列室



主要人物简介

张九匡

张九匡画像

张九匡，又名张诚军。1917 年出生于合浦县白沙镇。

1931 年秋，他考入合浦第五中学。1934 年夏，他从五中初中班毕业，

家庭已再无力供养他读书。他当过小学教师、店员、小职员、流浪到过广

州。

1936 年秋，经张进煊介绍，他参加了“中青”，直接在党领导下，参加

抗日进步活动。

1937 年 2 月，张进煊、李英敏来五中当教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张

九匡也来五中当图书馆管理员。因三人都是“中青”成员，张进煊便在五

中建立“中青”小组，由张担任组长。这是合浦第一个“中青”小组。在

“中青”小组领导下，在学生中开展革命启蒙运动，组织秘密读书会、时

事讨论会，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如陈铭金等，为 1938 年重建合浦党组织打



开道路。张九匡因为职务关系，容易接近学生，他的工作既踏实又细致，

许多成员都是他教育发展的。

1938 年 2 月，合浦开始发展党员，张九匡由张进煊介绍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后来，他和张书坚、陈铭金等人，在白沙、公馆发展了一批党员。

1938 年 5 月和 6 月间便建立了党支部，张九匡被选为党支部书记。1938 年

9 月，邹贞业回到白沙，负责党支部工作，张九匡是邹的得力助手。

1939 年 2 月，合浦中心县委成立。3 月，县委在西场办党训班，抽调

了张九匡、利培源等去学习。学习结束后，张、利两人随县委书记李士洋

回到县委机关（廉州儒家巷）听候分配工作时，县委机关遭敌破坏，张九

匡等 5 人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和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从

不泄露党的秘密。1940 年 4 月，日寇进犯横县，逼近灵山监狱，看守人员

逃走，张九匡等成功越狱，后找到了党组织。

1940 年 7 月，南路特委派张九匡到海南岛敌后抗日游击队工作，张九

匡被分配在总队政治宣传队。他在根据地建设中，做了不少工作。“美合事

变”后，张九匡留在临高县兰洋和儋县洛基等地工作。国民党投降派勾结

日寇对抗日部队疯狂“围剿”，环境十分险恶。他几乎单枪匹马在这新开辟

地区活动。那里有一支三不靠（不靠日寇汉奸，不靠国民党，也不靠共产

党）的自发武装，经他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感动了这支队伍，成为

我军的一支劲旅。张九匡在这一带军民心中，就像天神一般受到敬重。

1942 年春，张九匡被派到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担任政治委员。

大队长符志行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猛将。两人一见如故，亲如手足，在

战斗中两人配合得很好。二大队是支英雄部队，大多数战士是临高儋县人，



打起仗来，个个像小老虎。从 1942 年到 1943 年，大小战斗几十次，最有

名的是迈格村战斗，二大队 100 多人力敌 800 多日伪军。敌人天上有飞机

轰炸，地下有坦克冲锋，大炮 10 多门。打了两天两夜，我军安会撤出，敌

伪军以伤亡数十人告终。这一仗，大大长了我军的威风，震动了整个西路。

1943 年 6 月，张九匡带领一个中队行动，在儋县洛基乡南兰村被国民

党反动军队围攻，张九匡端起上刺刀的枪带领全中队顺利突围，在突围中

腿部中弹，伤势虽不是很重，可是缺医少药，却感染上破伤风，抢救无术，

不幸逝世，年仅二十六岁。



张书坚

张书坚画像

张书坚，又名三叔公，猛虾大叔。1908 年出生于广西博白县龙潭茅坡

村的一个贫若农民家里。

1937 年，他到合浦县北海茂和药店当店员，曾任后援会“工抗”的会

长。1938 年初，经赵世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到白沙工作，后

任白沙区委组织委员。他以白沙圩“同济堂”药店掌柜的身份开展地下党

的工作，在白沙、龙潭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同时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交通

员，经常装扮成算命佬、风水佬或走私贩子，从公馆到小江，从小江到白

石水，又从白石水到廉北，护送干部，传递文件书信，勇敢坚定机智地开

展地下革命工作。1939 年 9 月和 10 月间向全县散发八路军、新四军告全国

同胞书的铅印件，大部份是张书坚送到各区乡的。

从 1942 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西场区委书记、特派员，小江区特派员、

小江龙门起义总指挥，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小江中队队长，公馆区特派员



等职。

1946 年底，他去白沙龙颈村联系工作时被敌发现，他因哮喘病发作走

不动，不幸被捕。1947 年初在北海被敌杀害，时年 38 岁。



白沙地区革命斗争纪事

一、抗日救亡运动与马列主义的传播

1937 年春至翌年秋，共产党员张进煊回公馆、白沙开展革命活动，传

播马列主义思想，点燃了革命的火种。7月 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全国抗

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白沙

地区爱国青年在革命先驱张进煊、邹贞业、张书坚等领导下，开展轰轰烈

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马列主义得到广泛的

传播，为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1937 年 2 月，共产党员张进煊受中共广东省党组织派遣回合浦

开展革命活动，他以五中（现公馆中学）教导主任职务为掩护开展工作，

还经常回到故乡——白沙，向青年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二）1938 年冬，在邹贞业、张书坚、张九匡和徐永源等同志的发动

下，先后在白沙圩关帝庙和龙颈、梅菉垌、崩岭、荔枝坝等村庄成立民众

夜校，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抗日主张，同时培养发展党员，建立党

组织。

（三）1938 年冬，白沙地区爱国青年组织抗日宣传队，利用圩日进行

街头宣传，并经常下乡宣传，通过高呼口号、演讲和出版墙报教唱救国歌

曲，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动员群众组织起来保家卫国。

（四）1938 年冬，为了学习军事和掌握抗日武装，党组织派遣进步青

年廖上智、周洪英、李成、周立光、蒋四、赖子昆、赖子龙等七人，参加

玉林五属抗日游击队，做士兵的教育争取工作。

（五）1938 年冬，在共产党员邹贞业张九匡等人发动下，建立抗日先



锋队东三团支队（队部设在公馆），在白沙建立了白沙、宏德、龙颈三个支

队，并派出部分队员到五中参加军事训练，学习杀敌本领，准备武装抗日。

二、白沙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1938 年 4 月，中共合浦特别支部建立，张进煊任书记，党组织在抗日

救亡运动中不断发展扩大。1939 年春，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和公馆区委先后

成立，邹贞业任公馆区委书记，张书坚任组委，张九匡任宣委。4月，建立

白沙党支部，张书坚兼支部书记，是我县农村较早的党支部书记之一。后

扩展为白沙、龙颈、宏德、茅坡四个支部。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白沙党

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至 1949 年，已发展为龙江、白沙、宏德、茅坡、文

明、东风、东海、充美、良港、山口山角等十多个支部，党员共 212 人。

为了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能力，1939 年秋，张书坚在白

沙、龙颈、茅坡等地分别举办党员训练班，进行组织纪律和革命气节教育；

1940 年秋，朱明、陈铭金曾在宏德小学举办公馆区党训班，白沙地区参加

的有廖世津、刘守仁、李成、张九球、陈铭雄等。

三、反汪反逆流斗争

1939 年冬，某些国民党地方官僚、奸商和汉奸勾结，抢购大米、桐油、

铜元等物资贩卖给侵占我国围洲岛、钦州、防城等地的日军，大发国难财。

县工委领导人民开展反汪、反逆流斗争。1940 年间，国民党顽固派疯狂镇

压白石水地区反对汉奸运米资敌的爱国人民。白石水人民起来武装自卫，

暴发了白石水武装斗争，白沙党组织响应上级号召，在人力物力上积极支

持这一斗争。

（一）1940 年秋，县委决定抽调白沙党员廖上智、周洪英、石松（蒋



四）、张士生、赖子昆、赖子能等支援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他们参加了粉

碎国民党顽军第二、三次围剿的战斗，于 1941 年秋才根据南路特委关于“将

白石水武装斗争变为政治斗争”的指示，撤离白石水地区。

（二）白沙、龙颈、茅坡党支部响应上级号召，发动群众筹集一批枪

支弹药及钱粮支援白石水人民武装斗争。

（三）1940 年 4 月，反对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党组织决定在全县

范围内同时散发八路军通电《告全国人民书》，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

罪行。白沙党员在一天晚上把传单散发到各处，甚至张贴在乡保公所门前。

政治影响很大。

四、贯彻“隐蔽精干”方针的概况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保存革命

力量，合浦党组织全面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

待时机”的方针，白沙党员以务农、教书、行医、晒盐等社会职业为掩护，

开展革命工作。通过组织兄弟会、互耕会、担盐会等群众团体，进行斗争。

（一）1941 年秋，南路特委常委杨甫和爱人在梅菉垌村刘守仁家隐蔽，

后以经商为名开展活动，在宏德小学建立领导机关，领导钦廉四属的工作。

公馆区领导人谭俊、张书坚、包恭等也以行医或经商为名开展工作。

（二）“皖南事变”后，县委将一批已经暴露的党员转移隐蔽。白沙转

移到外地的有廖上智、罗伉烈、岑月英、黄家祚、张体宽等人，他们以教

书、种田等职业为掩护，坚持工作。

（三）1941 年至 1944 年间，白沙地区的共产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

护，秘密开展活动，如周洪英、廖世津、周立光等以晒盐、煮盐为掩护开



展活动。朱香庭以行医为掩护做革命工作，陈铭龙、刘守仁以教书或当校

役为掩护，在学生和群众中做宣传工作。

（四）白沙各地党支部分别组织了劏猪会、互耕会、兄弟会和合作社

等群众组织，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同地方反动势力展开“有理、有利、有

节”的斗争。

（五）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进煊、邹贞业、

张书坚等经常和地方上层人士接触，宣传我党政策主张，使他们在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革命。

（六）为了更有利于地下党的活动，党组织于 1939 年派党员张义生任

虎岭乡乡长，邹贞贤任白沙乡公所文书，周立光任第一保保长，钟高球任

十四保副保长，廖世津任第五保干事，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

（七）1941 年秋，宏德党支部为了维护群众利益，组织崩岭等村群众

开展一次反抗盐警敲诈勒索的斗争，三四百盐民包围了前来欺压群众的盐

警队，缴了他们的枪，迫使盐警承认错误，并写下悔过书后，才将他们释

放。

（八）1943 年 3 月，日本侵略军侵占雷州半岛后，白沙党组织执行南

路特委指示，在各地建立秘密游击小组，1944 年冬，当日军经过白沙地区

时，龙颈、白沙党支部曾组织二十多人袭击经过三根松附近的日军，日军

死伤数人，我方牺牲一人。

五、组织武装起义

1944 年冬，日本侵略军打通湘桂线，大片国土沦陷，南路已成敌后，

南路特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决定于 1945 年春节前后发动全面武装起义，



阮明、谭俊两同志到特委接受任务后立即向四属党组织传达，白沙地区的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起义。

（一）谭俊从特委接受任务回来，亲自到白沙、龙颈、宏德等地向党

组织传达起义指示，布置起义工作。

（二）白沙地区共产党员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积极筹集枪支弹药准备

参加起义，共筹集长枪 12 支，手榴弹 40 颗和子弹一批。

（三）当时，在家养病的张进煊同志听了传达后，毅然同爱人余新慈

一起背上刚生下 4 个月的婴儿，前往白石水参加武装起义。

（四）1945 年 2 月 3 日，白沙地区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共

三十多人，化装成挑夫盐贩，经六湖垌山口村分批向白石水进发，队员们

冒着寒风冷雨奔赴目的地。

（五）党组织抽调白沙地区共产党员张义生和进步群众刘爱昆、刘安、

刘桂庭等支持南康起义，张义生担任南康起义军事指挥，2 月 3 日晚起义时

英勇战斗，壮烈牺牲。

（六）白沙地区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白石水后，参加了白石水武装

起义，后编入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参加了攻打白石水乡公所，

张黄镇公所和马栏乡公所一系列战斗。

（七）2 月 15 日，国民党保一团纠集合浦自卫大队前来扫荡白石水地

区，我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和合浦大队在金街顽强地抗击来犯之

敌，廖上智、刘炳如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六、就地坚持分散发展

合浦武装起义后，国民党顽固派调来重兵疯狂扫荡，并村设卡，烧山



砍林，妄图消灭这支年青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中共南路特委根据这一形

势，发出了就地坚持，分散发展的指示。白沙参加起义的同志于 1945 年夏

先后调回白沙地区，采取武工队的形式，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军，建立和

健全交通情报站，使游击区不断巩固扩大。

（一）1945 年 4 月间，党组织派张书坚同志回公馆、白沙地区开展工

作，在张书坚同志的领导下，到 11 月份武工队发展到三十余人，白沙地区

参加武工队的有：周洪英、廖世津、李成、朱香莲、刘守仁、廖明、石松

等。

（二）1946 年间，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地方反动势力，大搞清乡“围剿”，

五户联保设卡检查。白沙武工队活动困难，生活非常艰苦，缺衣少食，靠

锄蕃茹、扫竹米、捉蟹子充饥，由于营养不良，不少同志患夜盲症，但大

家仍然手持武器坚持战斗。

（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经常进行围村搜查。一

九四一年农历六月，周洪英、廖世津、李成、刘季、朱香连等在龙颈村被

合浦自卫大队李绍荣部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周洪英果断突围，敌人五支

枪紧追猛打，幸未被击中，得以脱险。廖世津机智地混在正在做斋的道公

佬里，瞒过敌人，其余同志均在群众掩护下安然脱身。

（四）1946 年 7 月，白沙武工队配合龙潭武工队和南康部分队伍联合

攻打龙潭水产龙反动村长黄××，接着惩治反动头子刘仁东后又配合二十

四团二连镇压反动乡长杨道平，共缴获长短枪七支，子弹一批，打下了地

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五）经过武工队长期的艰苦工作，白沙地区普遍建立和健全交通情



报站，对传递情报，为部队提供给养和响导，掩护革命同志和治疗伤病员

均起很大作用。

（六）1946 年 10 月 6 日凌时晨，优秀的共产党员张书坚为革命工作往

龙颈村，途遇前来清乡的国民党军队，不幸被捕。张书坚身陷牢狱，坚贞

不屈，于 1949 年初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北海，时年 39 岁。

（七）在武装斗争的艰苦年代里，国民党反动派为消灭革命力量，到

处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从四六年起被烧的有周洪英家、廖世

津家和邹贞业家。一些群众惨遭国民党杀害，还有百多名群众被抓去坐牢，

并进行勒索，受尽折磨。

七、白莲寺——游击队的重要据点

白莲寺群山环绕，溪水迥环，是个风景优美的古寺，其背靠白石嶂，

地势非常险要，是当年游击队的主要据点之一。

游击队借此疗养、休整，储藏粮食提供物资等，这里很有迂回之余地，

同时白莲寺与附近各自然村庄及联络点紧密联系，如羊脚山、龙颈、山鸡

地等，对探听敌情、传递消息，进攻退却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当年游击队

在这一带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武装势力展开了几次剧烈的战斗，给敌人

以沉重的打击。

（一）1947 年 6 月 22 日，从廉江开回白沙的我军二十四团共五个连，

与数倍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白莲寺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打死了敌

人十多人，缴获机枪两挺，长枪数十支，弹药一大批。

（二）在这次剧烈的战斗中，八连长邓振崇身负重伤。在指导员钟景

章的掩护下，警卫员吴盛昌护送连长撤离阵地，但由于伤势过重牺牲，当



年才 30 岁。

（三）1949 年 6 月某日，敌军吴子才（山口）、林镜秋（白沙）、张相

琦（公馆）联合三四千人，和我军二十四团（陈一林起义部队）共五六百

人，在龙颈、羊脚山、白莲寺打起了激烈的战斗，我方获大胜利，缴获枪

支、弹药无数，把敌人驱赶至山口。

八、配合全面、建立主力、迎接胜利

1946 年秋，合浦党组织贯彻上级关于用“七大”精神指导武装斗争的

指示，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设新

中国的口号，大大地鼓舞了白沙地区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白沙党

组织积极发展武装力量，扩建队伍，于 1947 年春同公馆、南康的队伍一起

组建了合东南大队，后来编入南路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团，为解放合浦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一）白沙党组织贯彻“七大”精神后，积极扩军增枪，于 1946 年冬，

发动了三十多人上队，后来参加了“珠江连”。

（二）从 1947 年起，白沙党组织开始征粮征税工作，先后建立了三根

松、良屋港、白沙圩等税收站。到 1948 年，税收站普遍建立，并有专职人

员负责，通告征粮征税，为部队和地方工作同志提供给养。

（三）1948 年秋，白沙农村普遍建立农会，特别是下低龙、龙颈、梅

菉垌等农会力量较强。农会建立后，普遍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侦探敌情，

维护地方治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白沙瓦窑岭之战：1949 年 7 月，白沙武工队配合六支队攻打瓦

窑岭反动据点，毙敌四人，缴枪十支。合浦县保安二营，保二团一个营和



博白县自卫大队来援，又被我击溃。敌营长叶福初受伤，连长李日初被击

毙，敌伤达数十人。

（五）1949 年 5 月 5 日（农历四月八日）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农民生

活痛苦不堪，白沙党组织和武工队协同新六团二连攻入白沙粮仓，开仓济

贫，前来担谷群众络绎不绝，对共产党的关怀十分感激。

（六）为增强地方武装力量，迎接解放。1949 年 4 月，建立白沙区中

队，队长钟正明、指挥员陈有殊，队员五十多人，后同公馆、南康、山口

等区中队合编为合东南区大队，大队长周洪英、教导员陈铭桂，后改为四

支独立营。

（七）1949 年 11 月，为迎接大军南下，做好支前工作的准备，合东南

区设支前司令部，司令兼政委卢传义，副司令陈铭壁参谋刘守仁，财粮主

任廖世津，统一负责粮食、情报、交通、担架、柴草、马料、慰劳、接收

等工作。白沙乡设支前指挥部，由邹才上、钟高镇、邹才辉等负责。

（八）1949 年 12 月初，我四支部队配合四野大军追歼溃逃的国民党第

五、六、六十三军残部，在六十三军残部逃经白沙时，白沙民兵奋起截击，

缴获轻机五十余挺，重机四挺，八二炮十多门，掷弹筒五十多具，发电机

一台，长短枪一千多支，弹药一批，俘虏敌军四百多人。

（九）合浦解放初期，国民党军队溃散人员勾结地方反动势力，组织

土匪进行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白沙地区广大民兵在党的领导下，用从

国民党军缴来的精良武器装备自己，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剿匪民兵队伍。先

后前往山口、龙潭的六永、五科，公馆的陂塍，常乐的西城和浦北的石口

等地援助当地人民剿匪，保护人民的胜利果实。



（十）为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岛，白沙党组织发动群众，筹集了大量粮

食、生猪支援部队，征集了一批船只并动员了一批船工配合大军渡海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