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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1921 年）六月，两广战争爆发，处于粤桂交界的合浦也就成了战

争的拉锯地带。各派势力趁机占地为王，各行其政，地方治安混乱，匪患猖狂，

横行城乡，涂炭百姓。山口“千人坟”惨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

此成为珠乡民众心中的千古之痛。

山口由于地处两省三县交界，匪祸尤为严重。据史料记述，当地有土匪帮口

十多个，其中以何花溪、何海初为首的匪帮最为凶残。这些匪帮与博白、廉江的

土匪互相勾结，侵占村庄，掠夺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扩充各自的势

力，这些匪帮还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逼民为匪，在山口圩镇设立据点，由各个

帮口划分势力范围，并共同组成巡查队，到各市场村落去强征暴取，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当地政府无能，乡绅们为保自安，只好唯匪帮马首是瞻，俯首贴耳的

任其渔肉。

面对悍匪，山口绅沈仙舫挺身而出，率先在英罗村组织乡民防团进行抗匪自

保，沈仙舫自任民团团总。英罗民团在沈仙舫的带领下，勤于操练，习武强身，

民团迅速发展至近百人，成为一支保境安民的重要力量。匪帮也不敢贸然行动，

英罗村一带的大小村庄和百姓暂时得以免于土匪劫难。

但是，以何花溪、何海初为首的山口匪帮不甘心这块嘴边的肥肉旁落。于是，

派出匪徙与博白、廉江等土地的匪首邓德堂，龙顺甫，梁尚林联络，密谋攻掠英

罗村。在利益的驱动下，这几股匪帮约定了时间和暗号，确定在 10月 31 日同时

行动，分四路兵马从海陆两路向英罗民团联防队队部沈家仙舫楼发起攻击。

沈仙舫接到土匪攻打村的密报后，立即令联防队队长沈源堃星夜急驰廉州

城，向钦廉善后处处长黄志桓求援，黄志桓却以两广战事甫定，县城治安未稳为

由不以伸援。沈仙舫又向驻防白沙、山口（与英罗村仅隔十公里）的黄部统领林

国佩求助，林佩国却以无上峰令不宜介入地方为由，拒发一兵一卒。沈源堃只好

奔赴北海、南康、公馆等地求援，但已是远水救不了近火，10 月 31 日，四路匪



帮共纠集的 5000 余人，天未亮便扑向英罗，沿途烧杀奸掠，凶穷恶极，村民们

为逃匪祸，纷纷躲进沈仙舫宅院仙舫楼避难，一时间沈家宅院挤进了 2000 多村

民，形势十分紧迫。

沈仙舫在强敌压境当前，身先士牢率领民防团丁登上炮楼指挥抗匪。由于沈

仙舫早有准备，在宅院四周广植簕竹围作第一防线，而这些簕生围防护带又都在

枪炮的有效射程之内，匪帮纵然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却也是狗咬狗骨无从下手。

这时，北海、公馆、南康等地接报后也开始调集兵员，准备驰援。正在这关键的

时刻，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名塾师误信了匪帮讲和的奸计，竟然私自打开

闸门让匪徙进入簕竹围，致使匪帮有了里应外合的机会。十月四日，潜进簕竹围

的匪徙内外配合，用煤油焚烧了簕竹围，打开了缺口，几千匪兵顿时如洪水猛兽

般涌进了沈家宅院。

涌进沈家宅院的匪徒疯狂地发泄几天来被压抑的兽性，见人便杀，逢屋便烧，

见妇女即奸，还把村民们围困在炮楼内，用煤油去焚烧，在一天时间内，竟然残

忍地烧杀村民 1700 余人，烧毁房屋一干余间，全村被全家灭绝的有 200 余户，

掳走妇女 200 多人，耕牛 2000 多头，沈家宅院一役，祸及遭洗劫的村庄 40余个，

被杀害的村民 300 余人，合计死难村民总数 2006 人。十月五日，当北海、南康、

公馆等地援兵赶到时，英罗村已成为一片灰烬，焦尸枕籍，惨不忍睹。时任合浦

县县长吴佩瑜组织救护队亲临现场勘察，但见尸首被烧严重，已不能辩认男女老

幼了，只好将死难村民共葬一穴而称之为“千人坟”。沈仙舫在战乱中，得到村

民们的掩护侥幸逃生后，即到北海，合浦等地官署控诉伸冤，请求逮捕匪首法办，

为死难村民报仇，对见死不救的官吏进行惩处。但是，事过六年后，沈仙舫竟被

匪徒买通了身边的亲信下毒害死了。是年，村民们自发集资在“千人坟”前筑墓

立碑以作悼念，一过路文人见后，拜祭之余，作联挽曰：

呜呼数千人父子公孙杀之无辜这般冤仇何日了；

惨哉几十姓老幼夫妇死于非命此宗怨恨那时休。

直至 1950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三个团的兵力与广东省军



区二十二团进入合浦、博白剿匪，逮捕了何花溪、何海初等匪首进行法办，二十

八年血海深仇得以昭雪。

1984 年，合浦县人民政府公布“千人坟”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