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兰 清

朱兰清是解放后合浦县第一任县长。请看看他这几十年人生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朱兰清，又名黄子芳、黄志刚。在地下党、游击队中，大家都叫他朱三哥。他是合浦县旧

州乡北冲村（即现在的浦北县大成公社大成大队北冲村）人，1917 年 10 月出生在北冲村，家

里还好过，能支持他读点书。

他在家乡读了五年私塾，又在张黄、常乐读了三年小学，1932 年秋考入廉州中学，1938

年秋高中毕业。

朱兰清在廉中时，他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就是政治上有点模糊，有点书呆子气。33 年

以后，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杜渐逢、何世权、何承蔚为首的“艺宫”（全名是艺宫学术

研究会），一派是以庞乘风为首的“神灯”（全名是神灯学术研究社）。前者读革命书刊、研究

马列主义理论，以左派自居，后者以文人学士自居，各不相让，经常打笔战。学校训育主任是

个党棍，利用“神灯”压“艺宫”。庞乘风是北伐军逃兵，是个政客，他投靠谢育主任跟“艺

宫”斗，朱兰清这一班，进步同学不少，如邹瑜、罗文洪、辛莽、谢有干、罗永玑等，可是他

却参加了“神灯”，跟何世权打笔战。但是在“12·9”运动以后，他和不少“神灯”成员，与

“艺宫”联合起来了，参加抗日进步活动，组织宣传队和抗日救亡工作团，他担任团长，利用

寒暑假下乡宣传。他的思想得到飞跃进步。说来有趣，跟朱兰清打笔战最多的何世权，后来成

为他的好朋友。他入党后，一直在何世权领导下工作，后来一起领导白石水武装斗争，这真是

不打不相识。

朱兰清在高中时，受进步同学影响较深，特别有党组织以后，张进煊给他很大的启发教育。

1938 年 8 月，经张进煊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地方就在廉州人民南路何世权的家

里。

廉中毕业后，他在《合浦日报》工作几个月。县委为了加强农村工作，这年秋天，派他回

到故乡，担任柑子根小学校长（党内任支部书记）；一起去的还有许家骅、邱鸿就、朱菊清等。

9、10 月间，张世聪从广州回来，党派他回到故乡，开展白石水地区工作。他同时担任公馆、

金街、红岭、白石水四间小学校长，和朱兰清等一起开展对农民的宣传组织工作。1939 年第

一次党案事件后，县委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决定建立以白石水为中心的农村根据地，建

立白石水中心区党委，由何世权兼任书记，並陆续从廉州、北海、小江调来二十多名知识分子

出身的党员，以学校为基地开展建立党组织，开展武装工作。这时，朱兰清仍然担任柑子根小

学校长。党还调来了王克、卢冠群等几名党员。朱兰清除了参加支部一些工作外，主要搞统战

工作，担任自卫团大队副官、旧州乡的副乡长。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白石水地区（包括现

在的白石水、大成、张黄、泉水）工作已初具规模，发展农民党员一再多人，建立了五个支部、

一个特组，也掌握了一部分 农民武装，其中柑子裉支部工作做得很出色。

从 1939 年 10 月以后，抗战形势大变，日寇已占领钦州、防城、南宁、横县等地，国民党



正规军已龟缩到内地，合浦已实际上处于敌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部队不但不抗战，而且和奸

商勾结，偷运米粮和军用物资接济敌人。白石水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反走私反资敌斗争，

并要求撤换祸国殃民的官吏。张世聪和朱兰清先后被选为乡长、副乡长。1940 年 5 月底，国

民党合浦县长李本清带领一个县兵连和几个自卫团大队前来镇压抗日人民。他们焚毁学校村庄，

逮捕教师和农民，抢劫牛马财物。群众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是白石水武装斗争的开始。从

1940 年 6 月到 41 年秋，国民党反动军对白石水地区发动了四次大规模进攻。虽然敌强我弱，

农民武装粮弹俱缺，但仍然能支持下去，並且屡次重创顽敌。朱兰清和弟弟菊清、父亲朱玉光

在武装斗争中都是好样的。在武装斗争中，朱兰清先后担任支部书记，区委委员、武装委员。

不料，这事触怒了当时省委领导，认为在国民党地区不能搞武装斗争，认为这是破坏统一

战线，通过地委、县委，下令解散武装，调走骨干，埋藏武器，搞什么“政治斗争”。一场轰

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被扑灭了。但是是非自有公论，1944 年特委书记周楠到重庆见到王若飞、

董必武时，他们肯定这场斗争是对的，这叫做“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周总理也同样肯定这

场斗争。到了 44 年底，省又匆匆忙忙要各地党组织搞武装起义，出尔反尔，叫人哭笑不得。

武装斗争停止后，朱兰清调到特委参加一期训练班，41 年底分配到化县柑村工作，化名

黄子芳，和赵世尧夫妇在柑村小学教书，党内由他负责，以后调到吴川开辟泗岸地区，他担任

支部书记。44 年底南路武装起义时，他担任起陈大队副大队长，在整训队伍中，负责上政治

课。1945 年 7 月，朱兰清调到起义部队第五团，担任代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积极改造整顿这

支队伍。

日本投降后，朱兰清随老一团西征，经十万大山到了越南。他和黄文欢同志联系，取得劳

动党同意和协助，在越南整训部队，同时帮助越南建立武装部队，支援抗法战争。

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在野战大军南下的前夜，朱兰清回到南路，在合浦地区工作，先后参

加县委、六万山地委，负责支前工作，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南路、解放钦廉。解放后，从 49

年 9 月至 54 年 5 月，曾三次担任合浦、钦县人民政府县长，后调到合浦地委担任办公室主任、

副秘书长。

1958 年春，在所谓反地方主义中，朱兰清被扣上地方主义头子、地主阶级代理人的帽子，

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劳动改造四年多。1963 年以后，做过紫胶场副场长、石岭林场副

场长，也是监督劳动性质。在十年动乱中，朱兰清也不能幸免，名为监护，实为坐牢，身心备

受摧残。

1979 年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兰清才能重见天日，经广东省委纪检会批准，予

以平反，给予三恢复，分配到雷州师专担任副校长。因为长期受折磨，80 年以后，他一直闹

病，有严重的脑血栓，不能工作。

朱兰清有个弟弟朱菊清是共产党员，38 式干部，在 1945 年武装斗争中被捕牺牲，死得很

壮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