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 培 源(1919－1942)

利培源，自号利戈，1940 年到海南岛工作后，改名黄平。1919 年生于防城县，1994 年随

同哥哥利培凤到北海求学，考入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初中部读书。在学校里，他深受赵世

尧、黄铸夫、冯廉先、郭李晃等人的影响，参加秘密读书会，读了不少马列主义和其他革命书

刊。1936 年 9 月，他积极参加和领导同学们，支持抗日名将翁照垣部队严惩日本间谍中野顺

三（即有名的“北海事件”），表现非常勇敢坚决。这场抗日斗争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以后，利培

源和许多同学毫不退缩，仍然进行抗日进步活动，和岑嘉毅、郭李晃、卢传义等人发起建立“吴

家园读书室”，找寻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937 年冬，赵世尧从广州回到北海，开始筹备重建

北海党组织工作，利培源积极参与活动，1938 年 2 月，北海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利培源是其

中之一。

利培源入党后，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在发展新党员，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特别是在反

对反动学阀叶天一出任一中校长的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他曾按照党的意见，和一批党员

和进步群众，参加广西军一七五师政工队，对这支军队，做了不少宣传教育工作。他在北海工

作的一年多里，在党内担任过支部委员，中心县委一度考虑让他担任区委书记。

1939 年 4 月，他到西场参加中心县委主办的党的建设训练班。5月中旬，训练班结束，他

随同县委书记李士洋回到廉州县委机关，等候县委分配工作。和他一起的还有原公馆支部书记

张九匡。1939 年 5 月 23 日晚上，驻军一七五师便衣队，假借查户口为名，闯入县委机关，发

现党的文件，结果将李士洋、陈任生、张九匡、利培源、叶慧清（女）五人逮捕入狱。

利培源等同志在监狱中，怒斥反动头子邓世增、莫树杰、周胜皋等人，除承认自己是共产

党员以外，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同时，对我们个别党员的生活腐化，败坏党的声望，进行

毫不留情的揭露批评，利培源和张九匡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战斗精神。

1940 年 4 月，日寇进犯横县、灵山，被关押在灵山县石塘的岩洞看守所的五位共产党员，

乘着看守人员逃跑之际，组织难友，砸开监狱，自我解放。利培源和张九匡在山口镇附近学校

住了一个多月，由何世权领着利、张两人和陈任生，到湛江市向南路特委报到。经南路特委研

究决定，按照广东省委指示，派陈任生、何世权、张九匡、利培源等人到海南岛敌后工作。到

海南岛后，陈任生担任总队政治部秘书，何世权担任党报主编，利培源、张九匡分配到总队政

治部的民运工作队工作，主要是做根据地群众动员组织工作，时间虽只有三个多月，但他们对

根据地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设。

1940 年 12 月，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军，进犯我美合抗日根据地，我指挥机关和主力部

队东迁。利培源和陈任生、罗文洪留在美合山区留守处，收容徒手人员和伤病人员，任务十分

艰险，饥饿、疾病、死亡、减胁每个人。利培源因为做了三个多月群众工作，认识一些老百姓，

得到一些粮食、盐巴接济，解决不少问题，保存了大部分力量。1941 年 3 月，他们安全回到



东路总队部。

利培源回到总队部后不久，担任民运工作队指导员、连队指导员，工作积极努力，作战勇

敢顽强，1941 年 10 月，担任第一支队第二大队政治委员，大队长符大千和他合作得很好，那

时何世权担任总队政治部宣传部长，经常到一支队三个大队检查工作。利培源和符大千的性格

差不多，热情好客，把一个大队搞得热气腾腾，战斗力很强。1942 年红 5 月，海南抗日游击

队发动一场破击战，把一条从海口通文昌的主要公路搞得碎尸万段，消灭鬼子好几百人，缴获

机枪上十挺，步手枪一百多支。有一次，利培源的大队，在琼山县罗板铺地方，伏击一辆日本

鬼子军车，战斗很顺利，车上一个班鬼子大部分被消灭了。正在解决战斗的时候，有一个负伤

的鬼子，伏在车辆下射击，恰巧利培源站起来指挥战士作最后冲击，被鬼子开枪打中脑部主动

脉，流血过多，救治不及，光荣牺牲，年仅二十三岁。

游击队的指战员对利培源的逝世，深感悲痛。1943 年，利培源所在的一支队二大队扩编

为第五支队，在定安县内洞山遭受重大损失，支队长符大千被撤职查办，调回司令部（那时已

升格为海南纵队）审查。当符大千检查自己的错误时，痛哭流涕地说：“如果黄平同志（即利

培源）活着，我决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让部队在非战斗情况下，受到这么严重的减员损失……”

符大千曾对何世权说过：“我一定要像利培源政委，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果然，三年后符大

千饥病交迫，陷入敌手，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苦战，英勇就义。可见利培源感人之深，影响之

大。我们为合浦党组织能培育出这样的党员，这样的指挥员，感到十分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