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书 坚(1908－1946)

张书坚，又叫三叔公，猛虾大叔。1938 年入党，是合浦县公馆、白沙区的老党员、老干

部，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张书坚，1908 年出在博白县龙潭茅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九岁读小学，十五岁读中学，

因家贫中途辍学，返乡务农。后来，他当过店员、药工、管帐先生，又跑江湖做过生意。他勤

奋好学，爱读书报，因而见多识广。他又颇懂医道，对旧社会的看相、算命、看风水等谋生那

一套也很在行。这就为他后来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37 年，他到北海茂和药店当店员，曾任后援会“工抗”的会长。38 年初，经赵世尧介

绍并吸收入党，同年秋被派回白沙工作，后任区委组织委员，公开的职业是白沙圩“同济堂”

药店的掌柜。因为他平易近人，兼有长者风度，许多青年人都喜欢聚于药店，听他讲“古仔（故

事）。他就通过这一形式，一方面深入浅出地传播革命道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

了解这些青年的家庭出身、经济状况以及经历、爱好等等，从中物色培养发展党员的对象。红

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在白沙、龙潭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

他又是个出色的交通员，经常打扮成算命的、看风水的或走私贩子，有时骑马，有时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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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年 9、10

月间向全县散发八路军、新四军告全国同胞书的铅印件，大部分是张书坚送到各区乡去的。

从 42 年起，张书坚先后担任西场区委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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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长，公馆区特派员等职。

45 年春，小江、龙门起义时，张书坚深入发动群众，制订了周密的行动部署，并亲自率

领起义队伍，袭击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兵站分监部后方办事处设在朴子坪的据点，打了个漂亮

仗。小江起义共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子弹、手榴弹数十箱，军用物资一大批，为建立抗日

游击队提供了武器装备。接着他又代表四属领导人阮明向西场区党组织部署西场起义，并率领

小江中队汇合南路二支队、合浦大队，转战于合灵边和合中北地区，为开辟和巩固游击根据地

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因哮喘病严重，不宜留在部队，组织上安排他返公馆、白沙区，重建交

通站，建立武工队，开辟山口一带新区。他很快就组织起合东区武工大队一百余人的队伍，在

南康、公馆、白沙一带坚持斗争。

张书坚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他长期抱病工作，常常因哮喘病咯血，但他总是蹒着

同志们，偶尔被其他同志发觉了，也坦然宽慰大家说：“不要紧，休息一下就好啦！”平时，他

十分体谅群众的困难，每逢群众要拿些好的食品招待他，他都婉言谢绝，只是吃一些番薯、芋

头等杂粮充饥。有时甚至没吃饭也说吃了，宁可挨饿也不给群众添困难。他的穿着也十分朴素，

本来衣服就不多，但 46 年敌四六五团“清剿”白沙地区时，武工队几天没有粮食了，他就卖

了两三件衣服，换点杂粮吃一顿。他这种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同志们勒紧裤带坚持艰



苦斗争。

张书坚机智勇敢。战斗中，他常常带头冲锋陷阵。平时，他也善于同敌人斗智。46 年 3

月，他佯装看风水先生，同朱香廷去龙潭联络，途中遇上一队敌人，但又无别处可躲开，他索

性迎上前去，给敌人的军官“看相”。他对那个军官说：“你脸上那颗痣很好，是官痣，日后一

定升官发财。”接着，还给那个军官讲起“相经”来，那个军官听得入了迷。他俩就这样通过

了敌人的检查。

46 年底，他去白沙龙颈村联系工作，被敌人哨兵发觉，他因哮喘病发作走不动，不幸陷

入敌手，被关押在山口镇。白沙党组织曾设法营救，但目的未达。47 年初，敌人在北海秘密

杀害了张书坚。时年三十八岁。邹秀才（贞业）有诗一首，悼念张书坚：

三十五年浦水滨，腥风血雨海扬尘；

人民遭殃英雄死，慷慨悲歌泣鬼神。

群众犹思三叔公，勤劳纯朴党人风，

三餐咸菜番薯粥，一样坚贞气若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