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铭 金(1920－1977)

陈铭金，又名陈荣正，广西合浦县公馆区白沙乡两甲水村人，1920 年秋出生子白沙乡一

个农民家庭。

他在家乡读完小学后，1935 年考入合浦第五中学（即公馆五中）初中班。当时五中有一

批进步老师和职员，如张进煊、庞达、何世权、张九匡等，对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开展进步活

动，特别是 1937 年春，张进煊、何世权和张九匡从广州回来，在五中担任教师，他们三人都

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青）的成员，在五中建立了第一个中青小组，也就是合浦县第一

个中青小组，向学生传播抗日进步思想，组织秘密读书会、时事讨论会，辅导学生读马列主义

和革命书刊，开展各种抗日进步活动，陈铭金就成了这种革命活动的骨干分子，他和张九匡是

同乡，两人接近比较多，深受张九匡的革命思想影响。

1937 年秋天，五中一批反动教师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诬陷张进煊、何世权是“共匪”，

並连累到进步校长石端。这些反动分子煽动学潮，软禁了张、何。陈铭金和一批进步学生，坚

决站在张进煊、何世权、张九匡一边，和反动分子斗争。张进煊和何世权离开学校后，反动分

子把陈铭金开除学籍，他仍和张九匡联系，进行抗日进步活动。

1938 年 2 月，合浦党组织建立后，公馆、白沙相继建立党组织，第一位领导人就是张九

匡。在张九匡教育启发下，1938 年秋天，陈铭金经张九匡介绍参加了党。陈铭金入党后，思

想有很大进步，工作十分积极，成为白沙公馆党支部（后来改为白沙区委）主要骨干。他先后

担任过支部委员、支部书记、区委委员。

1940 年 7 月，陈铭金到南路特委训练班学习，10 月被派到合浦西场区委任区委书记。不

久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怀疑是共产党逮捕，后来没有什么证据释放，党把他调出西场，派到灵山

工作。不久，他一次在去小江旅途中被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也因为“形迹可疑、查无实据”

释放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县城一间客栈当工友，吃了一些苦头。这个陈铭金“土”气十

足，不大会应付环境，同志们叫他做“怪人”，其实他是个忠诚老实的战士。

1942 年秋，党派他到灵山平山灵家村工作，他一面当教师作掩护，一面深入农民中，进

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农民子弟陈铭金，这点並不外行，做得又实在又有效，因此这些农民

的思想觉悟高，党的组织逐步发展起来，成为灵山县农村党组织比较好的地方。陈铭金这个“怪

人”就这样显露出他对党的忠诚和才华。

1944 年 3 月，党把陈铭金从灵家村调出来，协助县特派员阮明的工作。阮明当时负责钦

廉四属的党工作，不是专门留在灵山，许多工作得由铭金去做，他是阮明的得力助手。

1945 年 1 月，阮明夫妇在合灵交界地方被捕牺牲，陈铭金在这关键时刻，接替阮明担任

特派员，领导灵山的武装起义。

这次南路各县武装起义，虽然遭遇一些挫折，有些队伍散了垮了，但也有不少坚持下来。



灵山这支队伍，在陈铭金指挥下，坚持下来，成立了南路人民解放军灵山大队，陈铭金兼任政

委。这是一支顽强战斗的队伍，震撼了灵山的敌人营垒。

从 1948 年到南路解放，陈铭金担任粤桂边纵队第十八团政治委员，也是中共灵山县工委

书记。不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他已学到一套领导指挥的本领，最后配合南下野战大军，解

放了灵山，解放了南路。

解放后，陈铭金仍然担任中共灵山县委书记。1951 年 8 月，他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政治

经济学，三年艰苦的理论学习，使他学有成就。结业后分配到广东省党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

研室主任。正当需要他施展教学才能时，那个所谓“反地方主义”龙卷风来了，他不能忍受对

地下党游击队的攻击，说了几句公正的话, 1958 年 3 月，被定为合浦地方主义头子之一，划

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级，送到白云山农场、党校农场劳动。直到 1962 年 2 月，才让他

到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陈铭金是有残疾的，参加革命时只是初中文化程度，可是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身残心不

残，任何险恶环境也能处之泰然，刻苦学习。在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埋头研

究，埋头写作，1977 年 1 月，因病逝世。即使在那种气氛之下，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也承

认他的工作精神和理论研究的成就，为他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

1979 年 2 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广东省党校确定陈铭金的所谓问题是个错

案，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有待遇。当然，他不可能知道了，但大大温暖了

他的亲人和战友、乡亲们的心。他的一女两子都长大成人，可以继承和完成他们父辈未完成的

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