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显 枢(1917－1982)

苏显枢，灵山县文利香山村人，生于 1917 年 2 月，少年时代，就读于香山小学、武利小

学。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苏显枢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在合灵边区坚持武装斗

争至解放。他是合灵武裝斗争中的优秀指挥员之一，是党的忠诚战士。

45 年 2 月初，合浦起义爆发。3月中旬，苏显枢率领数十人，携轻机一挺、步枪数十支举

行合灵南起义，建立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灵南中队，中队长苏显枢、指导员岑焕样。此后合

灵南中队汇合南路二支队和合灵各地起义队伍，在灵南开展斗争。

南路二支队东撤高雷后，敌人重兵“清剿”我合灵南、合中北和灵山地区，敌情严重。苏

显枢率领合灵南中队，于 6月初北上灵东芳龙地区，汇合小江大队、灵山起义部队。三支队伍

的指挥员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大敌压境，应向钦、防发展，因此决定西进十万山。6月上旬，

西进队伍四百多人从大洞口出发。因沿途无群众基础，路途不熟，适遇阴雨连绵，敌人又前堵

后追，部队被迫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在灵西一带转战了七昼夜也没有饭吃，饿了只能以野菜

充饥，还牺牲了岑嘉毅、张家保、李廷谦等一批骨干。队伍减员过半，西进部队被迫折返灵东。

苏显枢率合灵南中队数十人返回原地坚持斗争。

45 年 8 月，苏显枢率合灵南中队汇合西场庞殿勋部，在武利江上生擒国民党远征军司令

派往南路的谍报组，缴获电台一部，国民党钞票一百五十万元和物资一批，这给困难时期的合

灵军民极大的鼓舞，也解决了游击队给养上的部分困难。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艰苦岁月里，苏显枢率领合灵南中队转战于武利江两岸，先后汇合道

歌北陈定恭中队、冲堀垌陈文兴中队、文利周秀理中队和大成黄家祚中队，大胆攻打多蕉、升

平、怀安等乡的反动据点，鼓舞了合灵边区军民的斗志。同年底，在陈明景的领导下，这几支

队伍合编为合灵南大队，大队长苏显枢，政委徐永源，下辖两个中队，约一百六、七十人。

46 年 2 月，苏显枢、徐永源指挥了榕木角突围战，打得非常漂亮。16 日，合灵南大队七、

八十人在榕木角村掩蔽休息。翌晨，被敌合浦县警备第二大队和乡、保队七、八百人包围。在

苏、徐的指挥下，我部队凭炮楼围墙固守，与敌激战一昼夜，毙伤敌数人。17 日深夜，我部

队与村中群众巧妙地突出重围，无一伤亡。

47 年 2 月，谭俊统率合灵南大队、灵山大队和灵山部队三百余人西进十万山，同钦、防

部队会合于东山地区，共同摧毁丁防城县东南部的一批反动政权，扩大了游击区。苏显枢带领

的合灵南大队在这一斗争中，作战勇敢，为扩大十万山游击根据地贡献了力量。

47 年 5 月，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成立，团长陆新，副团长苏显枢、朱伟，政委陈

明景、参谋长卢传义，下辖七个连，共五百多人。同年 9月，合灵南区军政府成立，代主席陈

志云（陈明景）、副主席苏显枢。军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惩治反革命”、“减租减息”、“征粮



征税”等条例，在武利江等交通要道设立征粮征税站，建立民兵组织，成立农会，同时设立交

通站。至年底，由灵南、白石水到乌家、西场等地，方圆六、七十公里联成一片，人民群众热

烈拥护军政府。这是合、灵两县第一个人民政权。它的建立，对巩固发展游击根据地，保障部

队供给，壮大武装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办显枢还担任过南路人民解放军新编第六团副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

十一团团长等职。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岁月里，他立场坚定，作战勇敢，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钦

廉四属地区，建立了功勋。

解放后，苏显枢历任南路地区公安处行政科副科长，合浦军分区二十四团作战参谋、二营

代理营长，广西军区暂编一团营长，北海市工商局秘书，钦廉海员工会主席，北海市农场场长，

北海市第三届政协委员等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苏枢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光明磊落，能上能下，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不愧为我党的一个好党员。

由于战争年代的条件艰苦，他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和风湿病，无法坚持正常工

作，于 1964 年离职休养。

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苏显枢又遭到极左思潮的冲击，惨受推残。但他仍然坚信我们

伟大的党，带病坚持撰写了数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给后一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1 年，苏显枢患了肝癌，但他十分关心党史资料的征集编写工作，甚至在病榻上还热

情接待来访的党史工作人员，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1982 年初，苏显枢病情加剧，处于弥留

之际，他还坚持口述，让他人代写史料。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贵品

质。

苏显枢逝世于 1982 年 4 月 16 日，终年六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