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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 1939 年到 41 年间，政治斗争非常激烈。这时候，在合浦等地出现一

宗宗使国民党甚为震惊的事：一夜之间，在全县各地，甚至灵山、廉江等地，出现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的宣言和告同胞书。这些宣言、告同胞书，都是铅印的，

排版合理、印刷精美，象一颗颗精神原子弹，投向反共反人民的亲日派。当时在人民中间流传

说这些传单是从延安印好，用飞机送来的。又有人说是广东省委从香港印制运回来的。实际上

许多人都不了解其中内幕。我们这里介绍一位非凡的人物一一这些传单的印制者何国达同志。

何国这是 1936 年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的初中毕业生，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

校时已同进步学生庞自、赵世尧、卢文、谢王岗等志同道合，毕业后亦经常参加抗日救亡的社

会活动。1938 年，抗日形势紧张，合浦一中的党员和进步老师，带领一部分学生到小江长塘

山成立一中分校。当时，北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意识培养何国达，让他以社会青年名义参建

分校同往小江。这个分校在小江从未上过高中课程，而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主要搞抗日

救亡宣传工作，组织抗日的武装力量。他们还用油印机翻印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分发

到合浦、灵山等地。负责刻蜡板的就是何国达、耿宪修。

与此同时，灵山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文法，通过亲戚关系，动员北海新新印务局负责人陈锡

汉，将该印务局（是与何国达等人合资经营的）迁往灵山出版灵山日报（进步的地方报），于

1938 年夏发行，为做好党的宣传工作，争取到一个重要阵地。

当时的灵山日报需经国民党灵出县党部的检查，所以只能隐晦地刊登一些宣传抗日救国的

文章。1939 年冬，日军迫近灵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趁机动员陈锡锡汉，将印刷厂转移到合

浦县小江镇潘屋（即现在的浦北县县委招待所隔壁），以印刷灵山日报为掩护，日夜不停地为

中共地下党印剧宣传品、革命导师著作以及翻印八路军新四军重要布告、快邮代电等。特别是

“皖南事变”后，很快就印刷、散发我党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快邮代电，使国民党反

动派莫名其妙，不知是哪里印刷的。那时候，直接邻导这项工作的是谢王岗、卢文，骨干力量

是何国达，並得到陈锡汉的默许。

印刷厂除了负有以上的使命外，还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领导人深感该厂只有何国

达一个共产党员，应付不过来，便指示他在厂内物色、发展党员。青年工人蔡维中、张其奎、

包德璋等三人就是第一批发展的对象。蔡、张二人于 1939 年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1 年，政治形势恶化，印刷厂有迁离小江的必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出主意，顺水推

舟地把印刷厂的全套装备售给博白县伪县府。这样就结束了该厂在合浦的使命。然而，何国达

的劳绩却永远铭记在同志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