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岑 月 英

她是我们革命队伍的娜拉，敢想敢说敢干，大胆泼辣，能文能武，是敢和老同志一起冲锋

陷阵的女战士。可是她的命运，她的家，她的亲人的遭遇太惨了。同志们很爱她，尊敬她。她

的家解放前后都是招待所、交通站。她把她的热情，温暖每个同志的心，不愧是我们合浦党组

织的大姐。半天、大姐、岑大姑，是人所熟知的。

岑月英（化名黄翠珍），又名岑苏民，自号半天，半天是同志们对她的爱称。1918 年 8 月

出生，合浦县廉州镇石桥街人，六岁进廉州女子小学，初中在廉州中学就读，1937 年毕业于

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1938 年 4 月由何世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合浦党组织较早的女

党员之一。

岑月英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历任合浦抗日先锋总队妇女部负责人、白石水地区勾刀水党支部

书记，白石水中心区委委员、广东省南路民众第九抗日游击司令部（简称“南九”）特别支部

组织委员、遂溪县委机关支部书记、南路特委联络站负责入、“老一团”政工队副队长、云南

省东南公学区指导员、十万山三支队工作队指导员、百雀区工委书记、钦东特区书记、廉州镇

委书记兼镇长、南宁市法院副院长、南宁市监察局局长、南宁市妇联主任、南宁市监委副书记、

兴宁区党委书记、南宁市档案局副局长等职。

1939 年 2 月，她和罗德崇、李华良等三位女同志接受党的委派，跟随刚从中山大学回来

的张世聪同志到白石水地区传播抗日火种。他们以教书作掩护，以勾刀水学校为基地，开展革

命活动。在县委特派员何世权（李英敏）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她和张世聪、李华良、罗德崇等

同志一道，在当地农民、烧炭工人、教师、学生、饭童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白石水地区

的第一个以贫民为主体的党支部一一勾刀水党支部。

1939 年 5 月，中共合浦地下中心县委突然遭到敌人破坏。岑月英同志听到这消息，噙着

泪水发誓：“-定要向敌人报仇！”从此，她更加奋发工作。晚上开会、学习、当交通、接关系……，

什么事她都不辞辛劳地去做，常常是晚上摸黑翻山岭，日里只身走百里，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

外。

1940 年春，她和朱兰清、邱成绩、何正三、何正四等同志，代表白石水地区群众向国民

党当局请愿，明确地提出：反对无理撤销张世聪校长职务，要伪县长收回成命，反对汪派汉奸

制造摩擦，反对“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反对运米资敌发国难财，取缔奸商，平抑

米价，保障人民生活。她和同志们在荷枪实弹的敌人面前义正辞严，迫使伪县长答应要求，请

愿取得了胜利。同年五月，在县委和白石水中心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她跟随张世聪等同志，在

白石水地区动员各阶层抗日人士七、八千人，搞团练，开誓师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长

期武装斗争，打响了南路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1940 年 6 月，岑月英同志离开白石水地区。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她和庞自、王资



桐、黄翠琼、刘胜英、罗永莹、王文昆、郭洛、利培凤等人，接受谢王岗同志的布置，到广东

南路民众抗日第九游击司令部（简称“南九”）

工作，在敌后传播革命种子，发展组织，掌握敌后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南九”司令陈竹

朋原是国民党旧军官。他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便在“南九”成立一个政工队，吸收岑月英他们

去工作。他们在去“南九”之前成立了一个特别支部，由庞自任支书，岑月英任组织委员，罗

永莹任宣传委员。他们到“南九”后编为两个小组活动，在群众中访贫问苦扎根子，在士兵中

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群众说他们这班人“天上知一半，地下都识齐”，连“南九”的司令、太

太、参谋、副官、大队长对他们也十分信任。他们在那里培养了一些发展对象，在群众和士兵

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1940 年 11 月，由于形势的变化，“南九”解散，岑月英等人为了落地生根，坚持在钦州

地区工作，便争取地方绅士办学。他们支部的大部分同志都分散在钦州地区的乡村教书。一个

深冬的夜里，岑月英和郭洛、黄裕起不幸被捕。他们在狱中始终坚持抗日的立场，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阴谋，迫使敌人只好将他们交保释放。

岑月英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顾个人安危；在解放战争时期西征

东战，不怕流血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几十年，直到 1967

年离休。现在，她还在不遗余力撰写党史，为党工作不休。

她的哥哥岑运彬，是合浦著名医生，在十年动乱中，被一些坏蛋惨杀，至今指使者还逍遥

法外。她的爸爸岑麟祥是广东有名的老中医，当时他在广东中医学院当教授，被人陷害，开除

回乡，晚景十分凄凉，最后病瘫在床上，直至死亡。岑月英自从走出封建家庭，和丈夫决裂，

孑然一身，过着独身生活，把她的毕生精力献给党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