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永 源

徐永源，又名徐伯年，人长得高大，同志们叫他高徐。他是合浦县公馆人，1917 年 6 月

出生在公馆浪坡徐屋场村一个中农家庭。

他受过比较完整的教育，小学是在白沙宏德小学读的，初中是在公馆五中读的，高中是在

廉州中学读的，还在广西大学读了两年半的法律系。

在他读五中、廉中时，受到进步老师和同学影响，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9 年 3 月

在廉中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党以后，还读了一段时间书，参加校内一些活动；1944 年 7

月，才回到县里工作。

1945 年 1 月，他参加南路抗日武装起义，担任抗日游击大队中队副指导员、指导员；1945

年冬，负责灵南游击队党的负责人、营政委。1948 年 9 月，在合东南区工委担任县委委员、

工委副书记、合钦灵边工委书记。这一段时间，他主要负责军事，任游击队领导工作。

合浦解放后，他担任北海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北海镇人民政府镇长、书记，

北海市人民政府副科长、科长，市委工业科科长，合浦专署农林水利办主任，广东省总工会合

浦专区办事处主任等职。

这里有一段插曲。合浦解放时，党组织力量比较大，有党员一千二百人，知识分子多，干

部也多，眼红病的人就想出毒计，肆意制造冤假错案。他们制造出所谓“十大强国特务案”，

迫害死开明进步人士蔡振玮等。1955 年 8 月，他们在北海制造所谓“共产主义左翼联盟”案，

把徐永源、周洪英等人打成头子，迫害审查了一年多。当然，这一些都是那些官迷心窍的眼红

病人捏造的，现在已经平反了。但从这事联想到后来的“反地方主义,和十年动乱，他们想把

合浦的党员干部斩尽杀绝，並非无根无源的。当然这些历史小丑也没有好下场，以害人开始，

以害己告终。

1958 年 11 月，徐永源被调到广州，担任生产、经委副处长，省物资厅副处长，省物资学

校副校长，梅县地区物资局党委书记、局长，省物资局储运公司副经理、党委委员等职。他二

十多年都是搞物资工作。当然，在“文革”中少不了被冲击，下放劳动等，这是不足为奇的了。

1983 年 7 月，徐永源被批准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