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万 吉

他 1918 年 7 月出生于广西合浦县白龙乡，1936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风风

雨雨，把他锻炼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现是北海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城市规划

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他是个遗腹子。母亲产后忧郁成疾，三个月后与世长辞。舅父便作主把他送给北海一个商

人作养子。他少年时在钟辉廉之父办的私塾读书，后相继到香坪小学、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

初中班就读。在此期间，江刺横、李雄飞、冯务周、冯王其、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和钟竹

筠为革命英勇献身，以及斜阳岛农军战士壮烈牺牲的动人事实，给他的印象极为深刻。他开始

思考人的生与死是为了什么，社会现实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应如何作判断等问题。在以

后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步找到答案。

1933 年下半年，黄万吉及其他十多人在北海何醒予家组织“静励斋”读书会。大家阅读

进步书刊，交流读书心得，出版《大风》诗刊，从而走上新文化运动的行列。

1935 年秋，黄万吉到广州广雅中学读高中，空余时间常到合浦学会活动，还积极参加“踏

绿社”、“广州新文字分会”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活动。是年冬天，“12·9”运动席卷广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山大学、广雅中学的学生为主体，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持续了一个多月。1936 年“1·13”广州荔枝湾惨案的翌日，中山大学的学生领袖冯道先被捕，

后被杀害。广州学生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被镇压下去。老师冯道先的死，使黄万吉更懂得人

生的价值，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莫让年华付水流。当年暑假期间，

黄万吉回到北海度假，与赵世尧、冯廉先一起在合浦一中举办世界语学习班和汉语拉丁化新文

字研究会，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

1936 年下半年，广州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黄万吉在广雅中学组织

了一批进步学生，开展读书、歌咏、演戏等活动。同年 11 月，黄万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广州学生运动的核心一一“广州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成立，简称“学筹”，

由几间学校派出代表组成领导机构。黄万吉是广雅中学的代表。当时他已是中共广雅支部书记

（广雅中学迁址顺德碧江）。该校党支部除了加强学运工作外，还积极开展农村工作，为珠江

纵队二支队在这个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8 年春，省委决定成立南（海）、顺（德）县工委，黄万吉任县工委宣传部长。是年 1O

月，日寇侵占广州，顺德成为沦陷区。在中区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决定调黄万吉去新兴县做重

建党的工作，先后任县特支书记、县工委书记。此后直至 42 年的几年间，黄万吉先后被调往

德庆县委、广宁县委、三水县委、罗定县委做领导工作。

1943 年 2 月，因粤北广东省委遭到破坏，按党中央指示，西江特委决定把黄万吉及其爱

人朱瑞瑶（广东省委委员、妇女部长）撤回原籍（北海）隐蔽。黄万吉先后到合浦六中（石康）



和北海圣三一中学当教师，向学生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团结进步师生，开展对

反动分子的斗争，孤立打击少数顽固派。

1946 年 8 月，廖铎（“四眼刘”，廉北联络员，后为判徒）前往北海接收黄万吉及其爱人

的组织关系，黄万吉发现刘不使用约定的联络符号，对他假恶丑的面目，有所警惕，拒绝交出

党的组织关系。

1949 年 4 月，合东南工委成立，何醒予（组织委员）派人回北海与何国达联系建立情报

小组。黄万吉等同志负责搜集国民党军、政、警、特的活动情报。9月，合东南工委紧急布置

接管城市工作。黄万吉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一起积极筹备。11 月，国民党残兵败将云集北海

地区，兵多于民，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暂六军逮捕了黄万吉。直到“12·4”北海解放之日,

他才从枪林弹雨中逃脱。

“北海解放后，黄万吉参加军政委员会工作，接收北海海关，任军代表，后改任秘书科长。

54 年以后，黄万吉的主要精力用于搞城市建设工作。

1958 年黄万吉被错划为右派，被派去涠洲岛负责港堤建设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黄万吉的错划得到纠正，复任市城建局副局长。现在，他正在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把北海市建

设得更加美丽而努力工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