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 璧 光

卢璧光，又名卢蔓茜，合浦（今浦北）县福旺乡枫木水村人，中共党员，中山大学毕业生。

近四十年来，他先后在浦北、灵山、南宁等地从事教育和党的地下活动工作；解放前后曾先后

担任过教员、教导主任、校长、教育科长、区长、财办主任等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是钦州地区教育战线的著名人士。

卢璧光生于 1913 年农历 2月 5日，九岁启蒙，先后就读于寨圩、廉州、福旺等地；1930

年随堂兄卢仁光到广州求学，考进中山大学高中部，三年后升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卢璧光从

小就勤奋好学，要求上进，在中大高中就读时，经常和曾振声（曾生）、钱兴、粟稔、韩瑶初

等进步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刊，并定期讨论。他们尊崇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常去听他

俩上的“社会进化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课。升入大学后，卢璧光更自觉要求进步。当一

些反动教授上课时，他便到阅览室去看书，还把第三国际的机关杂志《国际周报》拿回宿舍去

偷偷地看。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熏陶下，卢璧光思想觉悟得到不断提高，积极参加“12·9”

抗日宣传活动，并与亲日派邹鲁（校长）、郑彦芬（法学院长）等进行斗争。对此，邹、郑等

反动派恼羞成怒，竟然决定开除曾生、钱兴、粟稔等十多名学生领袖的学藉。后在广大师生的

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收回成命，撤销决议。1935 年间，卢璧光还和张进煊、张世聪、韩瑶初

等同学与包办合浦留省学会吹棒林翼中的庞文晖等人进行斗争。卢壁光还和黄道辉编辑出版会

刊《涌潮》，并发表了《法西斯主义论》的文章，揭露蒋介石施行法西斯手段，妄图消灭共产

党、镇压抗日群众的罪行。

1937 年 8 月，卢璧光应合浦简师校长覃炳璋之请，和黄燕帆一道离开广州，回合浦简师

任教。卢璧光积极组织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校长覃炳璋见学生学习努力，思想活

跃，心里十分高兴。可是也有部分教师（如陈树林、陈树森）表示反感，准备辞职。可是校长

覃炳璋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结果二陈真的辞职而去了。

1938 年，合浦简师由有一定进步思想的谢以楷任教导主任，学校救亡宣传工作更加活跃。

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卢璧光还在《合浦日报》发表有关简师抗日宣传工作的文章。不久，他

收到张进煊同志的邀见信。同年 8月，卢璧光到合浦廉州中学与张进煊会见，经张进煊同志介

绍，卢璧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合浦北部的第一个党员，入党之后，卢璧光工作

更加积极。10 月党组织派陈业昌到合浦简师任教筹建党支部，接着县委领导成员陈任生同志

也到简师指导检查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简师先后发展了黄燕帆、蒙英翰（学生）、曾

庆彪、蒙英京等同志入党。于是，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合浦简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搞得

更加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1939 年，简师情况发生变化。教师陈耀堂夫妇公开反对救亡宣传，主张读书救国；部分

顽固的教师和学生也高喊：“简师被赤化了!”八区专员公署也参与镇压学生救亡运动。不久，



合浦县委遭受破坏，领导成员陈任生等同志被捕，关押在石塘钟秀岩里。当时，简师地下党支

部曾派人去探监，并多次商量劫狱办法，结果未能如愿。这期间，陈耀堂夫妇宣布辞职，校长

覃炳璋旧病复发回家休养，学校领导由陈业昌代理。

1940 年初，日寇进迫灵山，威胁石塘，狱卒仓惶逃路。陈任生等司志乘机越狱，由谢王

岗同志带领到卢璧光家乡福旺枫木水村避难。简师进步书刊及陈业昌同志一家也一起疏散到卢

璧光家里避难。同年七月，简师进行改组，校长由反动头子梁宝雅担任。卢壁光成了“异党分

子”和“赤化人物”，被迫弃职返家，並从此与党组织中断了关系。

1940 年 9 月，平睦地区梁贤豪（中大同学）接任平睦中学校长。他亲自登门请卢璧光出

马组阁。卢璧光接受聘请，担任该校教导主任职务，直到 1942 年 8 月，平睦中学挂职校长梁

贤豪被解聘，卢璧光才随着被解聘。1942 年 9 月，经粟稔同志介绍，卢璧光便转到广西培桂

中学（在平南西江武林口）任教，时间一年。期间他曾和粟稔同志把一部分工资捐献给地下党

组织作活动经费，并借旅行的机会到梧州交给钱兴。

1943 年 9 月至 1947 年 7 月，卢璧光先后在南宁尚实中学、中山中学、灵山简师、南宁高

级助产护士学校等地任教。在护校任教期间，卢璧光曾因支持学生去参加“3·8”纪念活动，

被反动校长袁业鉴当面警告。当时卢璧光妹妹因重病逝世，第二个孩子刚出生，生活极端困难，

后向亲友借钱，被迫离开了护校。

1947 年 9 月至 1949 年 10 月，卢璧光曾先后在新灵中学、合浦四中和合浦七中任职。在

新灵中学任职的第二学期，卢璧光曾介绍黄兆明到灵山师范任教。可是不久，灵山反动政府逮

捕了黄兆明，并扬言说卢璧光、廖琼堂（伯劳中学校长）、曾克纯等三人是“异党分子”。当时，

新灵中学董事长宁克烈害怕卢璧光被捕后影响学校的声誉，便出面与反动当局交涉。反动当局

从黄兆明口中没得到所需的东西，后由其家长请福旺大绅士黄希程出面作保，才把黄兆明保释

出来。

1949 年 12 月 4 日，灵山县城宣布解放，共产党进驻接管了县政权，卢璧光被任命为文教

科长，着手吸收知识分子，开办训练班，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第二年（50 年 5 月），由梁中光

同志介绍，卢璧光同志重新（第二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1953 年 2 月，卢璧光同志出任灵山县第五区副区长，时间半年。1953 年 11 月，卢璧光出

任灵山财办主任，时间半年。

1954 年 7 月以后，卢璧光同志出任灵山中学校长，到 1976 年 9 月止，历时共二十二年。

但在“文革”期间，卢璧光同志却被强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批斗、毒打、劳役，全家被

驱赶到农村，受尽歧视和折磨，时间长达七年之久。现在，卢璧光同志在灵山县还未得到完全

落实政策，暂借到县志办帮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