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世 聪（1909－1945）

张世聪是广东省合浦县白石冰乡（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大成公社）人，1909 年出

生在白石水乡勾刀水村，乳名云生，字学明，排行第二，乡亲们都叫他“世聪佬”或“张二叔”。

他家世代务农，到了父辈，略有积蓄，生活稍为富裕，其成份约相当于当地的小地主或富农。

父亲早死，由母亲抚养成人。在张世聪领导武装起义后，家被焚毁，田地财产被抢夺一空。张

世聪生前是个职业革命者，牺牲后由妻子劳动养育三个孩子成人，从 1940 年到土改这十二年

间就是这样过去的。土改时，评他家为地主是违反政策和毫无根据的，至今还是个冤案，真是

岂有此理！

张世聪开始入学，就很勤奋读书，成绩很好。1928 年秋，考入广东省立第十一中学（即

廉州中学），六年学校生活中，他品学兼优，多次得到表扬奖励。1935 年 9 月，考入广州中山

大学文学院文史系。他在中学时代，已接触进步文艺书刊，在中大，受到进步同学的帮助，加

上“12·9”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影响，思想有很大进步，积极参加广州大中学生抗日救亡示威

游行，是 1936 年 1 月的“荔湾惨案”参加者。当时就靠他勇武有力和反动军警搏斗，才冲出

重围。1936 年 11 月，由陈任生介绍，参加“中青”（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8 年夏天，

也是由陈任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张世聪一生重要转折点。从此，他走上了献身于人类

最壮丽的事业的道路。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张世聪看到平、津、京、沪相继沦陷，武汉、广州形势危急，便决

心放弃学业，走上抗日最前线。1938 年 9 月，他回到合浦，县委派他回到故乡白石水开展山

区工作，和朱兰清、许家骅等同志一起，在白石水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开始宣传组织农民工作。

1939 年 5 月党案事件后，县委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山区，决定建立以白石水为中心的农村根

据地，派县委委员．何世权兼任白石水中心区委书记，张世聪为统战委员，並从廉州北海调来

知识青年党员二十多人到白石水工作。

张世聪在山区农村，布衣草鞋、粗茶淡饭，深入各村各户，访贫问苦，开办识字班夜学，

发动群众；同时也注意做好上层人士工作。因此，他在白石水、张黄、旧州（泉水）有很高的

威信和号召力，他兼任了东馆、金街、红岭、白石水四间小学校长，把从城市调来的党员干部

安置到这些学校，一面教书，一面深入发动群众，首先发展党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建立了

柑子根、勾刀水、金街、红岭四个党支部和白石水、茅坪两个特组，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

员近百人，掌握抗日自卫团两个多大队，並且开始改造地方政权。几经斗争，张世聪被选为白

石水乡乡长，朱兰清被选为旧州乡副乡长，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当时且寇已占领钦、防、南宁，並已占领横县，直逼灵山，合浦已处于敌后。国民党正规

军都龟缩到广西内地，留下一些地方行政人员和武装，他们勾结汉奸特务，敲榨勒索人民，偷

运米粮和军用物资给敌人，造成敌后人民生活极其痛苦。因此党组织领导和开展反走私资敌的



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首先向白石水地区开刀。1940 年 5 月，伪县长李本清率领十

个自卫团大队，围攻白石水地区，烧学校，捉老师，抢劫财物。白石水人民忍无可忍，在张世

聪带领下，奋起自卫。参战的武装农民达二千余人，在东馆、金街、大成、勾刀水等地，打得

敌人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只能困守据点，不敢出动。

正当白石水武装斗争顺利发展时，党内一些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影响较深的人，认为这场

斗争是不合法的，触犯国民党，影响统一战线。因此，要张世聪他们停止斗争，张聪不听这一

套，他们就把何世权、王克、卢文等领导骨干调走，使张世聪和农民武装处于孤立无援地步，

国民党反动派乘机调集了一个保安团进行围剿。张世聪等带领农民武装上山坚持，经过一年多

的艰苦日子，终于被迫解散。1941 年 11 月张世聪被调到遂溪县界炮镇老马村，在老马小学当

教员。这实际上是惩罚他。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愉快地工作。

1942 年 2 月，日寇在雷州半岛登陆。张世聪领导农民组织“锄奸小组”和“联防队”与

敌伪军和汉奸开展斗争。1943 年，日寇占领海康县，张世聪在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游击队，

消灭汉奸周之墀部队。在另一次和日寇遭遇战中，张世聪身负重伤，爬行二十多里，为群众救

回驻地。

1945 年春，合浦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南路特委任命张世聪为南路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第三

支队长兼政委，计划把合浦起义武装编入建制。张世聪随同第二支队回到白石水地区，队伍未

及整编，即和国民党正规军保安团展开一系列战斗。敌众我寡，第二支队被迫撤离合浦，张世

聪带领少数部队转战合灵边界。此时，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阮明被捕牺牲，特

委任命张世聪兼任。张世聪临危受命，带领新组建的队伍坚持战斗。

1945 年 5 月 6 日，张世聪带领指挥部一部分人员到白石水乡大窝山（现属大成公社柑子

根大队），被敌一五五师围攻。张世聪指挥队伍一边还击一边撤退，他在掩护撤退中不幸中弹

牺牲。

张世聪牺牲后，战友们秘密把他的遗体安葬，仍然打着他的旗帜战斗。广大人民群众仍然

坚信张二叔活着。他的英名鼓舞着千万人去战斗。直到解放后，他们才知道敬爱的张世聪已英

勇牺牲了。

张世聪和许许多多先烈一样，用热血谱写战斗的壮歌，用生命开拓革命的道路。他在人间

只度过三十七个春秋，却象一支火炬，光照人间永不熄灭。他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永远

是每个革命战士学习的榜样。

张世聪有个胞弟张世柏，原来是廉州中学的学生。白石水农村根据地开始建立时，他放弃

学业，和一位堂兄弟张世瑶回乡参加工作。他工作非常积极，不久，就由岑月英介绍入党。1940

年 5 月 30 日开始武装斗争时，他和张世瑶两个扛着两支枪参加战斗。6 月 3 日，在和伪县兵

连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张世柏死时，年仅二十出头。其实，张世聪为革命牺牲的不只是一

个亲弟弟，还有他的勾刀水村被火烧光，兄弟子侄和乡亲们大批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革命，他的家全毁了，妻子带着孩子没处安身，

投奔他乡。这是多么壮烈的一幕！这是千万个革命者的写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