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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民革二三事
甘锋

乱世悲歌（ 上 ）

—— 一个九旬老人对日寇侵华的亲历回忆
林发海 撰述刘经国 整理

送 师 傅 返 抚 顺

特殊年代特别的父亲
王崇宁

（一）

1983年12月，高州民革成立。
早期，加入民革组织的成员，

多与原中国国民党、或民革组织、
或“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
与海外侨胞）有亲属关系。做好

“三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的工
作，促进祖国统一，是民革的一项
主要工作。高州是一个台属人数
较多的县市，据 2005 年统计，排广
东省第二。

改革开放初期，“三胞”对祖国
政策不了解，回乡探亲存在各种顾
虑。高州民革成员通过书信，向

“三胞”宣传祖国政策，邀请回乡团
聚。1987 年，高州民革党员与“三
胞”往来 330 多次。经高州民革党
员邀请回乡探亲的“三胞”，很多都
是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离开祖国大
陆30多年，回来后目睹祖国及家乡
的变化，感慨万端，与亲友执手相
看泪眼。1988年年底，返回高州探
亲的台胞达900多人。

加拿大华侨张述武先生应高
州民革党员黎宗瑚邀请，回高州观
光探亲访友，了解投资环境。张述
武参观了高州城西缅茄树，并在树
下拍照留念。返加拿大后，在蒙利
尔市《华侨时报》用半版篇幅刊登
缅茄树照片，介绍此珍稀缅茄树的
历史及国家政策。回乡之行，激发
了张述武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想
法，他计划投资开设手套厂，解决
200 多人就业，因那时高州交通落
后，张述武后来选择在深圳市布吉
镇和东莞市桥头镇各开设了一千
多工人的手套厂和成衣加工厂，并
委托茂名市制衣厂加工。

1996年，高州举办盛大的冼夫
人诞辰节，黎宗瑚借助加拿大华侨

对冼夫人的崇敬心理，于 1997年 3
月 1 日撰文在加拿大《华侨时报》
发表了《南粤大地再现冼夫人》一
文，除了报道冼夫人诞辰节的盛况
之外，还借此介绍了高州改革开放
的成就，突出宣传了高州农业发
展，尤其是荔枝、龙眼、香蕉等水果
的种植情况，增强了加拿大侨胞对
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例子还有很多。
港商翰逸峰先生应高州民革

邀请，五次到高州商谈，投资250万
港元购买三十台运输汽车与集装
箱设备，开办高港联合运输公司，
并在深圳蛇口挂牌。

民革成员龚侠祥与居港亲人
联系邀请台商到高州投资高岭土
加工及冰冻海鲜出口，龚侠祥还通
过书信发动旅居国外人员为家乡
筹建小学捐资。

香港同胞吴竞芬、吴雪琴妯娌
两人应邀回乡探亲，民革成员吴永
玉接待她们，并陪同她们回高州大
坡镇省亲，增进她们对家乡的了
解，激发思乡之情，临走时她们捐
款资助家乡的公益事业。

（二）

民革是孙中山先生爱国思想、
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的追随者。

为缅怀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
勋，1986年11月12日，高州举行系
列活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20
周年。

高州人民大会堂展出163幅孙
中山先生生平照片资料。参观者
川流不息。县城 13 间学校师生集
体参观，队伍长达三四百米，不少
师生边参观边作笔记。

高州“孙中山纪念堂”举办孙
中山学术报告会，各级党政有关领

导、各民主党派、搞学术的、社会知
名人士、中大校友，等等，济济一
堂，座无虚席，所作报告长达三个
半小时。活动还编发了纪念专
刊。有民革党员撰了一首诗，题为

《愿海峡两岸洒满爱》。
整个纪念活动持续八天，参加

人数达一万一千一百多人次。活
动规模之大及影响之广泛，为解放
以来之最。

2000年秋，为配合民革广东省
委会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暨孙中
山先生诞辰 135 周年编印《孙中山
在粤史迹》一书，高州民革党员多
次走访了高州孙中山纪念堂、高州
中山公园、高州一中（原德明中
学），还搜集影印了《任命熊英职务
令》等资料。

2000年，高州举行辛亥革命纪
念会，时任民革高州总支部主委熊
捷在会上发表了《发扬辛亥革命传
统，争取祖国早日统一》的讲话。

2008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
的纪念日，孙中山先生孙女孙穗芳
博士到高州访问。孙穗芳给高州
赠送了其亲笔书写的“博爱”“天下
为公”两幅书法作品及其主编的

《国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
为寻访民革前辈足迹，高州民

革多次组织党员到孙中山故居、李
济深故居、蔡廷锴故乡，以及重庆、
武汉等地的纪念场馆，开展“观故
居，走多党合作之路”活动。

（三）

民生主义即博爱，孙中山先
生“三民主义”的要旨之一。为继
承和发扬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
高州民革致力教育事业，做到“有
教无类”。

上世纪80年代，适龄青少年入

学率不太高，当时国家对教育的投
入不高，高州民革决定把教育作为
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切入口，
1986年 8月，成员集资接办了私人
开办的位于高州城区北街菠萝步
的育新中学。民革党员黎宗瑚任
第一届校长，育新中学成为高州民
革主办的具有党派办学特色的一
间全日制普通中学。

起初，资金、师资、后勤等方面
困难重重，校长带头领最低工资，
后来又把领到的工资资助生活困
难的教师，校长、主任等校领导甚
至亲自动手砌炉灶、修课桌，节省
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县委统战部、
镇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渡过了最
艰难的一段时期。

一年后，学校由接办时 20 个
学生发展到 180 人，1987 年学生达
到 320 人。随着生源的增加，校舍
设备不足又成了新的问题。1987
年 12 月，民革茂名市委会将租到
的茂南区金塘镇车田坡原南油测
井大队旧指挥部的 48 间闲置砖瓦
平房及空地，转租给高州民革继续
办学。

1988年5月30日，学校定名为
茂名市育新中学。

1988年秋，高州民革成员黄慰
涛、吴永玉、吴济中来到学校开展
改造工作，他们看到校园杂草丛
生、树下蚊蝇成群、室内蛇鼠痕迹
显现，而且缺水缺电，天气酷热，条
件十分恶劣。不管怎样，三人仍排
除万难、争分夺秒筹备秋季开学各
项工作。购材料、搞装修、改校舍、
添设备、聘教工、招学生……时间
紧，任务重，人手由 3个人增加到 5
个人，仍然忙不过来，教工亲属包
括探亲的学生也参与帮忙，和木匠
泥水工一起夜以继日工作。有时

连吃饭也没时间，就随便吃点干粮
应付，眼困了就打个盹，还经受日
晒雨淋、蚊叮虫咬等各种困难。

通过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奋
战，一个宽敞整洁、林木苍翠、环境
优雅的校园展现在人们面前。6间
能容纳七八十人的课室、30多间宿
舍、干净明亮的厨房和设备、200多
套课桌条凳……还打了一口三眼
水井，解决了用水困难。

大家不敢相信，校舍修缮进展
如此神速，改造力度之大，学生及
家长慕名前往参观，交口称赞。招
生旗开得胜，430 名新生，分 6 个
班，高中4班，初中2班，9月开学时
仍有学生络绎不绝报名，因校舍限
制，只好作罢。

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多是无校
可读的低分生，虽然做到了有教无
类，但也曾给学校的教学秩序带来
一定的冲击。有学生结交社会闲
散人员，常跨墙出没于校内，时而
在教室窗外干扰，甚至对学生敲
诈勒索殴打。学校为此加高了围
墙，墙上插上了玻璃碎，防止坏人
出入校园为非作歹，并与隔壁玻
璃厂老板商议，玻璃厂和学校各
雇佣一名民警，共同维护保卫校
厂治安，联防联控。学校还加强
自卫，成立了护校队，教师和有武
术基础的高中学生及校警一同做
护校工作，一次又一次驱逐外来
干扰，同时对内劝退屡教不改的
学生。1990年秋，学校又聘请一位
当地有名的武术教头任该校武术
教师，兼保卫工作，另外聘请当地
派出所负责学校的治安管理。自
此，学校成为了秩序良好、纪律严
明、学风优良的好学校。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和突出
民革特点，1988 年更名为“茂名市

中山中学”，每年 11 月 12 日为校
庆日。

1990年底，茂名市中山中学在
校学生达 670 人，共 11 个班，分高
中 8 班、初中 3 班。学生来自茂南
区各镇，公馆、金塘、镇盛、鳌头、袂
花等镇较多，其他各镇及高州、化
州、电白等县亦有少数，学生大多数
是工农子弟，占学生总数的91%。

中山中学校风严、学风浓，得
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人们传颂该
校下课半小时仍有大半学生留在
课室里自觉学习，教师也是常常备
课、批改作业至深夜，潜心教学。
学生成绩低进高出，办学势头越来
越好，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得到省
市县各级教育部门给予肯定，办学
经验得以推广。

除了育新中学、中山中学，高
州民革成员还创办了潘州新时代
学校、育英中学等学校。高州民革
成员龚侠祥任潘州新时代学校校
长，他后来出席了全国民办教育工
作会议。高州民革成员梁洲、卢丰
时等集资合办了石鼓育英中学，高
州民革成员黎宗瑚任高州镇南中
学校长，高州民革成员吴树明创办
了高州新街中学，高州民革成员江
友坚联系在台宗亲江汉君先生回
乡开办大井镇祖诚中学，等等。

高州民革成立以来，有一半
多的时间，一直发挥成员的文化
优势，开展社会力量办学。目前，
高州民革 101 名党员里有 74 名教
师，他们默默耕耘教坛，教育教学
成绩突出。熊捷同志是他们中的
佼佼者，他在高州三中任教时，创
办了《新地》文学社作为语文教改
基地，县长亲自题词“新花竞放、
新地常春”，著名作家冰心老人也
来信鼓励。

我生于 1932年 2月 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
第二年。父亲林长炳（又名林慰卿）在李祥兴杂货店
当店员，母亲林黎氏在家摆摊做小生意。几年之后，
我家先后增添了两个妹妹，大妹林发俊（小名桂兰），
小妹林如兰（小名幺儿），加上哥哥林发权，全家共 6
口人。

安 居

我家位于荆门县城关枣园街上四方口子下侧
（现为东宝区龙泉街办团结街）。房屋坐西北朝东
南，房前是枣园街（团结街），屋后自有一块斜坡地
（约3分地），地里还有原房主的两个祖墓。再后面是
菜农的菜地，菜地后面是一条小河（现为龙泉公园的
无名河）。我家的东边是鲁家，西边是张家。

我家是一座五进五出院子，宽约9米，纵深约55
米。房屋石木结构，松木房架、檩子、瓦条，石块、石
灰和粘土混合山墙。墙外青黑，墙内灰白，顶盖传统
灰瓦。

院子第一进是三间并排门面房，每间宽约 3米、
深约 5 米（后面四进房间面积皆同），房间是黑土地
面。中间房是大门和人行通道，两边房各有一个铺
台，用来摆放日用百货，母亲做点小生意。从中间门
进去是天井，天井四周是小腿高的台阶，地面铺着块
石。天井左边厢房是厨房，右边厢房是杂物房。从
天井往里走，第二进正中是堂屋，堂屋左边正房住的
是奶奶和姑婆（两位老人很早去世），右边是父母
住。从堂屋往里走，是一个空场地，左边种有牡丹等
鲜花，右边种有桔子等树木。这两进两出供我们自
家使用。

从场地往里走，第三进正中是堂屋，两边是东西
正房。从堂屋再往里走，正中是天井，天井两边是东
西厢房。第四进与第三进结构完全一样。从第四进
天井往里走，第五进是一个大屋，里面空着。从大屋
往里走，右边是一大块空场地，左边一侧靠南是猪
圈，靠北是厕所。这三进三出用来出租。

靠着门面小店、房屋出租和两块田地，我们一家
人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

出 逃

1938 年，正当我进入学龄期，准备上学读书之
际，日寇把战火燃烧到荆门。11月，日军先后出动飞
机百余架次，对荆门城区狂轰滥炸。城区除枣园街
（现为团结街）、三里街（现民主街）、南门内的极少部
分建筑外，整个城区主要建筑基本被炸毁。城区不
是久留之地。父母经过一夜合计，忍痛舍屋弃田，向
西向北逃亡。父亲小小个子，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
幺妹，一头是炊具；母亲迈着三寸金莲，背着一大包
衣物；我和哥哥、大妹各自背着自己的换洗衣物，漫
无目的地四处流浪。

我们先逃到石莲人娃子沟李清海家。李清海经
常到城区赶集，在杂货店买东西时认识了父亲。我
们刚住下来，父亲抱着侥幸返回杂货店，希望能够保
住家人生计。没过几天，日军发动更加猛烈的轰
炸。母亲不知父亲生死，担心天有不测，整天伤心哭
泣。后来，从难民中听到消息说，有人看见在大轰炸
后，父亲满身灰尘，从俑壁（小南门正前方约一百多
米处一堵高墙，民间传说挡邪的）后面逃出来，杂货
店也被炸毁。生意做不成，父亲只好逃回石莲，带上
全家跟随人群继续流浪，先后逃往姚河、栗溪等地。
1938年底，我们反转逃回烟墩集安团（团防所在地，
现为栗溪镇尖山村），从此借住在陈学炎家里。

陈家位于一座小山脚下，家有老两口子和一个
儿子（就是陈学炎），一个童养媳（姓陈），一共四口

人。当时，我称呼老人为陈大爹（不知名字）和许妈，
叫他儿子陈学炎为陈大哥（比我大5岁），叫童养媳为
陈四姐（约11岁，在家排行老四）。

遇 险

尽管陈家人各方面照顾我们，但是还是遭遇到
好几次险情和困境。1940 年农历五月初一，从东北
面圣境山方向，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声音由小到
大。在城里被炸怕了，一听到飞机声响，我们就疯狂
向外飞奔。准备通过稻场，下到河沟，穿过小溪，躲
进对面大山丛林中。但是刚过稻场，飞机就飞临头
顶，我们只好顺着地势，躲到稻场下坡的岩壁边。岩
壁 2米多高，顶上是茂密的荆棘杂草，下面是窄浅的
干简沟。上面阳光普照在明处，下面杂草丛生在暗
处，所以从上往下看不到，从下往上看得清。我们一
家人贴着岩壁，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上面，竖
起耳朵闻听动静。

不一会，就听见行人的脚步声。我往上一瞟，只
见一队日本兵，脚蹬浅黄色牛皮鞋，在稻场前小路
上，从右往左，一字排开。为首的斜举太阳旗，后面
的背着枪，枪刺上闪着寒光，还有的扛着机枪。几十
个日本兵走过稻场，收尾剩余两个，一个拎着个壶，
先后向陈家大门内和尹婆婆的小偏房泼油（后来猜
测可能是煤油），另一个跟着点火，两座房屋立刻起
火燃烧。

我们心里很急，心想：这下可完了。等到日军走
远后，我们急忙从草丛中钻出来，只见陈家已在全力
灭火。原来慌乱之下，陈家往后跑，我们往前跑。日
军离开时，他们看的更清楚，所以第一时间冲出来灭
火。只见陈大爹只身上房下瓦，其他人有的帮忙接
瓦，有的提水浇火，有的用扫把或树枝扑打，大家齐
心协力，终于将火扑灭，避免了更大灾难。

后来得知，凡是日军经过的地方，都要烧光杀
光。阴历五月底的一天，从外面传来消息，说日军又
来乡下扫荡（乡民称之为打闹）。父母害怕极了，慌
乱中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了一包炒米就往外逃。
在沿着山路乱转时，偶然发现一个隐蔽之处，就把我
们躲藏在里面。

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山沟中，上面大树参天，枝叶
遮盖严严实实，下面有个小空间，可以供六人容身。
下雨这里行洪，平时这里没有明水。天慢慢黑下来，
尽管是夏天，山里白天凉快，夜里也很冷。父母用被
子把我们四人围住，慢慢地我们兄妹四人睡了，他们
却不敢大意。当时山里野豹出没，常有伤人传闻。
他们一人拿着一根木棍，整夜守护在门口，生怕野兽
伤害我们。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山沟里，我们整整躲
藏了三天三夜，随身携带的一点炒米早已吃光，外面
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联想到日军暴行的传闻，我们
还是不敢轻易回家。饥渴交迫之际，父亲趁着夜色，
拿着我们的棉衣，小心翼翼地摸到山下秧田，将棉衣
浸湿，再带回山沟，拧出水来给我们喝，我们早已饿
得奄奄一息。

另一边，陈大爹和许妈熟悉地势，消息灵通。他
们知道安全后，提前回到家里。知道我们几天没有
回家吃饭，就为我们做好可口的饭菜，有白米饭、炒
鸡蛋、蒸腊肉等，让陈大哥送给我们吃。因为地形不
熟，陈大哥转了几圈，也没能找到我们，便将饭菜原
封不动地提回家。陈大爹见状说，他们一定就在附
近，不会躲得很远，哪有找不到的？转身带着陈大
哥，将饭菜重新提上，辗转山上山下，终于找到我们
的藏身之处。我们全家这才饱餐一顿，躲过了生命
的一劫。

（未完待续）

我的父亲叫王松元，他为人和
蔼，勤劳能干，处事雷厉风行，默默
奉献却从不求回报。

记忆中，在上个世纪，作为老
党员的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长（村
长），他常常光着膀子，腰扎汗巾，
弯着古铜肤色的身躯，带领社员们
战天斗地，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
此外，还带领群众开山凿石，开劈
出一条宽约 3 米、长约 3 公里的“阳
光大道”，方便村民赶集和孩子们
上学。七十年代，还在村口建造了
一座小型水电站，村民们不仅不用
长途跋涉去碾米，晚上还可以享用
发电照明，这在当时落后的山区是
极为罕见的，而父亲肩负重任却没
拿过任何报酬。

我是八十年代走上教师岗位
的，后转行到行政部门工作。每每
与父亲在一起，他总是语重心长地
教导我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做事一
切以德为先，要有奉献精神，多为
人民谋利益。闲暇时，父亲还会给
我讲他以前背枪行军，到思贺、合
水等地去伏击土匪，打地主劣绅，
协助农村搞土地改革等故事。至
今，我依稀记得曾有几个军人到过
我家，桌面上摆放着手枪、步枪、冲
锋枪和大刀等武器，那时解放军叔
叔说：小孩子别靠近，枪会走火

的。好奇又害怕的我，最终没有深
究父亲的故事。后来随着年龄增
长，慢慢回味，也只是觉得父亲当
时应该是个地方民兵吧。

2017 年 5 月，身患癌症的父亲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他
反反复复提醒我做人要对党忠诚，
党叫干啥就干啥，要做有益于人民
的人；回光反照那一刻，他突然艰
难地抖动手指，拼尽力气断断续续
说了三个字：箱……箱……箱。我
想，父亲一生清贫，从没听他说过
有什么宝贝的呀，可他为什么会连
说三个“箱”字呢？

后来我清理父亲的遗物，也真
没有发现什么宝贝。十多天后，妹
妹回来帮忙清理，她在我老妈的一
个行嫁箱（以前的姑娘出嫁时，娘
家会备个织布的工具箱，因为那时
需要用人工织布缝衣服给孩子穿）
中找到一本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
的军人证——这可真是个宝贝啊，
它见证着父亲的丰功伟绩！后来
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有这样
一本证书。母亲说她不识字，也没
听父亲提起过，哪知道是什么呢。
至此，我突然明白：父亲这样做，是
不想后辈躺在荣耀本里啃国家的
财物啊！

后来我拿着这本证书到市民

政局了解相关情况，工作人员接过
证书，瞪大眼睛盯着我，责问我为
什么不早拿来登记。他说这是军
人在特殊时期特有的，刚解放时百
废待兴，那时还没有武装部，兵役
局招些军人去抗美援朝，也招少部
分在当地保卫解放成果，亦军亦
农，一来打击国民党的残余势力，
二来协助做好土地改革等工作。
他还说：这批老军人是省直接发工
资的，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下发通
知到各管理区（现村委会）做好造
册登记，那时属于农村户籍的都有
五六百元一个月工资，现在已升至
近二千元。而你这个从没申领过，
真是太可惜太可惜了，如果你父亲
现在还在世，那就立即录入系统补
发工资，并把证件报省审核。我说
这证书是我父亲去世后才发现的，
那个工作人员再次扼腕，说若是早
来登记，死后还会补发半年工资给
家属予以援助的。

我的老党员、老军人父亲安祥
地走了，没有留下任何遗憾。他的
一生，信念坚定，埋没名利，为民奉
献，处处以党员、军人的优秀品质
来服务社会，以传统美德来熏陶后
代。父亲，当您的儿子，我自豪！
我会踏着您的脚印扎实前行:克己
奉公，无私奉献！

1961年，茂油公司页岩干馏如芳庐开汽，东北抚顺石油一厂有一批师傅到茂名指导开汽，其中
有15人到油厂原矿车间。开汽成功后，这批师傅要返回抚顺，原矿车间职工依依不舍。曾在抚顺
石油一厂当过学徒的职工想请师傅到饭店吃餐饭，但那时买饭要粮票，最后大家决定到茂名照相馆
合影留念。图为前排和二排左1至左5是抚顺石油一厂师傅，其余是原矿车间青工。

（陈桂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