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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师范：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培育革命中坚力量
朱琳 李劲

席草编织着的岁月
程秀琼

茂名师范最早可溯源到明朝
万历四十年的墨池书院，1905年改
为高郡师范学堂，1930年更名为茂
名县立乡村师范学校，1949年与广
东省立高州女子师范学校合并为
广东省立高州师范学校。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茂名
师范、高州女师师生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师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与游击小组成员 100 多人积极投
身革命运动，在运动中培育和锻造
了一批革命骨干，后来成为领导茂
名革命的中坚力量，谱写出壮丽的
革命诗篇。

宣传抗日，引导进步学生走上
革命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茂名县
各界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
号召，踊跃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在
抗日救亡活动中，各校青年学生特
别活跃，茂名师范、高州女师师生
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9 月，茂
师师生们利用假日深入圩镇农村，
宣传抗议救亡，提出“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支援抗日前线。”

1943年，高州各校师生相继排
练演出抗日宣传进步剧目，茂名师
范演出革命话剧《杏花春雨江南》，
女师演出的剧目是《金玉满堂》。

为了充分发挥话剧的宣传作
用，地下党组织通过在学校的党员
和进步师生，于1944年四五月间成
立了“茂名县抗日演剧宣传队”，队
长是茂名中学的教师，总务长当时
是茂名中学的学生李一鸣（后来也
是茂名师范学生），演出组长是茂名
师范学生梁德英。剧宣队成员绝大
部分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其中
还有地下党员、游击队成员。他们演
出的进步剧目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救
亡起了很好的作用，令广大青年受
到爱国抗日精神的陶冶，后来许多
人走上了革命道路，甚至还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茂师、女师两校为革命
牺牲的有李嘉（女）、周嗣芳（女）、李
淑明（女）、梁德玉、梁钜汉、罗淑英
（女）、曾飞虹（女）、李锡福等烈士。

成立读书会，开展学生运动

1940年底，茂名县地下党领导
人李明华、陈华及车振伦在高州师

范学校以任教作掩护，团结进步教
师周梦吉、陆士风等人，组织进步
学生秘密传阅学习《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宣传我
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逐渐形成读书
小组，人员不断扩大，至 1943 年发
展成为读书会。茂师 11 班、12 班
先后吸收了钟正书、郑光民等 20
多人加入读书会。读书会秘密组
织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激发革命
热情，对学生追求革命真理起到了
重要作用。

高州女师为省立学校，号称广
东南路女子最高学府，吸引着高州
六属的优秀女青年竞相报考。中
共地下党组织非常重视这间学校，
希望能培育出一批品学兼优、关心
国家前途命运的妇女人才。开办
第一学期，中共茂名县特派员李明
华亲自到该校任教，动员了一批进
步女青年报考该校就读。其中李
嘉、梁蕙珍、李乃珠三人原是张炎
举办的妇女服务队骨干，工作活力
很强，深受同学爱戴，她们深入联
系教育同学，发动大家阅读进步书
报，宣传进步思想，同学们感到她
们是贴心人，很快就有一批进步同
学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1946年 4月，国民党茂名县政
府以“缺钱粮”为由，无理扣发茂名
师范学生津贴和教师薪饷，激起了
广大师生的公愤。茂名县地下党
负责人林其材与茂师党支部及游

击小组相关人员决定串连进步师
生，向茂名县参议会请愿，参议会
无视师生们的合理要求，学生们实
行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得到女师、
高州中学等学校的支持，经过近一
个月的斗争，逼使国民党当局答应
了师生们的条件，取得了这场反饥
饿斗争的胜利。

建立交通联络站，成立党支部

1941 年，李明华先到高州女
师，后转茂名师范任训育主任，以
教书作掩护，将县委机关迁回县
城。为了便于离开高州隐蔽的革
命同志与党组织保持联系，茂名的
党组织在县内的东、南、西、北四个
区都设有地下交通联络站，是年
冬，茂名师范建立了交通联络站。

1943年上半年，为了更好地领
导和发动抗日救亡，建立了高州女
师党支部，李嘉任支部书记。

1944 年，日寇快要打通湘桂
线，南路将成敌后，南方局指示建
立党直接领导的独立抗日队伍，茂
名县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深入
农村、城镇和学校加紧扩大发展游
击小组。茂名师范仅在 11、12 两
个班的同学中就吸收了杨光武、许
俊文、柯乙福等 20 多人为游击小
组成员。高州女师在读书会中挑
选觉悟较高的同学进一步动员教
育，举行宣誓仪式吸收入组，约 20
人参加。

当时茂名师范未建立党支部，
该校党员由茂名县委党组织直接
领导单线联系，于 1945 年 11 月成
立中共茂名师范学校党支部。该
校在进步学生中发展的党员有钟
正书、郑光民、龙思云、李一鸣、李
颐年、梁德玉等。

各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发
展吸收了 60多位进步学生参加抗
日游击小组。

培育革命骨干，在抗日武装起
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坚力量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
茂师和女师的中共地下党员与游击
小组成员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多人成
为地下党工作和革命游击战争骨干。

1944 年 12 月，茂电信党组织
根据南路特委的部署组织抗日武
装起义，女师李嘉受任为茂名县妇
女工作组长，组员有女师的梁蕙珍
和茂师的李俊瑜，负责发动妇女参
加起义，动员女游击组员筹集枪
械，在高州发动了 30 多名女青年
参加，其中女师10多人。

1945年春，茂电信党组织先后
以中共茂名师范、高州女师学校支
部党员为领导骨干，在茂西道平和
茂南烧酒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
茂师的梁德玉是茂西抗日武装斗
争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南路人民
抗日解放军茂西游击大队攻打道
平乡公所，收缴了一批步枪子弹，烧

毁乡公所文件和账册。伦道起义
后因敌人扫荡梁德玉将人员分散
掩蔽，2月 13日在茂坡村外婆家被
捕，20日被杀害于高州城东坡耀。

茂师的钟正书、龙思云是茂南
地下党负责成员，为筹备好烧酒武
装起义，钟正书在陈垌板桥村与罗
秋云成立了陈垌中队，钟正书任指
导员。2月18日，陈垌中队与飞马
中队、烧酒中队 3 个中队 160 多人
在烧酒村龙底小学集合，成立南路
人民抗日解放军茂南大队，茂师的
龙思云、钟正书、李颐年、罗淑英，
女师的李嘉、梁蕙珍等在起义队伍
中分别担任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
的相关责任人。起义队伍准备攻
打仁里乡公所，进行侦察时发现乡
公所戒备森严，敌人已有所察觉，
起义受挫。女师前往参加起义的
李淑明、谭琼珍在高州被捕，李淑
明壮烈牺牲。

茂南烧酒抗日武装起义从组
织发动到队伍解散，历时 3 个多
月，在敌人的围攻下，虽然失败，但
这次起义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
众，揭开了茂南武装斗争的新篇
章，亦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

解放战争时期，郑光民、钟正
书、李颐年、龙思云、李一鸣、柯乙福
等人依然是茂名县革命的中坚力
量。他们在茂电信各地领导开展
游击战争，建立新根据地，为茂名革
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南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新解放区。国民党
反动派败走前留下特工成反动
匪帮，和地方的土匪恶霸结合在
一起，搞暗杀话动，企图推翻解
放初建立起来的人民基层政权。

我的家乡合浦县是 1949 年
12月解放的。解放后，党组织派
我的叔父徐汝竑接管家乡的公
馆中学任校长。我叔父 1939 年
入党，原在粤桂边纵第四支队任

《大众导报》总编辑，他一到任，
立即号召师生回校复课。复课
不久，一股反动匪帮直扑学校，
企图屠杀我叔父和复课师生。
幸好我党武装部队县大队及时
赶到追剿土匪，打死两个土匪，

割头在圩上悬挂示众，把土匪的
气焰打下去。但暗藏的土匪特
务改变策略，装扮为贫苦农民，
身藏短枪，圩日进圩杀害我收税
的革命干部。

当时，海南岛尚未解放，我
解放军在北部湾沿海一带备
战，征用民船。合浦县政府又
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支援军
粮。我是在校中学生，响应号
召参加征粮队到山口地区征
粮。解放军派出一个班的武装
人员随队保护我们。一天晚
上，我随队长下村宣传征粮的
意义。回队部时不走原路而另
走弯路。后来在镇反中抓到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供称，当

晚若果我和队长按原路回队部
就可能被埋伏在原路树林中的
特务暗杀。

我于 1951 年暑假考上了南
方大学第四期文教学院政治
系。该校是叶剑英遵照党中央
和毛泽东关于华南解放后在广
州办好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为
新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和专业人
才的指示而创办的。当时，我国
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新
解放区土地改革三大革命运
动。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叶剑
英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
华南分局决定派南方大学大部
分师生下乡搞土地改革。我所
在的政治系被派到茂名县参加

土地改革工作队，下乡搞土地改
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消灭封建
土地制度解放农业生产力让农
民翻身作主人的伟大政治运
动。这一运动的前哨战就是清
匪反霸。肃清暗藏的反动匪帮，
镇压罪大恶极的恶霸，贫苦农民
才敢起来和土改工作队一起进
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和
财产，分配给贫雇农，组织农会，
建立贫雇农为主体的民兵队伍，
巩固新生的农村基层人民政权，
让农民当家作主人。我有幸参
加“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
逢”的土地改革运动，为参加运
动贡献青春力量而自豪。

人们喜欢春天盛开五颜六色的百花，有
一种叫紫荆花更加吸引人。

十六年前，笔者与16名退休老同志，走进
紫荆花开放的地方——香港,了解香港的政
治、经济、文化、金融、贸易、交通和民俗风情，
印象深刻。

香港，素有“东方之珠”之称。我们走过雄
伟壮观的青马大桥和海底隧道，看见到处是依
山傍海的高楼大厦。在旖旎多姿的维多利亚港
旁金紫荆广场上屹立着“香港回归祖国纪念
碑”，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迎风飘扬，象
征着一国两制；广场上一朵紫荆花闪耀着灿烂
金光，体现了花好月圆，寓意着香港结束殖民地
统治，回归祖国怀抱的辉煌前景。在这块土地
上，有过辛酸的历史、痛苦的屈辱和斑斑的血泪，但
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今日的香港已
从昔日的传统型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世界上一
个重要的现代化大都市。 (陈桂豪)

金色紫荆花
那席草，那石碾，那石桥，那木锤，

还有那舂席草的声音，都在我的心里，
丰满了我的记忆，温暖了我每个思乡念
亲的夜晚。

我出生在电白一个美丽的小山
村。村子南临沙琅江，北连几十亩的荷
塘，东靠一个小山。小时候，村子里只
有二十左右户人家，总人口不超过二百
人。乡亲们白天耕种，从地里回来，便
是织草席。到了晚上，每家每户都在昏
暗的煤油灯下，“沙沙沙”“沙沙沙”地摆
弄着席草，编织着布帛菽粟，编织着油
盐酱醋。一张草席的诞生，就是一个希
望，卖出去可得三块多到四块钱，除了
席草本钱，能攒上两块多。村子里大人
小孩都会织草席，我七八岁开始就跟着
父母织草席了。

把一捆捆圆圆的席草，织成席子，
要经过湿草、碾草、舂草和编织等工
序。如果误了湿草时间，就会影响一天
的织席工作。有时候母亲干田活回来
会说：“今天还没有湿草呢。”在席里（用
旧草席在地上垫着织新席子）蹲了一个
上午的我，正想出去活动活动。听到母
亲的话，便问清楚母亲准备织大席还是
小席，然后选了相应长短的席草，扛到
荷塘边，把席草放到荷塘里浸泡。此时
我的心情非常舒畅，觉得荷塘比放牛时
看到的要美。席草很快就浸泡透了，我
便扛着变重了的湿草回家，放在阴凉处
凉着。

不管哪个季节，不管天气冷还是
热，清晨、黄昏和有月的晚上，生产队晒
谷场上总是热闹的。这些时间段，人们
不用干田活，便扛着一两捆，甚至三四
捆泡过凉干的席草，爬上村后小山顶的
晒谷场去碾。晒谷场上有几个石碾，主
要是用来打禾的（还没有脱粒机之前，
只能两手抓着禾苗往石碾身上打，禾穗
接触石碾，谷子便脱落，我们家乡叫这
工作为“打禾”），不知何时又成了碾草
的工具。石碾直径七十厘米左右，石身
光滑，虽然笨重，却也能推移。去碾草
的大多数是大人，而我父亲经常不在
家，弟弟妹妹众多且幼小，母亲忙不过
来，所以我十零岁就常常扛着席草上晒
谷场去碾了。邻家的小姐妹水妹也经
常去碾草，我们力气小，单独一个人推
石碾很吃力，于是我们约好碾席草时
间，一起合作。我们把席草首尾连着放
在硬底晒谷场上，合力推着石碾，来回
碾着席草，不用费多大的劲，就把圆圆
的席草碾扁了。

碾扁了的席草还不够软，还要舂
过，才能编织。村里只有一条舂草的石
桥（石板，约四十厘米宽，两米来长，用
来垫着席草舂），安放在村子与晒谷场
之间的队屋的走廊里。草锤是用木桩
修整而成，一米左右高，全身光滑，接触
席草的底部比较宽大，直径约二十厘
米，手抓的位置比较小。人们把草放在
石桥上，提起木锤，用力舂下去，一锤接
着一锤。汗水从头上、身上和手掌上冒
出来，席草在木锤下慢慢变软。那舂草
的声音，早晚不停，晴天阴天不停，成了
小村子四季最美的音符和旋律。

编织草席的环节，虽然不是体力劳
动，但也不轻松。要长时间蹲在席里，
低着头，弯着腰，屈着脚，十指不停地伸
屈着捡草条。我很小就熟悉了编织草

席的步骤：耕草，折角，收边，割边（割去
席子收边后长出来的草头），每一步我
都能独立完成。放学回来，白天不用放
牛或打柴时，我基本上就是在家里织草
席。放假时，我和还很小的妹妹每天能
完整织好三张中席（三尺五六宽的草
席）。

当时我家里只有两间住房，里面一
间是父母的卧室，摆放着两张床，弟弟
妹妹都睡在里面；外面一间既是客厅，
又是奶奶和我的卧室，也是饭厅，更是
织席的工作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
小的我，晚上都跟着父母编织草席。我
蜷缩着身躯，眼睛定定地看着、手不停
地摆弄着席草。虽然，行动不便的奶奶
坐在床上，会不时地跟我们说话，说很
多有趣的人和事，但我还是慢慢地觉得
很困了，便把头贴在膝盖上休息。此
时，父亲就会说，“孩子，你去煲番薯饭
吧。”不过，父亲说完还要看看身边的母
亲，以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有时会
说，家里就还有那一点米，要留作三餐
之用。这时，父亲会说：“煲吧，女儿跟
着我们熬夜，肚子不饱，太辛苦了。”然
后，又对我说：“孩子，你多洗两条番薯，
用你的手抓一抓米就可以了。”听到可
以煲东西吃，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便
到外面厨房洗好番薯和米放到瓦锅里，
放好水，扛到织草席的房子里来。接
着，在门角里找到那两个半备用的火
砖，架好临时灶，生起火来。之后，再回
到席子里继续织草席，一边等待着番薯
饭香起来。

因为弟弟妹妹还太小，母亲得照顾
他们，所以夜间经常是父亲带着我工
作。但有时候父亲到外面卖席子当天
没有回来，我便是一个人坐着编织席
子。有一个晚上，我蜷缩着小小的身躯
坐在席子上，两手“沙沙沙”“沙沙沙”地
捡、穿着草条，编织着席子，肚子饿得咕
咕直叫。此时，我想到了吃的，当然不
敢想纯粹的白米饭，因为那是根本不可
能有的，每日三餐尚且是数着米粒而
过，何况是偏餐。所以只有番薯饭可以
想一想了。突然间，寂静的屋外，多种
猫叫声混杂着并发，声调长长的，短短
的，尖尖的，粗粗的，嫩柔的，苍老的，凶
劲的，凄凉的，痛苦的……让人听得毛
骨悚然。我一下子头皮发麻，感觉到那
些恐怖的声音正向我滚来。我顾不得
穿鞋子了，三步并作一步，跳上了奶奶
的床。奶奶拥着我，安慰着我，最后很
难过地说：“可怜的孩子，要是家里有一
点办法，能有番薯饭过日子，都不会让
你受这样的苦的……你真是投错胎
了。”那一夜，我紧紧地抱住奶奶的手臂
而睡，半睡半醒中，全是猫声、番薯饭和
许多织好了的草席。

艰难岁月，每家每户都织草席，虽
然不能因此而大富起来，但至少可以帮
补一下家用。我外出读书后，学费也是
父母摆弄席草得来的。现在，人们床上
的草席渐渐被竹席或床垫床罩所替代，
但草席是不会消失的，乡下人还爱着
它，老中年人还恋着它，糖厂榨糖还需
要它，我们村子里依然有人编织着它。

我的织草席岁月已经过去了很久
很久，但记忆中那“咚”“咚”“咚”的舂草
声，“沙沙沙”“沙沙沙”的织席声，依然
甜了我今夜的思乡梦。

老家有种马蹄的传统，以前
我们村及周边几个村几乎家家
户户都栽种马蹄。马蹄学名荸
荠，是中国特色蔬菜之一。家乡
的马蹄粒大肉白渣少，清甜爽
口，含水分多，淀粉较少，肉质甜
而细嫩，可以止渴解热醒酒，既
能当水果生食，也能做蔬菜熟
食，与蘑菇搭配煲汤或包饺子，
煲出来的汤清香甘美，包的饺子
香甜爽口。

回想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每年下半年，我们村里每家
每户都用自己的大部分自留地
种马蹄，马蹄种植成了当年农村
集体经济下我们村民家庭最主
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卖马蹄的收
入是当年我们家庭一年中最大
的一笔收入了，因为自留地不
多，也就几分地，这笔收入其实

也不多。此外，每年每家还会养
一头猪和一些鸡鸭，到年底卖猪
时，留下少部分猪肉自用作腊肉，
其余卖掉，作为家庭的第二大收
入。这些收入其实只能够勉强用
来维持全家人的日常生活开支和
孩子们上学的学习费用罢了，而
自养的鸡鸭和自留地里种的蔬菜
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很多家庭还
会多养些鸭子，或多种些芥菜和
萝卜，到了冬天做成板鸭和菜干
萝卜干，供来年自食自用。

当年，到了年底，村里每家
每户都忙着把在自家自留地里
种植的马蹄挖出来，每逢周边公
社（镇）墟日，便装在箩筐用板车
或单车拉到集市上去摆卖。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家乡人都有春节
时把马蹄当水果吃，用于解酒解
油腻的风俗习惯，因为过年时喝

酒吃油炸食品多了，因此，年前买
些马蹄也成了家乡人置办年货时
的必选品之一，我们村的马蹄既
大又好，是不愁卖不出去的。

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
期，我上高中后的一个寒假，临
近春节，父亲叫我与堂姐用板车
拉了两大箩筐自家自留地里种
的马蹄，沿着公路走了好几公
里，然后翻越一座有个长长山坡
的高山，下了山坡，来到 10 多公
里外的相邻公社（镇）墟里去摆
卖。到了墟里，赶集的人很多，
很热闹，买马蹄的人也很多。这
是我人生第一次卖马蹄，也是第
一次卖东西。因围着我们买马
蹄的人太多了，有一位村民买了
我一大竹篓马蹄后未付钱就溜
走了，而我还在继续给下一位村
民称马蹄，我堂姐骂我为什么不

收那人的钱，当我反应过来时，
冲出人群去找时，那人早已溜得
无踪无影了。那天天黑才回到
家，堂姐把此事告诉我父亲和家
里人，把父亲气得半死，以后再
也不让我去卖家里的马蹄了。
后来，我考上了油校，离开了家
乡，来到茂名读书工作生活，而
那次卖马蹄的经历也成了自己
人生中唯一一次在集市上摆卖
东西的青涩记忆。

如今，电商微商、线上销售、
直播带货风行，村民也足不出
户便可销售自己种养生产加工
的农产品，轻松方便快捷，与 40
多年前翻山越岭、走乡串墟去
摆卖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
而语矣，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给
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真是天翻
地覆。

清匪反霸是土地改革的前哨战
徐永锐

青涩记忆
陈汝雄

中共茂名师范学校支部遗址位于高州河西路广东茂名幼儿
师范学院高州分院内。1949年，茂名师范与广东省立高州女子师
范学校合并为广东省立高州师范学校，后搬迁到高州城西江坡现
校址，现已改为广东茂名幼儿师范学院，而“茂名师范革命遗址碑
志”就立在该校图书馆一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