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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初，中共五邑地方

组织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

发展的同时，积极贯彻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

方当局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

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县当局

成立的“抗敌后援会”（前期称

“抗敌御侮救亡会”）等抗日组

织里工作，逐步掌握部分领导

权，团结各界力量。

面对日军入侵，五邑民众

在中共地方组织引领下，迸发

出保家卫国的磅礴力量，奋起

武装反抗。从江会之战中抢筑

工事的群众，到荷塘浴血巷战

的自卫武装与村民；从上南村

碉楼死战不退的自卫队员，到

天禄乡歼敌俘寇的壮举；从南

楼七烈士死守殉国的惊天义

烈，到三江乡壮丁队三次痛击

来犯之敌……众多乡民、自卫

队员、华侨子弟自发拿起武器，

依托碉楼村巷，以无畏勇气和

惨烈牺牲，同强敌殊死搏斗。

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流》《先锋队》等进步报刊，发出

奋起抗争的呐喊。他们前仆后

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

山河的壮歌，沉重打击了侵略

者，彰显了五邑人民不屈不挠、

共御外侮的精神。

南楼，矗立在开平市赤坎镇南楼村
委会腾蛟村，高7层，共计19.06米，由赤
坎华侨、侨眷于1913年所建。

1944年6月24日，日军占领了开平
三埠，促使当地百姓团结起来，共同抵抗
日军的侵略。“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赤
坎镇司徒四乡的自卫队成立了，而副队
长的重任则落在了从南洋返乡的华侨后
代司徒煦的肩上。在司徒煦的指挥下，
这支乡村抗日武装在一年多里，屡次有
效抵御了日军的侵袭。”开平市赤坎镇南
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司徒卡斯
介绍说。

1945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屡战屡
败，被迫筹划自中国战场的撤离。同年5
月，日军在华南的驻军为迅速自雷州半
岛转移至广州，拟定了经水路撤退的方
案。7月，日本侵略者屯兵于开平三埠，
意图打通赤坎水道，以接应自阳江、阳春
撤退的残兵败将。

“位于赤坎潭江河畔的南楼，刚好坐
落于开平三埠至赤坎水域之间，成为了
日军撤退路径上的必经之地。”司徒卡斯
说，“南楼也成为日军攻克赤坎、打通水
路的阻碍。”

为了开辟水路通道，日军不顾一切

地想要拔除南楼这颗“眼中钉”。
1945年7月16日，盘踞在三埠的日

军兵分四路进犯赤坎。当晚，三埠方面
的日军待三路包围赤坎后，即于水路发
动进攻。司徒四乡自卫队队员据守南楼
及隔河相对的北楼，抗击沿潭江进犯的
日军，击中日军汽艇，射杀溺毙敌伪多
人。17日晚上，日军分陆路和水路包抄
南楼、北楼。北楼的自卫队队员在敌众
我寡又无援军的情况下，自行撤退。固
守南楼的司徒煦、司徒旋、司徒遇、司徒
昌、司徒耀、司徒浓、司徒丙凭楼坚守，以
待时机，同时掩护其他自卫队队员突围
和父老乡亲转移。

七人退入南楼后，凭借有利地形不
断打击日军。七人在墙壁上写下的《遗
书》中说到：“我等保守腾蛟历时四日来，
未见救援。敌人屡劝我投降。我们虽不
甚读书诗，但对于尽忠为国为乡几字，亦
可明了。现在我们已击毙敌十六名，亦
已及相当代价。”

数次逼降、劝降，均遭拒绝后，1945
年7月25日，日军意图快速占领南楼，特
地从周边调遣了威力更大的钢炮，同时
公然无视国际条约，动用了毒气武器，对
南楼展开了猛烈的炮火攻击。南楼的墙

壁在炮火的轰击下变得满目疮痍，伴随
而来的是毒气弹的侵入，致使七人不幸
身陷毒雾，陷入昏迷状态后被俘。日军
对七人施以暴行，将他们押解至日军司
令部所在地。

7月26日，日军对七人进行了惨无
人道的折磨，残忍地砍断他们手指与脚
趾，甚至割去耳朵与鼻子，还将牙齿全部
凿掉。

“据村里经历当年历史的老人讲，面
对日军的暴行，七位烈士宁死不屈。后
来，日军竟惨无人道地将七烈士肢解，抛
尸于潭江河中泄恨。”司徒卡斯说。

七烈士坚守南楼前后共计10天，射
杀日军官兵16名，成功拖延了日军借道
侨乡水路撤退的计划，彰显了江门五邑
侨乡人民不屈不挠共御外侮的民族精
神。 （严建广 麦样欢 李伟杰）

1939年3月下旬，日军正式实施向
粤中区扩张入侵的作战计划，准备首先
攻占新会县的重要商埠：江门、会城。3
月27日，日军出动飞机，对江门、会城进
行狂轰滥炸，并于第二天调集2800多兵
力，突破了鹤山县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分
水陆两路从东、北两面逼近江门。

3月30日，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
日军以战车开路，夹击江门城区。国民
党第四战区第五游击区纵队辖下的守军
与日军展开激战，由共产党员等组成的
政工队也坚守前沿、救治伤员，激励官兵
英勇抗敌。当日下午，国民党守军无法
阻挡进攻，只得退守城外，江门随之失
陷。为阻挡日军向会城推进，国民党驻
台山的广东省保安第七团被急调赶赴新
会。中共新会县委也迅速派出共产党员

连夜组织群众，在都会一带配合国民党
守军挖战壕、筑工事，加强军事防守。

4月1日，日军继续向会城逼近，遭
到国民党守军坚决抗击，双方伤亡惨
重。4月2日，日军急调步兵队增援，突
破国民党守军防线，会城终告失守。

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表
示，江会之战虽然以江门、会城沦陷告
终，但此战使日本侵略者意识到在五邑
地区推进之困难，对开平、台山、恩平等
地免于全部沦陷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1月19日，因要捉拿袭击了
兵器库的荷塘村民，日军兵分两路进攻
荷塘。荷塘地区早已在中共荷塘支部的
多方协调下，建立起由青年抗日先锋队
队员为骨干的荷塘抗日武装——新会县
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第二中队，并已在

中共荷塘支部的教育和训练下，成为一
支具有良好政治、军事素养的队伍。面
对来犯日军，第二中队立即组织起来，与
荷塘群众一起英勇抗击，在篁湾村与日
军展开了激烈的石山巷战。袭击霞村的
日军掉头增援篁湾，进而占领牛山，与占
领象山的隔岭村村民交战。后来日军占
领象山，扫射村民，导致村民死伤惨重。
日军在良村占领了制高点“长生会”，队
员和群众英勇抗敌，3次反攻“长生会”。
荷塘的战斗从早上7时持续至傍晚。最
后，进犯日军在前来增援的炮舰掩护下，
借着夜色才得以狼狈脱逃。随后，中共
荷塘支部组织群众转移，避开了日军于
翌日的再次进犯。

在1944年7月的上南村抗战中，五
邑民众同仇敌忾，自卫队死守向贤楼，与

敌激战一天一夜。5日拂晓，日军为了解
决物资问题，派出日伪军500多人进犯
台山四九镇南村，被南村自卫队击退后，
于7月10日拂晓再次组织日伪军1200
人进犯四九镇。上午9时左右，日伪军集
中入侵上南村。上南村自卫队的50多名
队员重点分守7座碉楼抗击日伪军。敌
军死伤一批后调来两门钢炮炮轰碉楼。
上南村各碉楼毁坏严重，队员开始撤
退。唯有村中心的向贤楼坚固难摧。8
名自卫队队员死守向贤楼，与敌激战一
天一夜，直到弹尽粮绝。敌人用小钢炮
打穿了墙壁，8名队员不得不以楼内的布
条为绳子进行撤退。不料，敌人在碉楼
周围埋下了地雷，自卫队队员谭德尧当
场被炸死，李德胜和蔡介想当场被捕，后
惨遭杀害。 （黎禹君 黎秀敏 华莹）

1939 年 4月 2日，新
会会城沦陷。随后，日军
不断进犯各乡镇。

位于银洲湖畔的新会
三江，地处水陆交通咽
喉。这里既是日军打通崖
门、磨刀门水上交通要道
的必经之地，也是陆路交
通的枢纽重地。

“当时，在各地党组织
的推动和帮助下，粤中区
尤其是五邑各县乡村间，
以共产党员及抗先队队员
为骨干的抗日自卫队、壮
丁队、护耕队等民众抗日
武装纷纷成立，展开了一
次次保家卫国的斗争。在
新会三江，当地党组织通
过争取爱国开明人士赵其
休的支持，推动该乡成立
了抗日联防委员会（以下
简称‘乡防会’），并组建了
一支300多人的壮丁队，
于1939年连续三次痛击
来犯的日伪军，狠狠打击
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
焰。”中共江门市委党史研
究室相关党史专家介绍。

1939年6月2日，日伪
军挺进队800余人进犯三
江。三江壮丁队奋勇抗敌，
乡防会中的共产党员发动
青年参加战斗，发动群众将
饼食、茶水送上前方，众志
成城击退日伪军。

8 月 19 日，日 伪 军
2000余人再犯三江，壮丁
队坚决反击，又歼其一
部。坚持数天后，终于将
日伪军击退。

日伪军不甘心一败再
败，9月2日，出动海陆大部
队三犯三江。因实力悬殊，
一番激战后三江壮丁队被
迫撤往古井乡。

日伪军攻占三江后，大
肆烧杀抢掠，屠杀群众400
余人，烧毁民房、店铺1600
多间，葵寮700多间。日军
的侵略暴行，更加激起新会
民众义愤。党组织带领三
江民众的英勇抗敌事迹，也
极大地鼓舞了粤中区人民
抗日的坚定信心。

为纪念在三江抗战中
牺牲的乡民，当地在三江镇
联和村马坑山修建了抗战
烈士墓园。这里青山绿树环
抱，由一条水泥村道与毗邻
的村落连通。如今，三江联
和抗战烈士墓园已成为新
会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
年清明节前后有很多村民
和中小学生前来祭奠。

（叶田 黄胜 赵金媚）

7月7日，盛夏的骄阳炙烤着新会区
沙堆镇那伏村的石板路，蝉鸣声里，80岁
高龄的那伏村老人会会
长高光荣领着记者穿过
狭长的小路，停在教
堂三巷 8 号的一栋
青灰色的华侨老洋
楼前。老人拍了
拍斑驳的砖墙，
激 动 地 说 ：

“当年日伪
军司令方
正华就是在
这里被活捉
的！”

85年前的那
个夏天，一场堪称

“教科书级”的策反
行动在这里上演——
1940年6月，中共地下
党员成功策反“降军”，兵
不血刃端掉日伪军华南挺进总队老巢，
生擒司令方正华。这段传奇，至今仍在
那伏村代代相传。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

派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粤中
区的抗日斗争遭到反共逆流的冲击。

1939年10月，新会爱国开
明人士赵其休向新会县
当局取得番号，组建新
会县义勇游击大队
（以下简称“义游”），

亲任大队长，继续
在古井、背坑、网
山一带进行抗
日活动。中
共中区特委
布置中共江

南区工委及时
安排一批共产党

员加入“义游”，壮
大了赵其休的实力，

并在该大队内建立了
中共支部。

1940年2月7日，日
伪军300余人扫荡古井，从

龙泉登岸，重点袭击“义游”驻地网山，但
被“义游”击退。13日，江会日军警备司
令泷本亲自部署，派出日伪军800余人，
再次进犯古井、沙堆，扫荡“义游”部队。

“他们在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说起
当年那段历史，高光荣依然很激动。

在日伪军的大举进攻下，“义游”特
务队队长高勤、副大队长钟炎如先后投
敌，分任日伪军华南挺进总队第一、第二
联队队长。日军占领古井后，由指导官
村上坐镇监督，日伪军华南挺进总队司
令方正华率部盘踞那伏一带，镇压当地
民众抗日斗争。

“共产党员一个都不撤！”翻开党史
档案发现，中共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早
已布下“暗棋”——在与新会党组织商议
后，他决定让多名共产党员继续在“义
游”队内潜伏，暗中联络爱国官兵，晓以
大义，等待时机，策动反正。

“潜伏者”们，在等待一个机会。
1940年6月初，“义游”队举行反正誓

师后，部队迅速兵分两路：一路直扑那伏
村日伪军司令部，另一路攻打古井据点。

“日伪军哨兵还没反应过来，‘义游’队就
已经把他们‘包了饺子’。”高光荣介绍道。

记者站在当年日伪军司令部的天井
里，这座在当年村里数一数二的豪华建
筑，如今已无人居住，潮湿的空气中仿佛
还能嗅到历史的硝烟。

高光荣虽已年过八旬，但对于上一
辈口口相传的抓捕经过仍记忆犹新：方
正华被枪声惊醒后，慌忙从二楼窗口向
外探望，大声问楼下的高勤枪响的原
因。已反正的高勤沉着冷静地回答：“没
事，枪误响的，你下来吧。”待到方正华刚
下楼，高勤便带着队员一拥而上，不损一
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直接活捉了这位
日伪军的司令。

另一路攻打古井据点的战斗同样令
人拍案叫绝。在新会县自卫团第二大队
的配合夹击下，“义游”活捉日伪军大队长
一名，古井据点日伪军600余人被歼、瓦
解。指导官村上慌不择路，竟然逃窜至龟
山下匿藏求救，最终逃回江会后被革职。

“这次大捷，开创了广东民众武装抗
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更加鼓舞
了江门五邑抗日
军民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信心。”中
共江门市委党史
研究室主任陈新
明说。

（叶田 黄胜
黎秀敏）

沙堆那伏“策反战”：不费一枪一弹智捉日伪军司令

那伏日伪军司令部那伏日伪军司令部
旧址旧址。。黄胜黄胜 摄摄

扫码看视频 江门鹤山人文荟萃，
同样也有尚武的风气。鹤
山古劳水乡作为咏春拳之
乡，抗日战争期间，民间掀
起练武热潮，尚武精神也
得以在此传承发展。

记者从鹤山市档案馆
获悉，抗日战争时期，面对
帝国主义入侵威胁，不少
鹤山人靠习武自卫、自立、
自强，采取“以武救国”方
式，以拳护国、以武振气，
在旧时的中国奋起反抗，
护卫一方平安。冯朝振就
是其中之一。

据鹤山市档案馆党史
股相关负责人介绍，冯朝
振（1921—2012）乃古劳木
便村人，是梁赞古劳咏春
拳的再传弟子。据悉，练
就一身咏春拳的冯朝振一
身正气，经常帮助乡民抵
御山贼侵扰。

然而，其恩师的一番

话点醒了冯朝振——“山
贼只是暂时的，真正危害
我们民族的是日本侵略
者。你应该用自己的本领
保家卫国。”

听闻此言，冯朝振有
如醍醐灌顶，找到了习武
的真正价值所在，毅然参
加了西江抗日游击队。其
间，冯朝振在一次运粮途
中偶遇日军抢粮，他与同
行人淡定应对，凭借过硬
的功夫，伺机杀死抢粮日
军；还有一次，冯朝振与队
友三人夜潜大雁山下杰洲
村 ，成 功 斩 断 日 军 通 信
线路。

抗日战争时期，像冯
朝振这样身怀绝技同时又
心怀满腔报国热情的习武
之人前赴后继，以实际行
动，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奋勇抗击侵略者，以一身
绝技护家国周全。（谌磊）

五邑侨刊：
曝光侵略者罪行
报道华侨救国行动

抗战期间，受战事影响，五邑地区
鹤山、新会、台山、开平先后沦陷，邮路
中断，侨汇断绝。原有的100多份侨刊
大多数被迫停刊，只有一小部分侨刊坚
持出版、勉力维持。同时，中共开平、台
山地方组织，争取开明人士支持，利用
或直接掌握乡间由华侨、侨眷办的《潭
溪月刊》《儒良月报》《战时莘村》《大亨
青年》等侨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纵
观这一时期侨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3
个方面。

曝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反映战时
五邑人民的生活状况。台山附城的《朱
洞月刊》出版了《台山“九廿”事变特
号》，详细报道了日军入侵的滔天罪行、
台山人民英勇抗敌的可歌可泣事迹、全
县各区乡的损失情况。该刊既有深入
的评论，又有沦陷前、沦陷时、沦陷后的
物价比较表，怒斥了奸商大发国难财的
恶行，号召全乡人民团结抗战。《风采月
刊》在日军攻陷并洗劫开平后刊登了记
录文章。《毓英季刊》《三省月刊》《怀旭
特刊》，都辟有“又多一页血债”专栏，历
数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所带来的巨大
灾难。

积极鼓动全民抗日，反对投降主
义。1938年10月30日出版的《开平人
报》第一卷第七期封面文章写道：“一念
之差，兴亡所系！坚定信念，至死不
渝！”1939年《大亨青年》创刊号刊登了
抗日歌曲，歌词铿锵有力：“我们是英勇
的抗日先锋队，我们是一支铁的队伍，
我们不怕敌人的残暴，也不怕艰难和痛
苦。喂！同志们，努力奋斗，为祖国争
自由……”

积极报道海外华侨抗日救国行
动。1937年出版的第三十四期《新宁
杂志》，在“本县新闻”栏目发表了《爱国
青年北上抗敌》一文。该文介绍了生于
华侨家庭的梅云准，1934年在美国航
空学校毕业后，次年归国参加广东空
军，立志杀敌卫国。七七事变后，他告
别父母和新婚妻子，北上抗敌，还致书
亲友说：“岛人谋我，日甚一日，九州山
河，朝夕难保，男儿为国牺牲，此正其
时。弟决尽（注：应为‘竭尽’）所能，为
国效力，马革裹尸，固所愿也。二周间，
启程北上，行期在即，无暇觌晤，谨此告
别……”《新长塘》第十、十一期刊载了
1940年8月25日发出的《纽芬兰华侨
拒日救国会讯》：“现暑天将过，寒冬又
来。近来中央拟于十月以前募集寒衣
捐款，千万元，赶制寒衣，以为将士御
寒。”

这一时期，侨刊还有一个显著特
征，就是封面出现了大量的抗日图画。
如《南蓢月刊》复刊第四卷第四期，封面
就是以抗日为主题的图，在大炮的背景
下，中国战士与拿着匕首的日军殊死搏
斗；《呼声月刊》创刊号封面，画了一个
振臂高呼的青年；《赤溪月刊》1938年
出版的自卫专号，直接使用了该县民众
抗敌自卫大队会集会的新闻照片，这在
当时是很少见的。《儒良月报》第三卷第
十二期，封面是一位骑马翻山越岭的将
士，回头召唤后面在山谷中蜿蜒行进的
部队快速前进。整个队伍装备精良，整
齐有序，气势磅礴，给人以力量和勇
气。1938年8月出版的《潭溪月报》，封
面则是旗帜下一名握枪的战士。还有
一些侨刊封面虽没有插图，但把抗日的
言论或目录提至封面，更直接地鼓舞了
民众。 （傅健）

景堂图书馆：
在战火中抢救图书

走在新会区会城街道仁寿路上，一
处民国复古洋楼在繁华处尽显清幽恬
静。它就是1922年由旅港新会人冯平
山先生筹资兴建的景堂图书馆。该馆
1925年免费向大众开放，到抗日战争
前，已发展成为“备学者之研究，文人之
欣赏，一般人士之浏览翻检”规制完备的
图书馆，与当时内地及香港的图书馆交
流频繁。截至1938年底，景堂图书馆全
馆藏书65255册，另有挂图690幅。

1938年，日军侵华战火燃至广东，
冯平山之子冯秉华密切关注战局发展，
频频去函新会，与李明若先生商议包括
景堂图书馆藏书的安置等应对战争的问
题。据时任景堂图书馆负责人李仪可先
生1987年回忆：“当时有两种方案：第
一，将现有图书全部运存香港；第二，与
县府同进退，准备深入乡村，宣传抗日，
将图书分为三部分，一是把珍本、丛书等
运存香港，二是将一部分图书运到乡村，
宣传抗日，三是将部分图书仍存总馆，以
免动摇人心。后来冯氏裁定第二方案。”

“在国难当前，面临浩劫时，景堂图
书馆没有一关了之，而是选择继续服务，
并最大限度地保护馆藏图书。”景堂图书
馆现任馆长谭红霞介绍。

一方面，景堂图书馆将图书疏散到
罗坑和凌冲分馆开放，之后合并到凌
冲。1941年增设天亭分馆，直到1944
年，该馆停办。另一方面，景堂图书馆将
准备寄存香港的珍本丛书，按照安排好
的路线送往香港。为确保安全，冯秉华
发动了香港、澳门和新会的亲属及各种
人脉关系，安排好各环节负责人，并做好
了万一受阻的处置方案。

1939年4月2日，会城沦陷，日军进
入位于仁寿路的景堂图书馆，将尚存的
书籍、家具等抛出街外，任人取走，或招
人到馆搬取。全馆几乎搬清后，日军将
之霸占为宪兵司令部，后又为伪警察所。

战后，据李仪可记录，在新会收回图
书1333册和少量设备。1949年3月，馆
存《一九四九年度各种表册（一）》载：“收
到由穗运回存港图书二十五箱”。经清
点，计有图书16497册。经查验，除部分
有已干的水渍外，没有特别明显的损坏。

1949年 10月，景堂图书馆重新开
放。据李仪可回忆，“复馆时，尚存之图
书三万余册”，“冯秉芬昆仲于复馆时表
示，准备继续购置，充实馆藏”。至此，历
经日军洗劫的景堂图书馆再次为大众打
开“智识府库”的大门。 （傅健）

《民权报》“春天”副刊
鼓励青年投身抗战

1937年3月，中共江会支部根据
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需要，领导建立
了春天读书会。为了扩大春天读书会
在社会上的影响，加强对广大人民群
众的抗日救亡宣传，中共江会支部在
《民权报》开办了“春天”副刊。从
1937年5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下旬，
共刊出29期，为推动新会抗日救亡运
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在《民权报》任兼职记者的钟
克夫（即钟华），被党组织安排在报社
工作。

钟华后来撰文回忆：“那时陈翔
南和黄文康等同志，要在报纸上附刊
一份名叫‘春天’的周刊，作为思想启
蒙和宣传抗日的阵地。他们通过师
范学校的同学，辗转托我向报馆提出
要求。刚好那时我在《民权报》当兼
职记者，总编辑施见三是我的老师，
编辑黄卓凡、经理赵沛淮与我都是知
交，于是一撮即合。‘春天’一出，不仅
党有了一个公开的宣传阵地，而且它
还以崭新的面貌，新颖的文风，引导、
鼓舞了青年上进，投身到抗日救亡运
动中去。”

《劲风日报》
举办抗日救亡征文赛
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李嘉人、

陈仲博、朱伯濂、雷均祥等进步知识
分子，先后从外地回到家乡，参加台
山《劲风日报》等编辑工作。他们以
《劲风日报》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
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鼓舞全民团结，共同抗日
救国。

1937年冬，李嘉人、朱伯濂、伍示
月、梅龙夫、许鸿羡等，成立了台山青
年抗敌同志会，主要负责人是李嘉人、
朱伯濂、伍示月。《劲风日报》举办抗日
救亡征文赛，并提供楼下为会址，由共
产党员任评委，获奖作品在该报刊出。

共产党员掌握舆论工具
发表我党主张

1939年 12月，国民党掀起了第
一次反共高潮，各地抗战团体和组织
遭到解散，抗战活动受到压制。

1940年四五月间，中共江南区工
委为广辟宣传阵地，把宣传抗日推向
深层次发展，以新会县政府机关的名
义出版《新会战报》。共产党员钟华、
戚远分别任主编和发行员，中共江南
区工委成员冼坚以“动委会”宣传股主

任的公开身份参与编辑工作。该报宣
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坚决反抗反共逆流。《新会战报》很受读
者欢迎，最高日销量达3000份，创当时
粤中地方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44年1月，施见三引荐钟华为
《新会周报》的副总编辑。钟华曾经回
忆道：“我提出改版计划，将32开小册
子改为四开四版小报，内容包括一周
抗战形势等。同时引荐几个青年进入
报社……第21期起以报纸的形式、崭
新的面目同读者见面，销量翻番。”

我党自办报刊
有力推动抗日斗争深入开展

同时，我党也在时机成熟时自办
报刊引领舆论。

1939年5月，中共中区特委创办
了特委机关理论刊物《中流》半月刊，
由李木子为总编，司徒丰（司徒毅生）
任社长。特委利用《中流》，大力宣传
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
军及其他抗日部队抗击日军的英勇事
迹，不断对党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
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台山党组织以“广东青
年抗日先锋队台山县队部”名义出版
油印报纸《先锋队》。该刊主要编写者
之一是许鸿羡（1919—1945），台山水
步龙荣里人。1938年夏，他参加了台
山抗战知识研究班学习，并加入中国
共产党。

（傅健 黎秀敏）

民众奋起
抗击日军

以笔为戈
反抗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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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

年。回望那烽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中共江门五邑地方组织通过各

种渠道在报刊进行宣传，发出了奋起抗争的呐喊。记者曾在20年

前采访过当时仍健在的五邑籍老报人钟华、冯逸云（如下图）等，他

们向记者讲述了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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