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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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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是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和中共北海党组织的推动

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的。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北海各界民众抗日救亡的

领导机构。党组织通过这个机构，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组织、领导北海各界

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了旨在全面侵略中国的

新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各界民众团

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不

断推动、督促下，中国重新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北平民先队、学联、作协、妇女会等二十多个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组

成了北平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随后，上海、南京、武汉、太原、广州等地也

相继组织抗敌后援会和其他抗日团体。抗日的怒火在全国燃烧起来。

早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北海的学生及其他进步青年就

纷纷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推动社会组织“抗日救国会”、“检

查日货纠察队”等，开展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间，共产党员赵世尧(北

海人，是北海早期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一九三六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

产党)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派遣，从香港回到北海发展了一批党员，重建了中共北

海党组织。为了广泛宣传发动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中

共北海党组织正确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推动各界民众成立了靠北海各界民

众抗敌后援会。”

赵世尧回北海后，担任合浦一中(现在的北海中学)图书馆主任。他与其他



党员及进步人士鼓励合浦一中负责人及一部分教师、学生、海燕剧团成员，并

邀请当时北海的社会贤达(黄宗达等)、国民党五区署职员等召开一个预备会议。

会上决定由五区署派其职员李坚代表五区署主持召开一个有北海各机关、学校、

团体、军队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正式组建“后援会”。“联席会议”顺利召开。

会上，选举了“后援会”的领导班子，宣布“后援会”的正式成立。选举结果，

黄宗达任任委员；黄宗达、潘承鉴、黄炳钿为常委(前两人为北京某大学毕业生，

当时北海的社会贤达，黄炳钿是北海驻军国民党一七五师某团团长)；委员是国

民党五区署区长刘瑞图，经常派其职员李坚到“后援会”工作，但大部分的常

委、委员却只挂一个名、很少到“后援会”讨问工作。推委他们任常委、委员

的主要作用是，可以向他们所在的单位摊派经费，解决“后援会”的一部分经

费问题。“后援会”的实际组织领导工作，主要是总干事赵世尧和其他干事负责。

北海抗敌后援会的会址，设在北海商会(现在的北海市中山中路粮店所在地)。

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下设有宣传、组训、调查、募捐、防护各组，从

事北海各界民众各项抗日救亡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此外，“后援会”在一九三

八年四月，推动各界分别成立了以下几个抗日救亡团体：青年抗敌同志会、妇

女抗敌同志会、工人抗敌同志会。这时候的北海，各界民众充分发动了起来，

爱国热情一步高涨，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达到了一个新

的高潮。

中共北海党组织模仿陕北解放区学习班的形式，在北海女子小学办了为期

一个月的抗日救亡工作干部学习班。各抗战团体负责人及其骨干分子五、六十

人参加了学习。赵世尧、李梓明、潘伟德等担任主讲。学习内容有时事形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救亡宣传和组织工作艺术、革命政治理论等。学习班

为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培训了一批有革命理论基础的工作能力的干部。

北海青年抗敌同志会的筹组人是罗刚、王文昆(共产党员)等，会长是罗刚。

不久，他俩奉党组织之命调离北海，改任李梓明(共产党员)为会长。委员有杨

柳之、潘伟德等。会员约二百。会址设在今北海文明路(“妇抗”、“工抗”会



址均在其附近)。组织宣传活动是“青抗一的主要任务。

“后援会”宣传组主要是通过“青抗”、合浦一中和其他团体开展工作。

“青抗”会员的爱国热情是空前的，他们组织宣传的办法是多种多样，卓有成

效的。美术就是他们其中的一种宣传武器。他们绘制巨幅宣传画，分挂在北海

的主要街头，其中一幅，画了一条大蚕虫，正在不停地吞吃着一张桑叶，形象

地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蚕食”我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出来。

对民众进行时事报告，是他们的另一种方法。在北海强新书店门前及各热

闹街口，他们都设有时事形势报告站，为讲得生动、具体，还绘制了全国时事

形势图助讲。每次作报告，均有为数众多的民众到来听讲。

歌咏、戏剧又是一种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的有力武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

二日(阴历七月十七日)，日寇侵占我涠洲岛(距北海 36 海里)，杀害我涠洲无辜

民众多人。“青抗”会员和其他会员一起，自编自演以涠洲沦陷为内容的街头剧，

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汉奸、涸洲乡乡长李文材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激起了

北海民众极大的民族义愤。李文材的扮演者李××(理发工人)，由于演出逼真，

以至演出结束后仍有人在其后喊“打倒李文材”的口号。“青抗”还推动合浦一

中，组织了两个抗日救亡剧团：一个是怒吼剧团，由高中学生组成，主要负责

人是庞自(共产党员)等；一个是儿童剧团，由初中学生组成，团长是陈祥军。

这两个剧团到北海街头，并利用寒暑假深入渔农村，还渡海到涸洲岛(当时涠洲

还未沦陷)演出深受民众欢迎的《放下你的鞭子》以及《弃儿》、《古庙钟声》、《小

英雄》、《小渔夫》等抗日救亡戏剧。

“青抗”、“妇抗”和合浦一中学生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演唱抗

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保卫中华》、《保卫大武汉》

等等。

这些宣传活动，在鼓舞各界民众的抗日情绪，组织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等方面，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北海妇女抗敌同志会会长是何醒予(共产党员)，委员有卢寇群、罗远芳(罗



平)、蔡秀英等。会员约一百人，来自纺组厂女工、失学失业女青年、合浦一中

女学生及家庭妇女。“妇抗”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下列工作：

(一)举办妇女夜校(或民校)。“妇抗”在北海城市乡村均举办有妇女夜校

(或民校)。高德民校，主要由卢冠群负责；北海妇女夜校，主要由何醒予负责；

外沙妇女夜校(妇女识字班，共两班)则主要由合浦一中女生罗永瑛、黄翠玉、

黄翠琼、苏少芝、苏少芳等人负责。她们以夜校(或民校)为讲坛，组织广大妇

女学文化，同时通过讲革命故事，讲时事形势，教唱救亡歌曲，指导阅读进步

书刊(如《母亲》等)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激发广大妇女的爱国热情。

(二)组织晨呼。每天天未亮，“妇抗”(还有“青抗”、合浦一中)晨呼队就

遍布北海大街小巷，高呼“打倒日本鬼子除汉奸等”口号，歌唱《义勇军进行

曲》等抗日救亡歌曲。

(三)开展募捐活动。“妇抗”组织募捐队，唱着一首以募捐为内容的歌曲

(开头两句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健在的老队员，现在还能哼它几句

呢。)，逐家逐户劝掮。那时候的家家户户，也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有什么就捐什么，银元，寒衣、食品……。当时的一些歌妓，在“妇抗”的动

员下也组织了起来，制作纸花等发动民众义买，募集了不少资金。“妇抗”会员

收民众捐来的银元、食品救济涠洲逃来的难民，将棉衣、毛衫送给冠头岭的士

兵，鼓舞他们的抗日士气。

(四)组织救护队开展救护活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北海

常被日寇的兵舰、飞机骚忧、轰炸，北海市区以及外沙、高德等处有民众多人

先后死于炸弹之下。“妇抗”组织救护队，经过短期的防空和抢救伤员训练后，

每当警报一响，就与“青抗”会员、合浦一中学生一起四处出动，指导群众掩

蔽，抢救受伤市民，事后慰问死难者家属。在北海民众抗日热潮的影响下，法

国教会办的广慈医院医生、归国华侨吴士规也积极培训救护队员，并被推委为

救护队队长。北海大水沟被敌机连继轰炸，市民死亡多人，英国教会办的普仁

医院的中国医生周丰田以及各私立医院的医生、护士(如永年医院林宝珊医生)



也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救护队的救护活动。

“妇抗”成立以后，北海广大妇女有了自己的组织，他们砸碎了套在颈上

的封建枷锁，走出家庭，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行列中来，为抗日救亡运

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工人抗敌同志会”的会长是张书坚(共产党员，张茂和书店店员)，委员

有赖刚等，会员约一百人。“工抗”成立不久，张书坚、赖刚等人因事离开北

海，一时缺乏活动能力较强的骨干主持工作，“工抗”便与“青抗”、“妇抗”一

起开展活动。日寇占领涸洲后，“工抗”曾与“青抗”一起，组织了一次以码头

工人、黄包车工人为主的成千人参加的示威大游行。

北海地处祖国南疆，随时有被日寇侵占的可能。“后援会”下设的组训组

为了将来开展游击战争，在一九三八年五月。组织了男女两个壮丁队。经组训

组向镇公所多次交涉后。镇公所派其一个排长(还邀请一些懂军事的人)担任教

官。对壮丁队进行一个月左右的军事训练。

“后援会”下设的调查组，为收集敌伪、汉奸情报，做了大量的工作。调

查组组长是周小庭(共产党员，后因腐化被开除)，没有固定的组员，临时需要

则从各团体中抽调。调查组的第一个活动，就是配合对曰经济绝交委员会(也是

后援会下的一个组织)，对北海所有的商行进行一次调查，尤其对日本、德国在

北海的代理商行进行重点的调查，发现有经营日货的，即予登记上册，并进行

处理。涠洲陷落，不少难民逃到北海，调查组一面组织救济，一面深入难民了

解日军及汉奸的情况。一次，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到北海(其政治部在廉

州东坡公园)听取“后援会”的工作情况汇报(因大多数常委、委员们均没有做

实际工作，不了解具体情况，一般都推由赵世尧作汇报)，他听了调查组的工作

情况后，十分感兴趣，即主张由一七五师政治部按原来调查组的人马来正式建

立一个情报组，并建议赵世尧任组长。中共合浦县委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同意赵世尧、庞继业(庞达)、郭李晃(郭芳)、周小庭(均是共产党员)组织这个

情报组。由于赵世尧已一身几职，情报组组长由庞继业担任，内勤李晃，外勤



周小庭。情报组发动民众，积极搜集敌人情报。情报组曾了解到涠洲岛上法国

天主教堂的神甫与日寇来往甚密，并派其教徒到北海天主教神甫居住处红楼传

送信件，还有群众反映红楼藏有电台，即报知黄炳钿和一七五师政治部，并要

求出兵对红楼进行了一次小搜查(可惜没确查到电台)。情报组还亲自派员到各

地调查奸商的活动，将奸商运米、运铜币等物资资敌的情报及时送给一七五师。

调查组给国民党一七五师提供了不少敌伪情报，但是，一七五师对奸商活

动等情报置若罔闻，对侵占我涠洲岛的日本侵略者从不打过一枪一弹，任由日

寇屠杀我同胞，蹂躏我国区!在日寇加紧轰炸北海、进攻钦州之际，一七五师闻

风而逃，远离前线。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在此可见一斑!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寇在侵占钦州、大举进犯南宁的同时，还对北海进

行了狂轰滥炸。国民党一七五师不战而撤，引起市民极大恐慌，纷纷疏散到农

村、山区。北海的大部分共产党员、抗日救亡骨干也奉命转移到农村、山区去

开辟抗日敌后游击区。合浦一中也迁校到了小江附近的长塘山和廉州近郊大石

屯。在这种情势下，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及其抗战团体无形中解散了。但

是，中共北海党组织并没有放弃斗争，未有转移的共产党员李梓明、庞文隽(庞

自)、张家保、张启泰等面对日寇的武装威胁，组建了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队伍

——北海学生队，续继在北海坚持斗争。

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都是在中共北海党组织的

具体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后援会”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二年多，但它为抗日救

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使北海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得到了锻

炼。在“后援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涌现了一批骨干分子，这批骨干分

子都在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坚持了漫长的对日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苦

斗争。北海“后援会”为南路民族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页。

(许光远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