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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学生队

(本文经当时该队的队长李梓明、指导员庞自两同志审核)

许光远 执笔

北海学生队建立于抗日斗争时期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

我国的抗口战争在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封建我国的

对外交通，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从钦州湾登陆。国民党驻钦廉沿海一带

(包括北海)的驻军一七五师不战而撤，至使钦县与南宁于十七日和二十四日陷

落，北海居民引起极大恐慌，纷纷向内地农村疏散。北海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廉北区委和北海党组织决定通过争取合浦县第五区署

(辖北海)的支持，建立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与留居北海的人民一道保卫北海。

决定作出后，由庞文隽(庞自，当时是中共廉北区委宣传委员)、李子明(李

梓明，中共党员)邀请北海进步青年学生在北海商会(现在中山路粮站)召开座谈

会。合浦县第五区区长刘瑞图及区署区员李坚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

讨论了北海的形势，由李子明提出了建立抗日武装队伍的建议。刘瑞图一方面

思想上受到共产党人抗日爱国热情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到他的很多财物以至

身家性命也需要人来保护，他表示：“不管是‘CP’还是‘CY’，只要能够保卫

家乡，都支持。”学生队就在会上宣告了成立。

学生队成立时约四十余人，后来发展到近六十人，主要成员是没有转移到

小江长塘山和合浦大石屯临时分校去的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进步学生和原青

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部分成员。它的全称是：“合浦抗日自卫团第一

支队北海学生队。”李子明、庞文隽分别由民主选举为队长和指导员，副队长林

振仁。党在学生队建立了支部，支部书记为庞文隽。学生队虽然挂名在“合浦

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之下，但它从队长到分队政治员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除

第一分队长潘伟德，第三分队长蒋文灿之外，第二分队长张家保也是中共党员，



党支部是学生队的核心，学生队的主要活动都由党支部决定，当时自卫团第一

支队长由刘瑞图兼，李坚兼支队参谋，有事通过李坚与刘瑞图联系，学生队在

工作上可以独立自主，不受“自卫团”的支配。

学生队队部设在区署右邻(今北海第二小学内)。队部下设一个政工组和三

个分队。政工组由庞文隽、李子明、张家保、张启泰、郭兆荣、苏文熙等共产

党员组成，负责政治和宣传工作，并分派下三个分队当政治员。第一分队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女队员驻在队部作宣传、救护和联络工作，另一部分男队员驻

守外沙鲁班庙。第二分队驻守东头沙一带，以游泳场为分队部。第三分队则驻

守北海远郊东星奶奶沟。学生队所用的二十多支枪，均由第五区署供给。

学生队的主要活动是巡逻警戒，监视敌舰。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东从游泳

场，西至外沙，都布置着岗哨，不论白天黑夜，密切注意在北海海面耀武扬威

的日本兵舰。一天晚上，日本一艘武装汽艇凭借夜幕的掩护，企图从游泳场附

近登陆。学生队员听到发动机声，迅速找到有利地形掩蔽好，待敌艇稍近，一

齐射击。学生队员虽然缺乏经验没有击中敌艇，但敌人遭此突然一击，摸不清

我方的情况，不敢贸然登陆，被迫仓惶逃去，使北海避免了一次搔扰破坏。

学生队的另一项活动是宣传抗战，救护民众。宣传形式有作动员、出墙报、

写大标语、出队报。队报每三天一期，油印，讲解时事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

张，报导学生队的活动情况，以教育民众，鼓舞士气。当时，日舰常在海面上

炮轰北海，不少建筑物被炸崩塌，不少民众因此造成伤亡。学生队在敌人炮轰

北海的时候，冒险组织民众疏散掩蔽，救护受伤市民。学生队的其他活动还有，

在市区加强巡逻，防止汉奸、窃贼的活动，保护民众的财产。

学生队成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队员向刘瑞图报告，有一队人向北海方向

奔来。刘瑞图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恐慌，立即下令学生队布置群众点火烧屋。

国民党北海当局早就根据他们上级规定，要每家每户都准备好煤油和柴草，打

算在日寇要进攻北海的时候就实行“焦土抗战。”学生队并未执行他们的命令去

布置点火，立即前去侦查，发觉那队人是从敌占区——钦州茅岭一带逃亡来的



难民。这样，北海避免了象长沙那样的把城市埋葬入火海的灾难。

学生队为什么要分派第三分队驻守远离北海市区的东星奶奶沟村?奶奶沟

村位于北海、廉州、福成三个地方的交界点，背靠着草花岭、独峰岭。第五区

署在奶奶沟村有一个枪械、被服库，学生队驻守奶奶沟的目的在于，在北海一

旦沦陷时，就以学生队为基础，利用五区署的物资，发动武装当地农民，以奶

奶沟为根据地，建立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寇。

学生队在奶奶沟举办农民识字班，出版墙报，教唱抗日歌曲，做了大量的

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学生队还十分注意群众纪律，为了不麻烦群众，十多个人

宁愿挤住在一间油行，后住小祠堂，也不住民房。队员罗远芬(罗平)的枪失火

烧了一户农家的稻草堆，学生队也折价作了赔偿。学生队还帮助农民干活等等，

不久就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谭俊后来到奶奶沟，和党员王惠澜、陈秉

洁，政为姚等建立了党小组，开辟了奶奶沟周围的村庄，并把队伍扩展到福成

圩南窑村和大龙圩一带，扩大了党的影响。队员姚为政在奶奶沟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

学生队的生活十分艰苦。抗战爆发后，暹罗华侨团体向祖国沿海城市投寄

回不少锅巴(饭皮)和其他物资救济难民，北海也收到一些用麻包包装寄来的饭

皮。学生队将饭皮洗净捣碎煮成粥维持生活，后来才争取五区署提供一些经费

(每人每月仅得三元陆角伙食津贴)。

一九四○年一月，国民党沙岗自卫大队副队长王国光参与奸商活动，运米

运桐油资助占据涠洲岛和其他地方的日本侵略者。二月，合浦沿海各地的奸商

活动越来越猖獗，造成市面粮价暴涨，人民深受其害。二月二十一日，中共廉

北区委和西场区委趁合浦国民党县府通知北海学生队、西场青抗会、廉州战服

团三支青年团队集训之机，共同发动反奸商的群众性请愿斗争。北海学生队在

区委的指示下步行至廉州，在骊珠戏院没立临时指挥部，会同两场青抗会、廉

州战服团一起参加请愿斗争，迫使合浦县长李本清答允采取施措惩办奸商，压

低米价。



北海学生队参加请愿斗争引起了合浦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在合浦北海的

紧张局面有所缓和的时候，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达到解散学生队的

罪恶目的。他们先将刘瑞图调离北海任毫无实权的县参事，免去常与我党接触

的李坚五区署区员之职，破坏学生队与原五区署的统战关系。继而以经费困难

为借口宣布解散学生队并收缴学生队的武器，于一九四。年四月还逮捕了学生

队队长李子明。

学生队的被解散，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合浦县当局掀起的一股反共逆流。

中共合浦县委和廉北区委于四月问结合全国反对反共逆流的斗争，广为散发中

共中央《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第十八集团军的《告全国人民书》以及其他宣

传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抗战、反共反人民的阴谋。

学生队解散后，队中大部分共产党员转到了山区和农村，继续坚持斗争。

北海学生队是在大敌当前，国民党军队撤离前线的情况下，由我党发动组

织和领导的一支抗口武装队伍。它存在虽然前后只有半年时问，但它宣传教育

了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扩大了党的影响，为保卫北海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