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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早期的北海妇女革命运动片断

钱海建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北海妇女革命运动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潮。为北海革

命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海妇女革命斗争是有基础的，早在大革命时期，北海党组织领导下的革

命统一战线阵地“国民党市党部”设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党通过该组织发动广

大妇女参加革命活动，号召妇女通过自身斗争来争取解放，领导她们进行抵制

蓄婢纳妾，争取婚姻自由等反封建斗争。革命思想在她们心中生根开花。

“九一八”事变后，北海妇女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屠戳百姓、奸淫良女的

罪恶行径，激起了她们的民族恨，爱国情，随着北海抗日运动的兴起，她们也

自觉投入到这场革命斗争中去。

一九三四年秋，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进步学生庞自，卢传义、吴世光等

人在何国达家组织“静励斋”读书会，进步女学生何醒予、苏少芝、苏少芳、

黄翠玉、陈莲珍、黄玉金等参加该会，学习马列著作和阅读进步书刊，女青年

们在读书会里不断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奠定了走

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一九三五年十月，为了配合日益深入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进步女青年卢

冠群、陈英然、伍瑞芳等五位同志，在普仁医院(今人民医院)斜对面租一间屋，

举办了一个普文学院，除教学生文化知识外，还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日

歌曲。她们晚上又兼办夜校，免费为贫苦儿童升学补习功课。

一九三七年底至三八年间，合浦一中女学生罗永瑛、黄翠琼、苏少琳、苏

少芝、黄家秀、吴德馨、陈莲珍、黄玉金、蔡秀英等人，先后在外沙办 3 两个

妇女识字班。她们白天回校上课，晚上往外沙教妇女学文化。当时的外沙桥是



用几块木板搭在几根木桩上的简易木桥，人在上面走摇摇晃晃，稍不留意，就

有落海的危险。但女青年们毫不胆怯，每晚坚持授课。她们在对妇女进行文化

教育的同时，还介绍苏联的妇女生活状况，宣传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宣传

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使劳动妇女受到深刻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二月，北海党组织重建。党组织负责人赵世尧等根据党中央的

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北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他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政策，层层发动全市各界人士。经过他们的积极活动，遂于三八年三月成立“北

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稍后，在“后援会”的推动下，成立了三个群众救亡

团体，“妇女抗敌同志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妇抗会”会址设在文明路南端的

吴家园(今第二人民医院)内。

“妇抗会”的会长是何醒予，委员有卢冠群、蔡秀英、邓小筠等。这些妇

女骨干受命子历史的重要关头，深感责任之重大，她们不辞劳苦，深入到妇女

集中的纺织厂、街道发动妇女参加，“妇抗会”。当时，有女学生，社会女青年、

女工人、家庭妇女二百多人报名参加。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妇抗会”的妇

女抗日运动蓬勃发展。三八年间、日本侵略军经常在敌占区烧杀掳掠，海面也

时有日舰骚扰，国民党合浦县常备中队日夜戍守在白虎头、高沙垅一带，官兵

们的爱国精神赢得了百姓的敬重。“妇抗会”组织募捐队，募集经费和物资慰问

前线将士，在“妇抗会”的动员下，家家户户尽力捐献，有的捐赠羊毛衣、有

的捐赠大棉衣、有的捐毛巾、钱等。会员们将募集的钱买来绸缎、黄丝线，飞

针走线，绣了一面题为“抗日长城”的绵旗，以表达对不畏艰辛的将士们的崇

敬。

七月的北海，酷日当空，暑气蒸人，妇女们踏着被烈日烤得滚烫的沙滩，

扛着慰劳物资，步行十几公里来到高沙龙驻地。慰问团的到来，给常年戍边的

官兵以极大的鼓舞，何醒予、蔡秀英她们作了言词激昂的演说，赞扬他们的爱

国行为，鼓励他们再接再励，勇敢战斗。将士们深受感动，群情激昂，常备中

队长代表全体官兵，郑重地向慰问团表决心：誓与海疆共存亡。最后，慰问团



向常备中队赠送了锦旗，使官兵们士气大振。

在抗日运动中，妇抗会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她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每当晨光熹微的时候，她们便从家里汇集到妇抗会，沿街边跑边高呼口号：“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民动员一致抗日!”口号声象滚滚春雷，震撼着北海广

大民众的心田。“妇抗会”会员还是出色的宣传员，为了配合抗战各时期的中心

工作，“妇抗会”与“青抗会”联合编演抗日救亡话剧，在市内街头和附近农村

宣传演出。一次，他们在街上热闹场所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由女青年蔡秀英

饰演歌女，她演得维妙维肖，逼真感人，激发了群众对歌女的同情和对帝国主

义的愤恨，顿时，台下观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此起彼伏，观众

久久才散离。女青年们用火热的青春，唤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三八年九月，日寇侵占澜洲岛，残杀我同胞百余人，我党组织发动募捐救

济难民，还组织慰问团前往海岛慰问。女青年罗永瑛、黄翠玉、苏少芝、苏少

芳、利培凤、陈莲珍等随同合浦一中的“怒吼剧团”渡海到岛上演出《放下你

的鞭子》、《古庙钟声》、《最后一课》、《小渔夫》等抗日救亡戏剧。

妇女们的足迹踏遍北海的大街小巷，她们的抗日宣传给北海民众留下极深

的影响。她们壮志未酬，雄心勃勃，希望奔赴前线，亲手杀敌。三八年十月，

党组织建立男女壮丁队，“妇抗会”的何醒予、卢冠群、罗永瑛、蔡秀英、黄翠

玉、黄翠琼、苏少芝、苏少芳、梁国珍、梁秀兰、罗远芳，潘伟耀、陈莲珍、

黄玉金、陈玉珍，陈志凤、邓爱莲等四十多名女青年参加了女壮丁队。党组织

将她们分两批接受军事训练，每期四十天，由中共党员李梓明上政治课，宣讲

抗战形势，开阔妇女们的视野，提高她们的思想素质。壮丁队中队长给她们上

军事课。队员们头戴钢盔式竹帽，身穿草青色衣裤，脚缠草青色绷带，集合在

中山公园纪念堂前进行刺杀、射击、卧倒等军事训练。有的队员还不及枪高，

但她们却斗志昂扬英姿飒爽地认真操练。

女队员们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有时遇滂沱大雨，她们都镇定自若，听从

指挥，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坚持训练。待训练完毕，个个成了泥人，大家毫无



怨言。经过训练后的妇女们觉悟不断提高，每期训练班结束，都有人请缨上前

线杀敌。

三八年冬，涠洲岛沦陷后，北海战事紧张，时有日机来轰炸，“妇抗会”组

织救护队，以适应战事需要。救护队分两批学习包扎技术，一批是合浦一中的

在校女学生，到壁笆楼(今一幼附近)学习，由普仁医院的爱国医生周丰田负责

教援救急、包扎技术；一批是由社会女青年组成的救护队，到永年医院(今

朝阳里桂园内)学习，由本院医生林宝珊授课。女救护队员们满怀一腔热血，随

时参军参战，服务战地。

此时，民族危机加深，北海已是街市箫条，唯有文明路大菜市还颇为繁荣，

附近还有国民党驻军挖战壕。某日上午九时许，正是人流高峰的时侯，两架日

机向大水沟俯冲下来，投下了数枚炸弹并开机枪扫射，顿时，四周一片火海，

伤亡军民 20多人。绕幸活着的人匆忙逃离，但丧心病狂的日寇未等人们逃出灾

难之地，又投下第二次炸弹，场面更是惨不忍睹。救护队闻讯后，即抬起担架，

赶赴现场，男队员当主力，负责背抬死者，伤员，女队员协助包扎。这些平日

胆怯见血都怕的女青年，此时激于义愤，毫无惧色，她们怀着阶级情、姐妹爱，

为血淋淋的伤员逐一包扎。有的伤员被尸体在下面，痛苦地呻呤着，女队员勇

敢地搬开尸体，救出伤员。这天，救护队员从早忙到下午四时多，没有人歇息

过，一些伤员被她们的忘我精神感动得流下眼泪。

有一次，龙王庙至外沙一带的海面出现两艘敌舰，党组织命令全体壮丁队

开赴前线，女壮丁队员拿起武器，一口气赶到海边，她们用的虽是土枪，但杀

敌情绪高昂，她们埋伏在海滩上用沙包垒成的工事里，严阵以待，准备抗击敌

人。龟缩在军舰上的敌人见我方阵容强大，不敢登陆，慌忙退去。当时合浦《粤

南日报》登载一则新闻“北海女壮丁队粉枪击退敌人”，高度赞扬了北海女壮丁

队的英勇行为。

北海妇女成为北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广大妇女在斗

争中得到了锻炼，政治素质大大提高，许多懦弱女子变成了坚强战士，一批优



秀妇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妇女运动的骨干，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中

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