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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锋”

作者：张振钿 来源：北海日报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后，合浦也遭受战火的威胁。合浦县各界民

众，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

1938 年 3月，廉州中学成立了“廉中救亡工作团”。我大姐在廉州中学读高

中，参加了该团宣传活动。那时我在合浦县立第一小学初级部（在现今孔庙旁的

廉州粮管所内）二年级读书，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往廉州中学跑，去到作为排

练场的“质文堂”礼堂楼上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排练、演出。那时的宣传抗日救

亡活动，形式生动活泼，除了口头宣传、唱革命歌、演街头剧之外，还有写标语、

画漫画等。

1938 年，合浦正式组建“合浦县抗日先锋总队”，廉州、西场、龙门、寨墟、

合东南的东三团等均组建抗日先锋队，全县发展有队员约 800 余人。我参加的合

浦少年抗日先锋队是从属于抗日先锋队的一个支队，由陈传赞、王资桐负责辅导。

队里给每个队员发有布质印有“合浦县少年抗日先锋队”的胸章，队员们右手臂

上挂着臂章，束着腰带，背着背包，脚上穿着“快鞋”（一种用禾秧草或黄麻皮

织成的轻便草鞋）或“广西鞋”（女士穿的，脚面上一条黄系带），头上戴上的

帽子，用黄、绿等五彩油漆涂上掩护色，像军队作战时所戴的钢盔。集合行动时，

虽然队员人小，但是显得英姿勃勃，一个个斗志昂扬，真可谓人小志气大。队员

所到之处，向群众宣传抗日，唱抗日歌曲，演讲、贴标语等，做力所能及唤醒国

民抗日救亡意识，群众均投以敬慕的目光。

后来，由于发生了“儒家巷事件”，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遭到破坏，作为

外围组织的“抗日先锋队”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不再使用“抗日先锋队”

这一名称，而改用其他形式，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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