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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村的抗战史与林家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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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9 月，日军占领了涠洲岛，日军舰艇封锁了涠洲海面，烧毁了 200

多条渔船，并随时可能登陆北海。所以，北海党支部做好了打游击战的准备。10

月，广州失陷后，日军舰艇再次封锁涠洲海面，北海不断遭日机轰炸，北海党支

部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深入农村，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开展游击战

的指示，决定创建北海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中共党员林朗天(原名林昊

章，参加革命后改名林朗天)，从福成返回北海，与北海党支部负责人郭芳、卢

传义、庞自等商议创建敌后根据地，随后，北海党支部决定在林朗天的家乡龙潭

村，创建敌后根据地。

龙潭村，东南临海，大部分村民为林姓，分布上、中、下三个自然村，多数

是贫苦农民，群众基础非常好。

北海党支部以龙潭村林氏宗祠为活动地点，并在祠堂内开办平民小学，学生

免费入学，不分年龄大小，既学习又劳动，很受群众欢迎。青年在学习文化知识

的同时也学到了新的思想、新的知识。第一任校长郭芳不断向青年宣传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灌输革命思想，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吸收了第一批进步青年林宝章、

林英香、陈德藩 3 人入党。为了继续加强党组织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很快又发展

了林受浦、林受权、韩耀晃、张木养、张冠均、陈三树等第二批党员，他们后来

都成了抗日联防队的骨干，龙潭党小组随后扩建为龙潭党支部并很快组建了龙潭

抗日联防队。在队长林晃章、副队长林英香的带领下，以 50多人 10 条枪的装备，

日夜轮流到海边放哨，一遭到日本鬼子登陆立即发出信号，这样不但保卫了根据

地的安全，而且也防范了土匪的横行和破坏。龙潭党支部分为三个党小组，上、



中、下三个村为 2 个党小组，赤江和横路山为一个党小组，为龙潭抗日根据地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

龙潭村的林氏宗祠，可称之为革命的摇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林氏宗

祠一直以教学为名，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培育了大批的革命志士。

根据革命后代和当年的平民小学学生的回忆，从抗日战争第一任校长郭芳

(共产党员)到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位校长吴芝才，大批的青年从这所学校里学到了

很多新知识，开始接触了新思想，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八年的抗日战争到后

来的解放战争，龙潭的林氏宗祠始终没有遭到敌人的破坏，可见龙潭村的群众个

个都是堡垒户，龙潭革命根据地的村庄个个都是堡垒村。

当时的北海党支部之所以在龙潭村创建抗日根据地，是考虑到当地的群众基

础及龙潭村独特的环境和历史背景。

龙潭林氏宗祠，建于明末清初。

以尊祖敬宗，重视家族教育，敦亲睦族，特别是以“忠孝”的传统家风扬名。

几百年以来，人才辈出。龙潭村曾发现，清朝时有三品、四品官员的两个墓碑（后

被毁)，现在还有六品官员的墓碑（墓已被盗）。正是：旧时书香门第人才广，

革命战争时期志士多。

北海党支部把抗日战争根据地和解放战争的活动地点设在龙潭村林氏宗祠，

又在祠堂开办平民小学，宣传抗日主张，传授新思想、新知识，灌输革命道理，

传递情报等各种革命活动都在祠堂内进行，林氏宗祠确实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2006 年龙潭村民集资了十多万元，在原来的旧址上把祠堂重新恢复建好，也算是

把北海抗日根据地及北海第一家全免费读书的平民小学旧址留给后人瞻仰了。

老祠堂原有的革命文物、平民小学的教室据说毁于“文革”期间，但门前的

一棵古树却依然根深叶茂、四季常青，据说这古树叫“咸沙树”，非常壮观。前

厅的一副对联在老祠堂被毁时，有热心的老人抄下来保存到现在。据说此对联是



道光年间的一个状元——龙潭人林召棠所写，对联是：松木公椒木叔，木木成林

皆公叔。崇山宗，岐山支，山山叠出尽宗支。这副拆字联蕴含丰富的古典文化和

现代的和谐思想，有利于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

龙潭村林氏宗祠，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东面是金海湾旅游区，西边是银滩大

道，南面是北海大学、北海卫生学校、北海中学（新址），北面是北海体育馆。

(文中部分内容源自《北海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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