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 事 如 烟

———黄嘉忆旧语今录



作 者 简 介

黄嘉，生于 １９２１ 年，广西荔浦人。 １９３８
年 ４月在桂林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广
西学生军一团一大队党总分支委负责人，中
共桂林市委组织部长，中共玉林地区委员会
组织部长，中共桂东特派员，中共桂东北特派
员兼临阳抗日联队政委，中共左江地委书记
兼左江支队政委。 抗日战争期间，遭受国民
党反动派逮捕两次。 建国后，任中共龙州地
委第二书记，武昌车辆厂厂长，长江日报社社
长，广西区经委主任，区党委宣传部长，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的十二大代表。 主
要著作有枟加强法制与改革大潮枠、枟热血之
歌枠、枟回首广西的抗日游击战争枠等。



出 版 说 明

本书收集了黄嘉同志不同时期、不同方
面的文章。
笔墨随时代，文章写精神。 书中的文章，

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武汉工作时写的，
有七八十年代回广西工作后写的，也有九十
年代从工作岗位离退下来以后写的。 尽管写
作的时间不同，文章的精神却有迹可循，前后
呼应，不失一脉相承。
古来“忧愤出诗人”，如今 “激情出文

章”。 这部书，不论是记叙悲壮历史的革命
回忆录，或是缅怀英烈、呼唤精神的纪念文
章，亦或是以古为鉴，以今为镜，以戒自己，以
励后昆的随笔纵横，往往都是激情涌动、热血
难抑的产物。 缺乏激情，没有心灵的艰辛和
期待，没有理性的思辨和推求，写出的只能是
连自己也无动于衷的文字。 希望本书能为亲
爱的读者朋友带来一些启迪。

１９９９ 年 ９月 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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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广西的抗日游击战争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抗战之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桂
林做抗日救亡工作。 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
我和一批党员同志，响应党中央关于“每个
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的号召，遵
照中共广西省工委的统一部署，跟随广西学
生军奔赴桂南战场，上了作战主阵地昆仑关。
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我奉中共广西省工委
书记钱兴同志之命，率领一批党员骨干，深入
敌后，在沦陷的省会桂林附近和漓江两岸，依
靠和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创建桂东
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回首当年，与日本侵略军在敌后殊死作战的
光辉历程，刻骨铭心，思绪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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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吼的广西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广州、武汉沦陷，全国震
惊，广西危急。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
八路军办事处在桂林成立。 中国文化界著名
人物和抗敌演剧宣传队伍云集桂林。 桂林书
店林立，出版社到处可见，书籍、刊物琳琅满
目，美不胜收。 枟救亡日报枠、枟力报枠、枟大公
报枠等 ５家大报和 ６ 家小报、晚报，在桂林复
刊和出版。 周恩来三进桂林城，推动桂系地
方实力派，动员一切力量，团结抗日。 叶剑英
到桂林纵论时局，指点江山，鼓舞军心民心。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组织下，热潮滚
滚的桂林，终于铸造成为充满生机的抗战文
化名城。 这座城市，既是当年中国大西南民
主进步的堡垒，更是整个广西抗日救亡运动
的龙头。
与桂林抗战文化名城互为呼应的，是工

人、农民、学生、妇女和少年儿童的各种抗敌
后援组织，有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活跃在
辽阔的八桂大地上。 再有由国民党桂系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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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得到共产党支持参加，在实际工作中由
共产党起骨干领导作用的广西学生军和战工

团，以及有“南方抗大”美称的广西地干校，
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三大进步力量，成为当
年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柱。
广西各族人民在奋起，在怒吼，奔走呼

号，集会游行，操练队伍，拿起刀枪，保卫祖
国，保卫家乡，誓死要把日本侵略强盗驱逐
光。
怒吼了的广西，处在全民总动员的抗战

热潮中。

奔赴桂南战场

　　由越南海防转运，从广西凭祥进关，是抗
战初期中国西南的一条国际运输补给线。 日
本侵略军为切断中国这一条补给线，迫使蒋
介石政府崩溃和投降，于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入侵
广西。 侵略军在钦州湾的企沙和龙门登陆，
不久，便攻入广西， 侵占了以南宁为中心的桂
南 １９个县市 。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十
室九空，天昏地暗，惨绝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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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入侵之初， 广西学生军、战工团和地
干校战地服务团 ，纷纷奔赴桂南战场，发动群
众支前参战。 国民党爱国军队与侵略军在昆
仑关进行会战。 昆仑关第一期作战，中国军
队付出了 １．４万人的伤亡代价，收复昆仑关，
击毙日军少将中村正雄以下 ４０００ 多人，取得
了可歌可泣的重大胜利。 第二期作战，日军
重新集结，再次进犯昆仑关 ，战事急速恶化，
中国军队一片混乱，被迫惨败突围。
日军侵占桂南期间，我们党的工作原来

有基础的一些县份，以及学生军、战工团、地
干校活动到的一些地方，在共产党员的带领
下，在敌人后方，全民动员，打击敌人，波澜壮
阔，激动人心。
广西左、右江，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故乡。

红军主力北上长征以后，留守的红军游击队，
在革命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日军
入侵，大敌当前， 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
示精神，适时地转变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和方
式。 中共滇黔桂边委员会书记滕静夫和红军
老干部、共产党员岑日新、 谭统南，把劳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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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集中起来，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大队，在中
越边境活动 。 他们多次与日军作战，打击了
敌人的嚣张气焰 。

１９３９年 １０ 月，中共桂西南党组织指派
地下党员韦家骥等 ３ 人来到龙州，成立中共
龙州支部。 龙州党支部利用韦家骥等在警察

局任职的有利条件， 组成了一支“龙州青年
战地服务工作队 ”。 这支队伍，深入乡村活
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群众，支前参战。
他们既是宣传队，又是护送难民过境 、打击汉
奸和日伪军的战斗队， 成了当地群众抵御外
侮、维护一方平安的可靠力量。
在邕宁、同正、 隆安三县边境，活跃着一

支共产党率领的 ３０ 多人的抗日游击队。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晚，这支队伍在黄汉卿、莫
逵率领下 ，潜入敌占区，在西乡塘大桥设伏，
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猛烈轰击，把过桥的日
本骑兵打得陈尸桥上，有的连人带马掉入河
中。 这一仗，发生在南宁城边， 在敌人的重兵
脚下，影响很大，意义不同一般。
在战工团共产党员黄照辉、李旭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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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邕宁县大塘、南晓的青年， 组织了一支抗
日游击队，进行对敌斗争。 邕宁县八尺区进
步青年司马孙 、周忠、周游和李杰，在广西学
生军第十中队中共支部的教育培养下， 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依靠当地群众，组织
了一支 １８０ 多人的抗日游击队。 这支队伍，
同前来进犯蒋村、四美、新丁、 乌兰 ４ 个村的
日伪军作战８ 次 ，毙伤敌人 ６０ 多名， 成为全
省闻名的 “抗日模范村”。

１９４０ 年 １月中旬，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
广西学生军男女战士 ３０ 多人，在女生队区队
长陆瑜若的率领下，配合灵山 、钦州两县军
民，协同国民党桂系四十六军一七五师五二
四团，在灵山、钦州两县交界的四合坳，痛击
来犯的日军近卫旅团。这一仗， 毙敌 ２００ 多
人 ，伤敌８００ 人以上，戳穿了日本侵略军不可
战胜的神话，奏响了一曲国民党和共产党在
基层亲密合作、共同歼敌的团结赞歌。
广西抗日战场的复杂形势迫使人们去苦

苦思索一些令人焦虑的问题。国民党当局拥
有大量军火却为何不抗日打游击 ？ 他们既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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