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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潘 琦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无论是“知人”还是“自知”，历史文化和

精神世界都是重要途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形成命

运共同体，离不开文化的集体记忆。若丧失了这种记忆，就等于割断精神

之根，遗落思想之魂。

近几年来，一些县、市以历史事实为题材，记述本地的历史文化、人

文轶事的书籍时有出版，这是一个很值得赞扬的文化现象。一个地方经济

发展起来了，如何在社会发展中进一步凝聚人心，壮大精神力量，从传统

文化血脉中补充精神给养，从自己的光辉历史中增强自信，是一个重要的

途经，必然的选择。

龙州县地处桂西南部中越边境，早在唐朝先天二年（公元 713年） 就

建置，迄今已有 1300多年。以壮族文化为特色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悠

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独特的地理环境，使龙州成为南疆重镇。历史上

发生过抗法战争，邓小平同志在这里组织和领导了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

工农红军第八军和著名的左江革命根据地等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各族

人民为中国革命和保家卫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使龙州这座边境山城中外闻



名。这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精神财富。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龙州县政协十分重视这种历史文化资源，他们

以锐利的视角、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满怀的文化热情，组织专家、学者、

文化名人，在研究和学习龙州历史文化的前提下，用现代眼光去解读龙州

古事、旧事，认真探寻深一层史实及其意义，借古事、旧事之正能量，激

发人们的憎与爱，透过历史与现代客观史实和文化现象，使人们更深刻地

理会、理解龙州的历史文化，从而增强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心，做到不

忘本来，开辟未来，不再迷茫。

《龙州旧事续编》的编者和作者用力之劬，以及态度之严谨，工作之

细致，随处可见。全书近 30万字，共分“人物春秋”“龙州岁月”“地

方风物”三个篇章，九易其稿，有的作品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因是重

新编辑成册，有的文章做了些修改。从总体上看，整本集子以故事的形式

和内容，语言文字和记述方法都平易、平实，文笔流畅，语言通俗，故事

生动，史料真实，文章质朴，不空洞，不冗长，读者从这些历史资料中可

以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读了这里的故事，会受到一种革命传统和

人生理想信念的教育。这也许是编辑出版这本册子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

说，该书很值得一读，应推荐给我们的青少年读者们。

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是“活资料”，他们头脑中的记忆是研究

历史的宝贵财富，通过他们的回忆与述说，还原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面

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龙州旧事续编》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

史见证资料，我们应当深表感谢！并希望出更多更好此类史料性书籍，以

教育后人，“拯救历史”。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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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孤 雁 烈 士 传 略

黄汪然

高孤雁，原名高炳南，

字文客，1898 年 10 月 12 日

（农历八月二十七日） 出生于

龙州县下冻一个贫苦的家庭

里。

下冻，位于祖国南疆边

陲重镇龙州之西 40 华里，巍

巍大青山下，滔滔丽水之滨。

这里田园阡陌，一年三熟，

是左江上游的鱼米之乡。但

是，千百年来，这里的人民

受着帝、官、封三座大山的

重重压迫、剥削，受着封建

王朝设置的世袭土司赵家的

奴役，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虽经明朝推行的“改土归流”，但也没

有触动土司赵家的权势。清朝以后，历届地方官员，都不过是土司赵家的

走狗。土司赵家始终霸占着下冻东南西北方圆数十里的田地。地租高达

高孤雁烈士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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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对拖欠租谷 500 斤以上者，就要佃农女儿抵债。赵家私设刑堂监

狱，随意关押打杀无辜群众。民国初期，名亡实存的末代土司赵善述有 9

个老婆，女仆成群，是一个“吃饭不吃素，穿衣不穿布，走路不踏步”的

吸血鬼。那时的龙州，自 1887 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法帝国主义等纷纷

把魔爪伸进龙州，攫取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种种特权，龙州已沦为半殖

民地。高孤雁就是诞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他在后来回忆少年时期的

境遇填写了一首悲愤之词：“人正苦，月空圆，满腔酸楚倩谁怜。江山两

万里，鸿雁到秋边，吟愁有字，买酒无钱，恨难填，双拳白眼看青天，莽

莽乾坤一少年。”

高孤雁的祖辈为生活所迫流落来到下冻，父亲以挑盐零售为业，娶妻

下冻吴氏，生二女，长女嫁下冻蒙鸿昌，次女嫁那角村吴姓。高父年逾半

百，为求子嗣，纳一妾是被辗转拐卖而来的越南妇女，生孤雁。孤雁三岁

丧父，大姐早嫁，二姐又早逝。孤苦零丁，家道艰难，靠母亲操作谷米加

工为生，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开始启蒙于下冻私塾，继入下冻两

等小学堂（八年制） 就读。高孤雁为人聪敏，勤奋好学，常手不释卷，博

览群书，涉猎颇广，经常有一帮小朋友跟着他，围着他听他讲 《三国》、

《水浒》的故事。他为人诚实正直，敬老恤贫，助人为乐。一次他在南街

遇见一位挑卖甜品的老太婆，不慎跌跤摔破了许多碗具，伤心地坐在地上

哭泣，他即趋前扶起安慰，并解囊帮助买回碗具，老太婆惊喜交加，感谢

不已。一次在米行看见一家夫妻打架，打得头破血流，高即上前劝止，探

知原因是男的赌输了买米钱，高对男的进行严肃教育，并掏钱给女的去买

米和治伤药。此后，男的不再赌钱，拼力做工，一家和睦。高孤雁这种助

人济急的高尚风格，一直为家乡父老交口称赞，视为教育后代的楷模。由

于他品学兼优，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器重。教师农斌更是管教备至，常于课

余夜晚带他回家进行课外辅导，悉心栽培。1916 年秋，经学校择优推荐，

高孤雁提前一年到龙州考入镇南道立中学（四年制） 第五班读书。他在中

学更加发奋学习，国文成绩名列前茅。1919 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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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高孤雁积极投入运动，经受了新学潮的教育和新思潮的熏陶，萌发了

改造世界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一位进步教师经常对高进行个别教育，在一

次观看月食时，问高：“你看见吗？天上那七星要变成五星了。”高莫明

其妙。接着，这位老师介绍了一些进步书刊给高看，并同他讲述俄国十月

革命的情况，高感到很新奇。在他同女友农尚琼和赵振猷等人从龙州回下

冻途中，把老师的话转告她们，赵担心地问：“要是世界变了，我是土司

的后代，怕不怕?”高说：“怕什么？只要你跟上历史潮流，到那时大家

一样平等自由。”

1921 年 6 月，粤军入桂讨伐陆荣廷。9 月 30 日粤军攻陷龙州，到处

烧杀掳掠，龙州群众四处逃难。高孤雁避入越南七溪。那时的越南，早已

沦为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洋人飞扬跋扈，暴戾恣睢，越南人民过着屈辱

的奴隶生活，在洋人面前要低头弯腰，即使烈日暴雨，也不准戴帽撑伞，

更不能骑马坐轿。华侨也同越南人一样受到歧视凌辱，高孤雁怒火中烧，

激起了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越南人民的强烈同情。他在赠越南友人

邓师墨的诗中写道：“此世已无欢乐计，不辞掩洞送黄昏。廿年黧面成孤

愤，一寸愁心郁万冤。我觉微生尤有限，君怜故国未招魂。凄惶共尽回天

力，誓挽狂澜靖鬼氛。”这诗充满了誓同越南友人并肩战斗的革命豪情。

粤军攻桂之初，陆荣廷令他的干儿子、旅长周定儒（下冻人） 运一批

武器回下冻，埋于地下，上面种上农作物加以伪装，此事为当地农民探

悉。陆、谭出走后，农民相约前往挖出，组成农民武装，以与军阀对抗。

高孤雁闻讯，1922 年回乡加入这支农民武装队伍，与同学赵之美、赵可

任、李果等人一起，想把这支农民武装队伍引上反对帝、官、封的斗争轨

道。他们随着队伍活动于龙州、雷平、养利、龙茗、天等一带。在此期

间，他们还在龙茗县（龙英圩） 第一高小校开办了“青年讲习社”，又在

天等圩开办了“速成师范讲习所”，均以 《新青年》 等进步刊物为教材，

进行革命宣传教育，为后来龙茗、天等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培训骨干创

造了条件。

高 孤 雁 烈 士 传 略 / 人 物 春 秋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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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高孤雁回到已改名为上下冻州高初两等小学校的母校任教

师。高在学校首先团结几位进步教师吴云烈、邓匡、孙华谟等人，提倡新

文化、新思想，号召师生大量订阅《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

刊物，两人一份，从中编写教材，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下半年，高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读到瞿秋白的《赤潮曲》，

深受教育和鼓舞，被“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所激励，在他们倡议

下，把校名改为“赤光学校”，并把下冻尚德女子小学改名为“霞光学

校”。接着，下冻土州各村校相继改用了新校名，如河渡村的旭光，陇基

村的晨光，陇钦村的时光，那黎村的新光，布局村的真光，捧扬村的虹

光，那鸟村的曙光，两庄村的曦光等等，面貌为之一新，形成“光芒万丈

涌”的气势。

1923年纪念辛亥革命 12 周年时，高孤雁写了一首词，并由邓匡谱曲

教学生们唱，词曰：“帝子业空，奴隶梦醒，倒威权，革命奏功勋。数年

青十二春秋，江山依旧锁愁云。往事如尘，那堪凭谁？待吾俦再把乾坤

整。此是男儿本性，爱国精神！”高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辛亥革

命作出正确的评价，既肯定了它的历史功勋，又明确提出它的失败。辛亥

革命过了 12 年，国家仍然四分五裂，帝国主义侵侮，军阀割据混战，政

权落在剥削阶级手里，曾是辛亥革命主力军的工农大众被出卖了，辛亥革

命之初的革命性已经烟消云散，整个中华大地，“江山依旧锁愁云”。资

产阶级已经不再革命，更不能领导革命了。“那堪凭谁”一语道破了辛亥

革命“此路不通”了。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农

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1924 年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痛切地感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

活它就要有新血液”。他请求共产党人帮助全面改组国民党。领导中国人

民革命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肩上。“待吾俦再把乾坤整”，

这就是高词的精华所在。

为了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需要扩建学校，但是当局不给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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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孤雁等人就发动社会各界捐款，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慷慨解囊。高孤

雁来到越南七溪、旧圩、高平、谅山等地向爱国华侨募捐，很快募得法光

60余元，终于建成中西式楼房校舍一幢。

1924 年，高孤雁等人在赤光学校增办了一个“高三班”作为升初中的

补习班之后，又创办了一个“特别班”，免费招收 40 名无钱升学的青年学

生继续深造。特别班的学生，有来自邻近各县，也有远居越南的华侨子

弟。高孤雁对特别班的教学，呕心沥血，十分重视，他强调学生订阅《向

导》、《前锋》、《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人手一册，课外必读，

并从中选择教材，亲自讲课。高在特别班讲授《共产党宣言》，公开宣传

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公开宣传无产阶级

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号召学生们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

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并在行动上率领学生走上

街头投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学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许多人在后来

的大革命风暴和龙州起义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成为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

英勇战士，一些人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4 年 12 月，高孤雁在给《中国青年》主编、中共早期著名政治活

动家恽代英的信中写道：“在这个黑暗、腐败、冷酷、恶力压迫的社会

里，我热血沸腾的想给青年们以兴奋剂，鼓舞他们作社会运动工作的准

备，故大为介绍新刊———《向导》、 《前锋》、 《中国青年》 ……多种必要

的读物，当国文课本，于是大受学生们的欢迎……可是，因此我们却受了

老先生们的反对和攻击，诬我们为赤化、宣传过激主义，险些危及生命。

但我们并不因此而灰心，硬要与这帮青年合作，希望把社会重新改造过

来。”这封信充分体现了高孤雁为了“把社会重新改造”而甘冒生命危险

来宣传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钢铁般决心。同月 27 日，恽代英给高的复信

说：“你是这样一个热心的教师，而且这样虚心好学，我对你只有钦佩，

我们必须打破恶劣的环境，然而，在未有打破之实力时，我们还须善于处

置，同时努力养成我们打破环境之实力才是……你同你的学生们多研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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