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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名将高致嵩

1898 年出生于广西岑溪县归义镇谢

村，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第一次国共合作

时期，经历东征、北伐诸战役。抗战时期任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少将旅长。

1937 年 12 月在南京保卫战中，固守雨花台，

终因弹尽无援，与全旅官兵壮烈殉国。牺牲

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追晋为陆军中将。1986

年 3 月 26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抗日战

争革命烈士

高致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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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名将陈济桓

1893 年出生于广西岑溪县筋竹镇筋竹

社区，清末入桂林学兵营当兵，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时参加北伐援鄂。后进中央陆军

军官学校高级班。先后任桂系军队营长、

团长、师长等职。1944 年先后任桂林城防

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等职。在桂林保卫

战中因伤饮弹殉国。牺牲后，国民政府追

赠陆军中将。1984 年 11 月，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追认为抗日战争革命烈士

陈济桓

陈济桓故居（又名将军楼）

桂林保卫战中，抗日将士殉职纪念塔碑文



陈树勋（原民国政府广西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广西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

广西文史馆馆长）悼念陈济桓将军诗稿影印件

《岑溪史志》资料刊登原国民党军将领冯

璜、戈鸣、陈克为及亲属陈自桓回忆、悼念陈

济桓将军文稿剪影。右图为陈克为文稿原稿



1939 年 3 月，岑溪县政府印

发由民众签订的《抗敌公约》。

图为望闾乡那社村陈鸣礼签订的

《抗敌公约》（原件存市档案馆）

北梨乡民众徐家宁入伍

后，在高州训练部补充兵训训

练第一团第二营第十三连训练

时写给兄长徐家元的信件，称

打日本维持国家谋幸福是最大

的光荣。充分展现岑溪人民抗

日救国的崇高思想。右图为乡

长将此信呈报县政府的呈报函

件（原件存市档案馆）

广西学生军驻岑溪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成员，深入

乡村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团结、进步三大方针，号

召群众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图为存留在北梨村一民

房墙上的抗日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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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9 月 27 日，筋竹乡自卫队和民众 100 余人，在榃堡寨猫儿坑伏击

日本侵略军，图为战地旧址

1944 年 10 月 1 日，一小股日

本侵略军入侵新圩罗坪村，枪杀民

众 5 人，遭村自卫队奋起抗击。图

为罗坪村老人向党史办工作人员讲

述当时情况

1944 年 9 月 30 日， 日

本侵略军从筋竹、大湴向岑

溪县城进犯。归义上、下两

乡自卫队与民众 60 余人，在

思塘河桥头西岸伏击日军，

打伤日军 2 人，打死战马一

匹。图为当年自卫队伏击地



抗战老兵韦加业向党史工作人员讲述抗战情况

马路伏击战遗址

——北村垌尾竹挞岭

马路伏击战遗址

——黎永滩



太白队发源地：北梨李家大院

太白队队长李炯球

1989 年 3 月 5 日，太白队部分成员在太白队建队 40 周年纪念活动中合影



1949 年 11 月 28 日，

岑溪县城解放。图为参加

岑溪解放某部通讯兵进入

岑溪县城时，在容（县）

苍（梧）公路巡逻的情况

太白队战斗遗址——猪儿岭今貌

太白队战斗遗址——杂木坑今貌



发生在七十八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和此后的解放战争，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四亿中国人民挽救

中华千古江山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

的伟大战争。

源于 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

国东北，1937年 7月 7日，企图吞灭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中华全

民族全面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充分显示中国人

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的伟大战争。也是中国人民站在

“正义者历史坐标上”，百折不挠，坚忍不拔，誓死抗击穷凶极恶的日

本法西斯，取得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中国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中华全民族人民抗战的胜利，也是全世界

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东方反法西斯主战

场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 3500万人

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仅“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八年抗战，中国敌后战场和

正面战场共进行大小战斗近 20万次，其中重大战役 200余次。血染

疆场的中国军人超过 150万人（包括将领 250多人）。歼灭日军 154

万余人。抗日战争创造一个军力、经济力都不如敌人的弱国，如何战

胜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为被压迫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斗争提供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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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范例。

1945年 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

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

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

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然而，当时国民党独裁统治集团则企图依

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一党专政，使中国继续处于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年代。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

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展复杂而激烈的

斗争。1946年 6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撕毁重庆谈判

达成的协议和 1946年 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议案，集总

兵力 193个旅（师）160万人，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根据

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党领导人

民解放战争开始。经过三年多浴血奋战，以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除西

南、东南部分省份外，已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也标志着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

国家，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新时代，中华民

族的发展从此开启新的历史纪元。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中，地处桂粤边

界的岑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为组

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御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略，以及反

抗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展开艰难困苦的斗争；为中华民族

的独立自主，人民翻身解放的事业浴血奋斗，固守河山，涌现诸多

“国难乡愁同一日，英雄名士各千秋”的可歌可泣人民英烈事迹。充

分显示岑溪人民“顿足死难当报国”、“大劫孰能弃本色”的爱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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