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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小志

广东省陆丰县政协文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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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文史情拳拳赤子心

’

张子君 一

， ～

一，

由著名书画家赖少其先生题写封面的<陆丰文史>，从一

九八六年第一辑出版至今，已历时十余春秋，出版八期，近百

万字。内容包罗万象，有古迹历史、名人轶事、政治、经济、军

事、宗教、文化、教育及乡土习俗等等。十余年来，文史资料在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和联络“三胞”、启智育人、资

+治通鉴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许多“三

胞”还积极为本书纂稿，更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

．“三胞”通过文史资料，加深了对祖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认

识和了解，消除了过去同共产党之间的隔阂和误解，激发了他

们爱国爱乡和企盼祖国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四化”的情感。

文史资料——一条无形的纽带，以炎黄子孙之情，紧紧系着

“三胞”赤子之心! ’

．t

陆丰市和汕尾市历届政协委员中，有十多名是陆丰籍港

澳同胞。政协每一次换届或例会，或其他庆典座谈活动，都把

<陆丰文史>分送给他们，或通过他们带回港澳，然后转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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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汕尾市政协把<陆丰文史>分发给

三胞”。“三胞”们看了文史资料，深有

，国情、乡情、“三胞”，是三位一体，血脉

一九四九年一月，陆西北联防大队长、河田联防办事处主

任彭展南接受我党我军提出的和平解放河田意见。按协议，

彭展南一家老小由我军护送到汕头港乘船去香港。过去，由

于种种历史原因，彭展南投城起义的问题未能得到落实。因

此，彭对我党政一直持冷漠态度，不愿接触。文史资料刊登了

彭展南投城起义的事件后，他认为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很是

感动，对我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一九八七年，他主动邀

请家乡所在区党委书记及乡长等人前往香港座谈。随后，他

的胞妹、孙女和美籍胞弟相继回到故乡，从而结束了“冷漠”时

期。、 ··

10多位新老港澳政协委员，受到文史资料的影响最大，

对祖国对家乡的感情最深。他们身在港澳，心系祖国和家乡，

同时积极做好其他“三胞”回国回乡投资兴办实业或捐资兴办

福利公益事业的牵线搭桥工作，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如为使<陆丰文史>顺利出版和发行，陈文清、余

来、林彬、陈顺泉、林文坚、卢汉、吴建文、黄绍棠、蔡少波、陈景

源、李练等先生，共捐十万余元，独资文史工作的开展。政协

副主席陈文清先生还捐资数十万元，在家乡兴建了一所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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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集教育和娱乐于一体的幼儿园——乌坎幼儿园；为陆丰

市红十字会基金会捐款30万元；投巨资在深圳兴办制衣厂；

与其他几位港澳政协委员合资数千万元承办“陆丰大酒店”

等。政协常委陈顺泉先生，在<陆丰文史>中看到卢文仪先生

卖身异国不忘祖国和家乡的事迹介绍后，很受感动。因此。陈

先生也常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当陈先生了解到家乡南塘镇缺

少教学校舍时，即慷慨解囊，捐资1200多万元，兴建了一所以

其父姓名命名的“陈佛庇纪念学校”。陈佛庇纪念学校占地面

积三万平方米，有36个教室及教学楼、教师宿舍楼、礼堂(兼

体育室)、食堂、体育场等。定每一个年级招生四个班，从小学

至初中毕业，完全符合九年制义务教育。一九九三年秋，该校

招生入学。陈先生还捐资25万元作为奖励龙山中学优秀师生

的奖学金。当陈顺泉先生得知全国仅有的一个古老剧种市正

字剧团和市皮叁；剧团存在经费困难时，又分别捐款20万元和

50万元予以扶诗。此外，陈先生还捐款8万元和18万元兴建

“华山公园”、“沽城人民公园”，捐赠30万元给市红十字基金

会等0政协常委林彬和委员李练，他们也分别投资数百万元

和数千万元，在家乡兴建“金丰手袋厂”和“锦泰纸品厂”等。

<陆丰文史>登载了华侨卢文仪先生于一八八四年19岁

时卖身到印尼谋生的史料。文章介绍了卢文仪先生巨富后于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三年问汇回巨款，在家乡筑建河堤水闸，

从泰国等地购回大批粮食赈济灾民，筹办公益、慈善、福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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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的事迹。后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其他历史原因，

与祖国和家乡一度中断了联系。卢先生的后裔及亲友们，通

过文史资料这块园地，了解到共产党没有忘记他们以及家乡

人民时刻惦记着他们时，大儿子的遗孀、次子卢佛养及亲友卢

佛远、李锦棠、卢清添、卢春晓等，便回到家乡。他们发扬先祖

的慈善美德，捐资四十余万元，在家乡兴建了一所占地四十

亩，五幢二层楼房，其中包括教室24问，有办公厅、宿舍、礼

堂、食堂等一应俱全的——大塘华侨小学。

印尼华人林启恩先生临逝前，曾嘱咐其子林道有今后应

为祖国和家乡做些有益的事情，尤其是育才事业。数十年后

有了机遇，在《陆丰文史>情的牵动下，林道有先生捐资三仟柒

佰多万港元，创建了一所占地133亩，可容纳36个班，有教学

楼、实验室、电脑室、图书馆、运动场、礼堂、宿舍楼、餐厅等配

备极为完善的完全中学——林启恩纪念中学。该中学于一九

八七年秋招生入学，并成为陆丰重点中学之一。十余年来，该

校已为国家培养出大中专生2526名，其中中专毕业生523

名，大专毕业生1020名，本科毕业生983名，为国家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陆丰文史>较为全面和翔实地登刊了我市落实宗教政策

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情况，尤其是对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

“三胞”影响较大的碣石玄武山元山寺、河西紫竹观、定光寺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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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大大地激发了“三胞”爱

国爱乡的感情，增强了国情乡情亲情的吸引力、凝聚力，“三

胞”关注祖国和家乡及回乡寻宗问祖、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
●

多。玄武山元山寺被确定佛教旅游点开放后，老政协委员吴

冰、吴石春港胞，为修复元山寺古迹捐过巨款。开放后的其他

几处宗教活动场所，每年都吸引数以万计的“三胞”前来旅游

观光，使之成为一方热土。据统计，玄武山旅游点每年收入在

二千万元以上。就今年而论，1至8月份的收入已超过二千余

万元。定光寺和紫竹观宗教旅游收入，同样是非常可观。

j 文史资料这块园地，是“三胞”了解国情乡情亲情，交流友

情的园地。他们或阅读<陆丰文史>了解国情乡情亲情，了解

历史的变迁，或写来文稿，或写信或托人索要<陆丰文史>。港

胞彭成清先生，当得知家乡出版<陆丰文史>后，随即托人索

要。我们没有辜负彭先生的期望，把资料寄去。彭先生对人

说，他虽然没有常回家乡看看，但却能在文史资料中看到家乡

的一切。日本朋友蒲丰彦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九月来陆丰研

究海陆丰农民运动情况，我们赠送了几本<陆丰文史>给他，蒲

丰彦先生如获至宝。他说，他在日本储书馆收集到一些关于

日本军侵略中国时在陆丰的军事行动和清朝时期陆丰知县徐

庚陛遗作选等资料。他回日本后，随即把这些资料复印后寄

给我们。<陆丰文史>刊登了其中部分内容，大家反映良好。今

后，我们还将陆续登载，以满足人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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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胞温笔良先生，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从台湾转来描

写旅日华侨张锦秀为寻找先祖数次回到大陆活动经过的文

稿，介绍张锦秀小时候曾朦胧地听人说过其祖先约二百多年

前住在广东沿海一带。经多方联系寻找，其祖先原来是在陆

丰市东海镇冷水塘村。张锦秀与宗亲30多人回到故乡，抚摸

着先祖的墓碑，老泪纵横，感慨万千，数历着六世祖张尚柏于

二百三十多年前移居台湾垦荒，后又返回冷水塘居住，其子协

贵继续留在台湾创建家园及至自己十四代花甲之年寄居在异

乡的经过。为念故土，张锦秀先生把六世祖的墓碑带回台湾，

修建了一座“协贵纪念馆”。协贵纪念馆在“三胞”中掀起一股

寻祖效应，一时间，“三胞”寻宗问祖纷纷沓至。

台胞姜竹，把自己写的<中华始祖之考辨>转给我们，丰富

了<陆丰文史>园地，同时也使我们对中华民族始祖另有它说

的认识。

是的。文史资料已起着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团结、联络

“三胞”以及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对其潜移默

化的影响及其辐射功能，更是无法用文字或数字可以叙述

的。但是我们坚信，悠悠文史故乡情，一定能够赢来“三胞”拳

拳赤子心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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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的陆惠革命根据地
：。 ，_ 。，。

’

，《，‘?，．7√

林之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陆惠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

：；党东江特委领导下的重要组成部份。它地处海陆紫、潮普惠

。．。两块根据地的中枢。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沉重地打击了国

民党在陆丰、惠来的反动统治，有效地牵制了敌方正规军两个

0团的兵力，支援了边邻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为党和人民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无产阶级革命家古大存，在这块根据

．地任过县委书记。东江特委和军委机关①，曾在反“围剿”中，

． 转移到这块根据地的湖、甲苏区，歼敌一个连。因此，在革命

：．根据地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

、

一：。’
‘

根据地的形成
。：一 ‘+。

， 。
：’

陆惠革命根据地位于陆(丰)、惠(来)、普(宁)、揭(阳)四

县的边邻，地域范围包括陆丰县的南塘、博美、金厢、碣石、甲

子和惠来县西北一个区，即现在的普宁市南洋山区。地形狭

． 长，境内多山，主峰有南阳山区的峨眉蟑980米，陆丰的罗径

7



嶂970米，山嶂相联，地势崎岖，层峦叠嶂，山高林密。陆丰的

东南丘陵起伏。沿海有甲子、碣石、金厢，与香港隔海毗邻。全

境面积约一千五百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六十八公里，人口十六

多万。

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优势敌人的进攻遭

挫折后，红军主力转移到惠来县大南山。国民党军阀陈济棠、张

瑞贵等利用当地土豪劣绅组织民团，对年轻的苏维埃进行了残

酷的“三光”政策。地方反动民团头子杨作梅、罗一东、陈子和，

盘据于陆丰的八万、北湖一带，与占据惠来梅林的伪区党部委

员吴建奄、统治大棚周围的钟晓东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压

迫和剥削陆惠人民。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文献《海陆丰农民的生

活和斗争>一文中写道：“海陆丰东南方面，因无高山，敌人来搜

时就为所欲为，他们对农民要杀就杀，要打就打，要监禁就监

禁，农民一切均不得自由，生命毫无保障。而且经济之剥削极为

利害，地主债主要迫还旧债旧租，一切苛捐更多，闻所未闻：民

团捐每人三毛、门牌捐每户一毛(说是保护费)、田(么)捐每斗

种三毛。这些捐款都是月捐计，每人每月约八毛。此外还有反动

派通缉革命领袖的花红，有些几千元的，至少也有一百元，哪一

个乡村的革命领袖被敌人抓着了，他的花红就要哪一个乡村出

钱。所以旧陆丰东南部的农民不死于敌人刀枪之下。也要死于

敌人经济剥削之中。农民一直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每一天都

在盼望——恢复苏维埃政权及农会。”

，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陆丰地下县委从西北区转移到

陆丰的东南山区(深坑、内洋一带)⑦。县委黄超如、陈允厘，县

苏陈荫南、魏炳遴，财政黄依浓，区委陈德明、魏瑞瑜，区苏许

国良、郑开云、刘元、刘廷光、林红如等活动于陆惠交界的山

区，秘密组建了党支部十三个，发展党员一百一十多名。同年

十一月十四日，东江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惠来县委在麻竹

埔乡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方光庆为县苏维埃主席。十二月间，

惠来县委移到陆丰所属o。这时陆惠两县并肩战斗更加密切

了，为陆惠革命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0年十月底，南方局李富春等到大南山，召开闽

粤赣边区第一次代表会议。会后，成立闽粤赣边特委，东江分

为西北西南分委，陆、惠、普隶属西南分委领导。十二月，分委

为加强潮普惠和海陆紫两块根据地的联系，把陆丰的东南三

个区和惠来的一个区，划为陆惠革命根据地。
●

根据地在反“围剿"中逐步巩固

陆惠革命根据地成立初期，陆丰县委黄超如曾在此指导

工作，后是陈醒光任县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陈醒光犯

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被开除党籍④，古大存接任县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八月古大存上调，任红军第一路总指挥，书记一职

由特委黄超如兼任。后特委秘书卢世光兼任陆惠县委书记。

县委管辖四个区，四十七个乡。即陆丰的金(厢)碣(石)

9



区、湖(东)甲(子)区、南(塘)博(美)区、惠来的船埔区。全盛时

划为七个区，发展至五十二个乡o。各级苏维埃通过不断的斗

争，特别是土地革命运动后，基层政权更加巩固。

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发展壮大

陆惠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

展壮大。一九---A年夏，在强大敌人进攻下，仅一支二十多人 J

的武装，掩蔽在罗磋嶂山上。一九二九年军阀混战，敌顾不及 l
边远山区，我军四十九团在棉蚩尖峰山雷公嶂，挖起前八一起

义军在此埋下的枪支，成立了第八连⑥(副连长曾海滨——碣

石新布乡人)。区、乡苏成立了赤卫队、游击队。古大存任县委

书记后，扩建了红军一团一连、二团三连、军校特务连。全盛期

我军总数约六百多人枪。

为提高红军的素质，东江特委军委办事处在陆惠县委所在

地邻村的金竹陂，举办了少年军事训练班，经常调训武装骨干，

输送骨干到大南山军校学习。后勤方面，各区、乡苏组织了响导、’

救护、运输、通讯，建了小型军械厂，制造土炸炮，建立了流动诊

所，组织妇女学习护理知识等等，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
，

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
●

一九三一年春夏间，按照党中央“六大”有关土地问题的

政策规定和<东江土地法令>，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各区、乡苏

成立了执委，贯彻“调整耕地、按人分配、多退少补”的原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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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土地分配。

!各乡苏分配土地的数量有所不同，如靠山的内洋乡，每人

五升种，平洋(原)的三岭每人一斗半。山林也分配给了农民。

农民得到土地、山林，免交租、还债，从而提高了反“围剿”斗争

的积极性。如船埔的大里湖村，全村十五户，土地革命前，每

年要付给地主温启钦租谷一百多担，土地革命后，一粒谷也免

交了，怎不叫农民高兴呢? ，

但是在分配山林过程中，出现粗枝大叶的做法。如田仔、

石盘坑等乡，把山林估价后才分配，富农与贫农取得一样价

值，经过东江特委指出⑦，进行了补课，纠正偏差，从而团结了

广大贫雇农。

为保障土地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红军组成精锐小分队，

不断袭击敌人据点。攻打沿海金厢的敌伪势力，奔袭碣石玄武

山的守敌等。使土地革命胜利完成。

，反“AB"团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夏秋间，陆惠县委按照中央政治局确定江西

富田事件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性质，并认为已成为苏

区的普遍精神，开展了反“AB”团的斗争。由于在肃反中犯了

扩大化错误，错杀、错伤了一大批干部、群众。据不完全统计

“陆惠破获反动组织不下百人”@。被错杀的有县委常委陈允

厘、马作仁，区苏秘书魏云灿，主要干部陈汉英、陈开熏，文书



科的陈继明，区苏许国良、陈德朋、黄乃新等。

由于执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路线，肃反中进行逼、

供、讯，致使苏区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给革命造成

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幸得中央、省委及时发现、纠正，内乱局

势有所控制。特别是古大存担任县委书记后，经过纠偏，苏区

又出现了巩固与发展的局面。 、

●
反“围剿"的斗争 l

一九三二年三月，国民党陈济棠辖下第三军独立二师师长

张瑞贵以两个团的兵力配合地方警卫队，疯狂进攻陆惠根据

地。敌兵力分布于：金碣区大塘乡两个连，甲子镇、碣石镇各驻

一个连，内洋乡驻三个连，陂沟圩一个连，陆丰县城一个营，船

埔一个营。并有地方警卫队，总计兵力三千多人枪。敌人采用军

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手段，妄图消灭我苏区。

陆惠县委在东江特委领导下，发动根据地军民，与敌人进

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张部分兵五

路进攻我苏区，我军集中一、二团五百多人枪，常备赤卫队一

百五十多人枪，占据门前山制高点，古大存亲自指挥，激战一

天，击伤敌一连长，战斗至黄昏敌自退去。七月十八日敌二千

多人枪，进攻我樟树仔大湖里村苏区，我军二团团长古宜权、

政委卢笃茂率九连与赤卫队，利用地形奋力激战五小时，击毙

敌十多人，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在强大敌人进攻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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