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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写在编前

间外，在四川、西安、安徽等地都有设立，为国家社会造就栋梁。

蒙高德富应允，接受本会邀请，担任本编写会顾问 。 为编写会增

强实力 。

(高超常)

* 2015 年春于高氏大宗祠召开会议
那伏乡志编写会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上午十时许，在那伏高氏大

宗祠召开专门会议，商讨有关"乡土志"的编写与出版问题。 出席会

议的有那伏村委会领导高财胜、高力护，编写会部分成员及部分热心

人士。

前排左起 : 高洪涛高景华高手土龙李超萍高平珠邓银珠高耀强高光明高利波

二排左起 : 高留磅高胜昔高超常高灵枢高鸿息高光荣高福荫高树南

会议由会长高超常主持。

至今( 2015 年 3 月)， << 那伏乡土志 》 的初稿已初步成型，此次

会议主要商讨如何做好"乡土志"的修改与校对工作 、 确定"乡土志"

的版本以及筹集出版经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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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港澳

食教堂里:

家乡概况

高华占高权思、高艳芳高权伟高权安高撒俊高满欣高松恩高俊文

高雅雯高凤祥高永基高永业高得明高得辉高得伟林依妹高耀发

高耀生高兆文高泳娴高健安高泳仪高有光高健堂蒋玉莲高天豪

高月华高启旺高健茵高健伟高健旋高卓彦黄丽玲高有为高盈盈

高弘杰高英杰林梅英高艳华高锦华高泽灵吴如珍高绍庭高绍元

高社解高秀文高嘉俊高瑞胜高长浓高美雪 高务成高启强高卓欣

高洁梅高颖琛高国光吴间齐高劲成 ro金珠高朋涛高国协高春红

高明泽高艳萍高咏琪高明新高志明高昌明高显明高伟明高佩玲

高福光高周荣高亚文高亚九高锦源高锦培高锦麟高尚仁高尚义

高俊礼高思聪高思明高何泽峰高齐养高何明贤高灵波素 ，司手

段

高炳森高忠礼高忠裕高锦堂高泼浩高志强高丁华廖焕萍高文辉

高国林高伟恒高惠仪高桂田刘银英高华业高振娟高丽清高源昌

高倩婷高崇戚高伟东高静怡高执宝赵罩池高伟业高梓豪高伟正

高梓聪高坚想高结梅高伟明高伟杰高仲根高志龙高光耀李锦容

高子宏高子基高子达高超然高俊然高后L凯高子明高杜顺高德荣

高德伟高德洛高文俊高文迪高俊英高福宁高步云高祖财高可无

高祖安高可尧高祖玉高永正高同杨高健强高健荣高健豪高国协

高瑞霞高创造高定邦高展隆高景鸿高安邦高 伟高兴邦高振康

高其芳高永强高永健高其奉高永吕高希成高伟雄高宇立高信立

高耀东高兆泰高国邦高迟立高立宗高光宗高达宗高瑞样高万安

高佩瑜高佩雯高伟坚高番松高健平高健有高钧超高天富高天美

高仲金高耀庆高康朋高耀驹高王军始高康怡高雅仲

食南合山:

高靖慧高民发高俭华高悦戚高悦昌高德华高启容高慧如高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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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与热心人士置身舰丽广场，有说有笑，开怀畅饮，乐在其中。 三 、

举行文艺晚会 ， 有会城某音乐曲艺队演出，表演形式多样，有集体舞

蹈、男女歌手独唱、武术表演、魔术表演、与观众互动游戏等。

(高鸿恩)

那伏村老人协会的成主

1992 年初，那伏各里开始筹建老人之家。 一般是由海内外热心

人士发起，并捐款建成各里的老人之家。

1993 年 ， 各里开始成立老人协会，由各里拨出一定经费作为协

会的活动经费，并选出首任老人协会会长。 教堂里会长高国平，副高

明}I质;南合山会长林}I顶，副高世报;天心里会长高其凑，副何悦笑，

东庆里会长高功振，副高长财。

人老人协会的对象 : 男，年满 60 周岁，女 ， 年满 55 周岁的村民

都可申请人会，成为会员，会员每人每年交会费 5元(后调整为 10 元) , 

各里协会逢中秋节、春节还给每个会员发生果金各 20 元;凡会员百

年归寿，由协会发宝烛金 30 元。 每年九月九老人节，都有热心人士

赞助活动经费，各里的老人协会都摆设老人宴庆贺。

由 2007 年 10 月开始，那伏村委会与各里老人之家成员经过协商 ，

成立那伏老人协会，从各里老人协会产生三位成员当那伏老人协会理

事，其中， 教堂里: 高光荣(振武)、高柱恩、李月英(李月英去世后，

由高金菊接任) ; 南合山: 高锦才、高美兰 、 叶齐珍 ; 天心里 : 高自

添(高自添后因病退出，由高星文接任)、高镇华、叶连卿 ; 东庆里:

高健成、高灵业、高亦欢。 并由村委会任命 : 名誉会长 : 高超常(旅

加)高晚添(旅加) ，那伏老人协会会长 : 高光荣(振武) ，副会长:

高健成、高亦欢(兼理财) ，会计 : 高柱恩、 i 其余成员当理事。 此后，

每年照样给每位会员发中秋节、春节糖果金各 20 元;九九老人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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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附近，估计武工队员会藏身山林树木高大的右半部，便集中火力

向树林茂密处开火，先投掷数十枚于榴弹，后用密集的步枪扫射，但

始终没有向左半部山林开火。 这天白天下着雨，武工队员们整天趴在

树林里，直到晚上，敌人还没有解除封锁 ， 武工队员只好摸黑偷偷走

出山林，经兰小时急行军才安全回到总队。第二天，有几个队员病倒了 。

那时游击队员生活十分艰苦 ， 无工资待遇不用说， 也无固定地方

睡觉，每晚行军转移，经常禾草垫地当睡床，经常连替换的衣服都没有。

三攻打苍城失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开平县县府设在苍城，有一次，

第六支队集结 1000 多名士兵，计划趁敌人把驻军主力调往三埠之际 ，

攻进城内宣传一番然后撤走。 当我军连夜包围苍城时，守城敌人预知

我军的行踪，严防死守据点。 我军一时难以取胜，便在天亮前撤退。

但撤退的线路只有一条，就是沿着公路行走。 敌人在后边追赶，子弹

在战士身边乱飞，当时我军装备差 ， 无心还击 ， 便迅速撤回总部， 此

役我军只伤了几人。

1949 年 9月，来自同一军部的国民党军南下残兵 99人被我军俘获。

当时高源当教官，就对战俘训话，这批战俘有的被遣散回乡，有的当

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革命到离休

新中国成立以后， 有的战友继续在军队里工作，有的在县府里工

作。 高源在开平县府民政科工作 ， 下乡搞土改工作。 1953 年 LO 月开

始人文教队伍当教师， 一当就是 30 年。 1975 年 11 月从开平调回新

会沙堆任教， 1983 年 8 月开始离休。 离休后不久，在政府的关怀下，

高源老师在那伏新发展的中心地带(申明亭山东)得到约 100 平方米

的住宅基地，并在此基地上建了一栋二层的小洋房。 自 此，他与老伴

在这栋洋房安享晚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击迹套萃

( 4 )、教堂里西闸，位于现那伏西闸偏北;

( 5 )、北闸，位于教堂里北楼偏西北。

157 

附 : 旧社会，如果有人违反乡规民约，就会被罚游街示众，必须游遍

此五个闸的地方(简称"游五大闸) 。

二、八座确楼

那伏古时有八座确楼，大部分是黄泥墙体，亦有青砖墙体的，均

是为防守村庄而建造的。

( 1 )、现存

天心里南村口附

近的黄泥墙体南

楼，建于 1924 年

(民国十三年) ; 

( 2 )、教堂

里山头(蛇山)

腰的青砖确楼，

建筑年份不详(数

十年前已拆毁) ; 

( 3 )、教堂

里山头(蛇山)

东黄泥墙南楼，

建筑年份不详(数

十年前已拆毁) ; 

( 4 )、现存

教堂里东北附近

的黄泥墙体北楼，

现存的天心里南村口南楼 磅摄于 2{J 15 年 6 月

建于 1922 年( 民同十一年) ; 



掌自负与传说

里就有不同的收入 : 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 ( 10 分工)可分红(工值)

可得三到四毛钱，有的只有两毛钱，甚至更少(昕说有些生产队的一

个劳动日是一条雪条的价钱-5 分钱) 。 假若一个人 365 天都出勤(参

加生产队劳动) ，每天都得 10 分， 一年就得 3650 分，以四毛钱一个

劳动 日计算，那么他一年的收入就只有 146 元( 即使加倍计算也是年

收入 292 元) 0 一家的口粮款、 一年的日常劳动工具、生活用品的开

支就靠这个分红收入了 。

有不少农户因为人口多(孩子及老人多)兼劳动力少，由于他们

一年到头所得的工分不多，工值也低，故此年终分红收入款就不足够

取口粮( 每个劳动每月 30-50 斤谷，儿童和老人稍少)的钱，生产

队就给他们记账，视之为"超支户"这些家庭要拿现钱才能到生产

队领到口粮。 一些 "有本事的人"可以到信用合作社贷款来上交超支

款没有本事的人"只好靠养猪、牲口等卖钱收入来还"超支款

可见当年农民的生活是何等艰辛了 。

(高留磅)

改革开放后记事

1976 年 10 月，中国打倒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 ，历时 10 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

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

国家逐步走上正轨。 农民的生活才开始不断得到改善。

1981-1983 年，中共新会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对农业经营体制

作出重大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按劳动人口分田到户(即每个

劳动分给一份责任田) ，由家庭经营，自主核算，承包收入(包括上

交公、余粮任务) 。 从而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1986 年， 那伏贯彻上边的指示，为了发展经济，以改善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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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美籍乡亲高伟洪首次回那伏故乡

近日，美国纽约大中华

社区权益会高伟洪主席田中

国旅游观光。 2015 年 3 月 8

日上午，高力护优{丽驾专车

往江门市区接高伟洪主席回

那伏观光，浏览村容村貌。

高主席之祖父高振贵约生

于 1903 年， 2 岁时随父辈从

澳门迁居恩平牛江，高主席

1951 年在牛江出生 ; 高振贵

之父年轻时从新会那伏迁居

那伏。 此时此刻，老祖宗故

乡之美景，首次尽收眼内，

令高主席心旷神怡。 晚上 5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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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学会了多种农活的操作和技术。

1968 年始，在教堂里家里组合那伏首家"私家俱乐部含制作

土二胡 、 三弦、杨琴等乐器) ，晴天晚上，与多位知音者吹奏广东音

乐和革命歌曲等，持续了 5 年之久。 也曾担任过那伏大队"调整插花

地"测量员 ，那伏大队"蘑菇菌种"培育员，那伏大队"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乐手等。

1972 年与远岭钟氏结婚，育下一女( 1 973 年出生)两男(分别于

1975 年和 1977 年出生) 。

1979 年 3 月，被那伏大队委派到那伏学校当代课老师。 接着，通

过斗门县上横公社教育办的公函，恢复了民办教师的身份。 期间，虽

然家庭遭遇不幸(妻子患病人但能坚持不耽误教学工作 ， 且教学成

绩较为显著，因而于 198 1 年获得广东省先进教师奖。 1983 年转为公

办教师， 198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 ， 一直在那伏学校任教，历

时 23 年，期间历任沙堆镇教工会委员、学校领导小组成员 、 小学毕

业班班主任、工会小组长、北片学校(独、那、鹅)党分支书记 、 那

伏小学教导主任、学校顾问等职。

1985 年钟氏去世，乃独力抚养三个幼儿成人。

1997年因长子患病需要人照顾而继弦，与大环失婚妇人梁氏结婚。

1998 年长子患病去世。

2002 年 5 月退休留任到暑假，然后由那伏搬到沙堆镇东成教师楼

居住。 同年 8 月，应沙堆侨安会邀请，担任 《沙堆侨刊 》 编委、副主

编、主编至今，同年到沙堆中心曲艺社当乐于至今。

2014 年，应那伏乡土志编写会之邀请，担任 《那伏乡土志 》 的编

辑工作。 深知接此任务责任重大，自知才疏学浅，又年过花甲，唯恐

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几经思量，为家乡出点绵力，乃是身为那伏人责

无旁贷之义务。 为表爱乡之意，为后人研究那伏的历史提供一些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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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准的铁架篮球场，翠峰高公祠南面是位热心旅港同胞郑国雄先生

主办的香港合众任成教育促进社捐赠的体育快乐园地，有滑梯和一张

乒乓球台 。

出到校门的牌楼，它的横匾整齐美观大方横书着"那伏小学"四

个浑厚凹字、整个牌楼以及楼道围墙是高焊贤优佩捐赠 。

我以我的名义，感谢那些为那伏小学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的人。 希望港

澳以及旅外侨胞为他们的子弟出份爱心。

那伏学校同学会活动花絮(部分)

.76 届校友首次聚会

(林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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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龙泉久丰商公祠

2014 年农历九月九日，那伏大宗祠部分同f气，由村委高力护带领，

具备万头礼炮，金猪等，于午间专程到龙泉乡的高氏祠堂上香致敬，

拜祭宗祖先人。

据说，龙泉高姓乃是那伏祖先的分支，那伏、龙泉原是一家人，

血脉相连， 关系十分密切。 这次到龙泉礼貌专程拜访，人员计有 : 高

力护、刘容笋、林美利、高美兰、高立仁、高社芳 、 高超常、高树南、

高社龙、高全笑、高福荫、高嘉裕、高明顺等。

龙泉乡庆祝重阳节大排笼席，午间聚餐。 他们对那伏本家热情接

待，有龙泉的主任高卫周，退休干部高杜关、长者高杜灵、高勤旺 ，

主事人高女姑、企业家高国维等。

(高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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