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 文 化 雜 誌 2010

澳

門

學

抗
日
烽
火
中
的
濠
江
兒
女

抗日烽火中的濠江兒女

黃鴻釗*

* 黃鴻釗，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澳門史專家。

先後由工商界組建“澳門各界救災會”；由國

民黨澳門支部組建“澳門各界抗敵後援會”(由於

該會在澳門對面的灣仔建立，不在澳葡管轄範圍

之內，故照舊使用了“抗敵”字眼)；以及由澳門

《朝陽日報》、《大眾報》聯合發起組建了“澳門

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簡稱“澳門四

界救災會”)。其中，澳門四界救災會基本上滙集

了澳門當年各方面的青年愛國力量，是團結澳門

各階層的抗日救國團體。《朝陽日報》社長陳少

偉被推舉出任救災會理事會主席。理事會下設五

個部和二十三個股，各部股的主任集中了30年代

澳門各界的精英，如粵劇名家陳卓瑩、任劍輝，著

名鉅商崔諾枝及其長女崔瑞琛，《大衆報》社長陳

天心等，堪稱一時俊彥。救災會還聘請了二十八

名知名人士為顧問，其中有：著名醫生共產黨人

柯麟，澳葡政府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葡籍

官員施基喇，中山縣縣長楊子毅，國民黨澳門支

部負責人梁彥明，商會主席徐偉卿等。                                         

四界救災會成立後，立即以巨大的愛國熱情

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去。從1937年8月至1938年

10月，主要從事抗日籌募、宣傳、動員和慰勞工

作。首先，四界救災會採取多種形式開展籌募活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激起全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浪

潮；1935年12月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從此抗日救亡運動席捲全國。在全國

抗日怒潮的推動下，澳門許多愛國青年也紛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中去。1937年7月7日發生北京盧

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抗日救亡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澳門許多分散的小社團逐步組

成統一的愛國力量。由於葡萄牙當局標榜“中立”，不許澳門愛國社團公開使用“抗日”、“抗 

敵”、“救國”一類字眼。因此，澳門愛國者祇好用“救災”作為“抗日救亡”的代名詞，以

利開展工作。

動，包括售旗、售花、售紀念章、義賣、義唱、

義舞、酒店義租、擦鞋童義擦、人力車夫義拉、

街頭和沿門勸捐、獻金運動、捐輸運動、學生中

的“一仙”救國運動、遊藝會、水藝會、女伶演

唱、粵劇義演、話劇義演、各類球賽及埠際體育

比賽等等。籌募活動不斷深入發展，遍及澳門各

個階層，其動員群衆的廣泛、影響之深遠，在澳

門可說是史無前例的。1937年9月至11月間，四

界救災會親自組織了五期籌款活動，一共籌集款

項五千圓，交給澳門廣東銀行轉匯內地政府，作

抗戰賑災之用。

1938年7月初，四界救災會發動“七．七紀念

捐輸運動”，並通函各界於當日舉行素食一天，

以悼念前方陣亡將士和死難同胞。這個倡議得到

了澳門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7月7日當天，澳門

飲食行業舉行素食籌募，酒家茶樓不售賣葷腥食

品，祇供應素菜、羅漢齋、素包，包上並印有“毋

忘七七”四個字。當年8月紀念“八．一三”一

週年期間，四界救災會響應漢口發起的“獻金運

動”，組織五個隊沿門派送“獻金封筒”，挨家

逐戶去串門，深入宣傳發動，取得良好成績。獻

金運動結束後，又發動了一次義賣運動，先後響



198文 化 雜 誌 2010

澳

門

學

抗
日
烽
火
中
的
濠
江
兒
女

應加入義賣的商舖一百多家，為期四十天的義

賣，共籌款國幣九萬餘圓，是歷次籌款運動中時

間最長、成績最好的一次。

四界救災會在開展籌募工作的同時，積極進

行抗日救國宣傳和慰勞抗日將士的工作。

1937年8、9月間，該會派出宣傳隊，到中山五

區前山、白石、香洲、吉大宣傳抗日，隊員們張貼

標語、壁報、漫畫，演出街頭劇、歌舞等節目，深

受當地居民和駐軍歡迎。與此同時，澳門《朝陽日

報》、《新聲日報》、《大衆報》還不定期出版

抗日救亡特刊，宣傳抗日形勢。1938年5月6日，

盤踞橫琴島的日軍派出一百餘人，分乘三艘橡皮

艇攻打中山洪灣，被我守軍擊退。四界救災會立

即組織慰勞團，前往洪灣向駐軍熱情贈送慰勞品

和錦旗，表示敬意。同年8月，四界救災會又響

應武漢發起的徵集慰勞信運動，發動澳門各界人

士踴躍寫信慰問前綫將士。一時間，上自七十多

歲高齡的老太太，下至年僅九歲的小學生，都紛

紛拿起筆來，向英勇殺敵的抗日將士致敬，很快

就收集到慰問信一千多封。

1938年底，抗戰形勢日見惡劣。10月間，

廣州淪陷；12月底，賣國賊汪精衛在香港發通

電向日寇求和。在此國難深重時刻，澳門四界

澳門回國服務團團長廖錦濤 五路軍總司令李宗仁、白崇禧表彰澳門同胞

第十二集團軍表彰澳門回國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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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會表現了鮮明的愛國立場，於次年1月9日，

向重慶國民政府發出快郵代電，聲討汪精衛，擁

護政府開除汪精衛黨籍和行政職務，堅持抗戰到

底。代電說：“願我將士同胞，本此意志，一心

一德，誓死擁護，為政府之後盾，使抗日民族統

一戰綫，各黨各派之合作，益臻鞏固，務令暴敵

漢奸，無所施其毒辣伎倆，則最後勝利，必屬我

矣。”
(1)
與此同時，於1938 年10月21日，正式成

立“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服務團在半

年之內，先後派出十一個隊共一百六十多名男女

青年分赴廣東的西江、東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

等地，接受中共廣東黨組織的領導，積極參加抗

日救國的艱苦工作。其中，第一隊十四人和第二

隊十五人，在團長廖錦濤率領下，於1938年11-12

月間，分別在西江高明縣、開平縣和鶴山縣開展

抗日救亡工作，後來被派到第十二集團軍擔任軍

隊政治工作；其後，第三隊十五人奔赴東江遊擊

區東莞、寶安一帶工作；第四、五隊二十一人到

順德縣淪陷區，與遊擊隊一起在龍眼鄉和西海一

帶活動；第六、七隊二十九人幾經周折，到達北

江的翁源，加入第十二集團軍政治大隊工作；第

八、九、十、十一隊共六十六人，到北江始興縣

東湖坪，參加第十二集團軍的政治工作。服務團

的成員全是熱血青年，又有一定文化水平，這是

他們的特點和優點。因此服務團成員在軍隊和群

衆中充份發揮了他們的長處，大力開展宣傳鼓動

工作，取得了卓越成績。正如服務團團長廖錦濤

1940年春總結時所說：“在宣傳工作方面，我們

採取歌咏、戲劇、漫畫、民衆夜校、民衆講座、

兒童短期教育班、婦女識字班、青年訓練班、家

庭訪問、田間訪問、民衆晚會、說書、唱木魚、

音樂表演、街頭戲劇、化妝遊行、紀念會、聯歡

會、軍民聯歡會等工作形式去宣傳，用民衆喜愛

的形式與內容。三十個月來工作中，我們提高民

衆的抗戰情緒，使他們明瞭抗戰與他們生活的關

係，把高明、鶴山、新會、開平、東莞、寶安

的民衆和淪陷了的中山、順德的民衆都激動起

來了，做了動員民衆的基礎。”
(2)
服務團的工作

並不局限於抗日政治宣傳活動，而是參加了全面

的抗日鬥爭。他們在各個戰地組織擔架，救護傷

20世紀40年代的澳門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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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慰勞抗日軍隊；發動民衆，毀壞前綫各縣所

有鐵路、公路、橋樑，使日軍的機械化部隊和騎

兵在進攻中遭遇許多困難；建立軍民合作站，舉

辦保甲長培訓班，組織戰時嚮導隊、運輸隊、擔

架隊、破路隊；設軍隊過境接待站，利用墟日舉

辦宣傳抗日大會。許多服務隊員還直接上火綫參

加戰鬥。1938年12月，日軍在高明三洲海口村登

陸，服務團第一隊帶領民衆到海口協助自衛團進

行反擊，取得了勝利。                                               

1939年8月，日軍進佔深圳。服務團第三隊在

東莞、寶安一帶與遊擊隊共同對日軍作戰。10月3

日，日軍三千餘人進攻觀讕。我軍在觀讕天堂圍

進行狙擊。為了截斷日軍從南頭增援的計劃，需

要炸燬觀瀾附近大沙河椅子十餘丈長的大木橋。

隊員梁捷挺身而出，勇敢承擔了這項艱巨任務。

他率領四名政工隊員和八名扛火藥的鄉民以及擔

任火力掩護的一連士兵，悄悄摸近大橋約三十米

附近，被守橋日軍發現，雙方猛烈交火。梁捷身

先士卒，沉着指揮部隊抵抗，擊斃敵人數名，他

本人也擊斃兩名日軍，但不幸身中數彈，與另外

兩名隊員同時英勇犧牲。       

梁捷是中山縣斗門乾霧人，家境貧苦，在澳

門當過工人和店員。抗戰軍興，他報國心切，三

次報名參加服務團，終獲批准。梁捷告別母親和

妻兒，返回內地後，勤奮學習，積極工作，被提

拔為組長，在觀瀾地區抗日獨當一面。他為國捐

軀時，年僅29歲。第四遊擊區司令王若周呈報第

四戰區司令長官，請予優恤。10月5日，四界救

災會在中山灣仔舉行梁捷烈士追悼大會，附近各

鄉抗先隊和學校師生代表共1,500餘人參加，氣

氛肅穆悲壯。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服務團成員還有

第八隊隊長黎景尹、第三隊隊長陳壽彭以及隊員

陳曼、蘇達民等人，他們都為爭取這場偉大戰爭

的勝利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回國服務團的抗日救亡工作成績卓越，受到

當地人民和政府的普遍贊揚。1940年2月2日，第

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親自簽發證書，表彰服

務團“到部服務以來，努力盡責，殊堪嘉許”。
(3)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

變”，殘酷迫害抗日民主勢力。此後這股政治

逆流也蓆捲華南戰區，第十二集團軍內部出現了

白色恐怖。6月13日，廖錦濤到157師471團視察

工作，突然被集團軍總司令部密令逮捕，次日解

往曲江，囚禁在總司令部的憲兵連裡，遭到秘密

審訊，强加以所謂“企圖顛覆政府”的莫須有罪

名。廖錦濤受審時，大義凜然，慷慨陳辭，駁斥

了軍法官的卑鄙誣衊。一個星期後，廖錦濤被迫

害致死，犧牲時祇有27歲。

廖錦濤是廣東南海人，曾在澳門岐關公司任

職員，1937年加入中共，四界救災會理事會成

立後，當選為理事，負責宣傳工作，後擔任回國

服務團團長。他以滿腔熱忱投身抗日救亡工作，

奔走於港澳和內地之間，籌募經費、藥物和戰地

需用物品，乃至印刷機等物；組織和率領了一批

批服務團員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為支持祖國抗

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優

秀兒女、澳門同胞的愛國志士。噩耗傳出後，在

第12集團軍工作的服務團員極其憤慨，港澳愛國

同胞也感到十分震驚和悲痛。10月間，四界救災

會致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就廖錦濤被害

事件提出質詢，指出廖錦濤率領服務團多批愛國

青年回國參加抗戰，為國家民族作出貢獻，為何

竟對這樣的愛國青年加以逮捕和殘害？第七戰區

當局理虧心虛，不敢作答。

1941年冬在澳門的敵僞勢力日益猖獗，政治局

勢日益惡劣的情况下，四界救災會被迫停止活動。

而在第12集團軍的服務團成員，也陸續藉口求學、

結婚、探親、治病等名義陸續離去，轉移到北江、

西江、東江等地區，繼續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抗日戰爭期間，也有從內地到澳門來從事抗

日活動的，廖平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廖

平子(1880-1943)原名士堅，後改名任堅，字蘋

盦，別號晢翁，又號秋人，廣東順德縣勒流鎮三

村人。出生於世代書香之家。祖父廖伯雪是個舉

人，酷愛讀書，在兄弟分家的時候，不要田產，

祇要書籍，被鄉人視為傻瓜，後成為晚清順德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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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詩文行世。父親廖季延在家鄉開設雜貨店

謀生，也是喜歡讀書的人。廖平子家有此富足的

藏書，又十分好學，早年就讀於大良鳳山書院，

品學兼優，深得師友愛重。他的家庭亦有崇尚習

武的家風，因此平子自幼除了學文還喜習武藝，

能持槍，能拳術。其時家鄉匪患甚烈，他曾與鄉

勇一起荷槍禦匪；後來在日本留學時，一次與日

人鬥毆，持棍將對手擊倒，所用棍法便是名為“十

三點半”的家傳棍法。

清朝末年政治腐敗，國勢衰落，列强虎視眈

眈，瓜分危機嚴重。廖平子滿懷對現實的憤懣不

平，與同邑革命志士伍憲子、盧信等人經常著文抨

擊時政，倡導革命，時人稱為“順德三傑”。1902

年開始投稿香港《中國日報》，鼓吹民族主義，

抨擊清朝暴政；1904年秋，應陳少白之聘，赴港任

《中國日報》編輯，主持副刊〈鼓吹錄〉，同時加

入興中會。1905年同盟會成立，廖當年即在香港與

鄭貫公、盧信等人入盟；1907年冬赴日本留學。其

間，參加了留學生組織的“抗戰義勇隊”，又與盧

信等人在東京創辦《大江月報》；1909年回國，常

為香港《中國時報》和廣州《平民日報》撰文。

與此同時，廖平子還積極參與反對沙俄在東

北地區的侵略活動。1910年間廖平子應同盟會同

志邀約，親赴東北吉林參加拒俄運動。他平素與

香山同盟會的革命志士常有往來，此次均紛紛賦

詩為其壯行。《香山旬報》刊載〈懷平子二首〉，作

者署名諷一，是香山的同盟會員鄭道實之筆名。

其序文稱：“平子年方强仕，不欲局促鄉里間，

今春有西粵之行，不合而歸。逮秋復應吉林某君

之招，襄贊新猷，平子終有合也。書此奉贈，聊

當筆札爾。”

其一：

際遇風雲會有期，何曾嘆老與蹉卑。

幹時羞挾河汾策，憂國先傳杜老辭。

古調寧求多賞識，美人總不惜淹遲？

胸中自足分涇渭，豈傚庸夫泣路歧。

其二：

邊地烽烟日數驚，誰從東海制長鯨。

礦權路軌傷魚爛，振翮衝霄看鳥鳴。

利器自應多難別，功名羞說待人成。

書來不作尋常語，猶是當年擊楫情。
(4)

又《香山旬報》編輯諤士也寫了〈寄懷平

子〉詩一首，其序文說：“平子客吉林，書來

索寄近作，賦此用代魚雁，即希吟正。”其詩如

下：

胸中五岳久魁奇，會向遐陬一證之。

痛哭人同賈太傅，罪言文頑杜分司。

天南政黨成狐鼠，宗國風雲尚陸離。

抱負知君猶勝昔，何當同話酒盈卮。
(5)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廖平子追隨孫中山，

被聘為民國臨時稽勛局審議員。1913年秋二次

革命失敗後，棄職回鄉，不問政事。他曾主持

上海精武體育會，成績卓著，在社會上影響巨

大；1930年應聘赴南京出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

編撰委員，至1932年，因主編易人，辭職返鄉從

事農桑，欲在家鄉改良農桑養蠶，振興農業，餘

暇吟詩繪畫，從事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尺素

書》、《南宋亡國演義》，粵曲劇本《帝女花》，

詩歌《從軍樂》等。廖平子性情高潔自愛，不與

官場同流合污。

1938年10月21日，日寇侵陷廣州，附近各縣

也相繼淪陷。在國破家亡的危險關頭，五十六歲

的廖平子熱血沸騰，投筆從戎。廖平子傾其家產

在家鄉召集民團，組織敢死隊，避實擊虛，神出

鬼沒地與敵僞周旋，使敵人疲於奔命，可惜由於

槍械差劣，彈藥不足，終因寡不敵衆而失敗，家

產也為之蕩然。廖平子於是於1938年11月22日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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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亡命澳門，抵澳後，幾經周折，一家四口在筷

子磯貧民區租屋居住，不久又受聘為板障堂學校

國文教員。儘管身為難民，流寓異鄉，但“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他聲言，“槍放下，筆可操

也”，决心“以詩歌為抗戰工作” (《予心》序

言) ，在特殊的環境裡，採取一種特殊的方式，

繼續進行抗戰。

1939年，廖平子在澳門自辦一種半月刊的詩

畫雜誌，以宣傳抗日。雜誌取名“淹留”，是借

屈原《離騷》中的“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

淹留”。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激發着廖平子。

廖平子在《淹留．發起辭》中說：“淹留者何？

志無成也，讀書無成，抗戰亦無成也。然則將若之

何？吾將以一筆墨為原料，以詩歌為工作 (具)，身

上百千萬億毛孔，一一放出無限光芒。以與敵作

殊死戰，內則加筆伐於魑魅魍魎，表同情於志士

仁人。於是，國魂指日以復，國難指日以蘇，個

人人格亦永不會損失，以存天地正氣。”他雖喜

歡詩歌，却反對無病呻吟、吟風弄月的無聊之

作。廖平子說：“文人之有詩歌，文人之結晶

也。然詩歌云者，豈特吟風弄月，欣奇賞勝，往

復酬酢而已？必將察禍福之本原，挺然而作國家

民族之保障。故夫武人之劍鋒，不能為國家民族

効力，武人之羞也；文人之筆鋒，不能為國家民

族捍衛，抑亦文人之耻也。”廖平子編輯的《淹

留》是一本手抄刊物，他親力親為，所有撰稿、

抄寫、裝訂，以及郵寄等一切事務，統統由他

一人擔當。因人力所限，每期僅出版十五冊，

每冊定價五角。當此國家與個人危難時刻，廖

平子既為個人謀生存，以此勉强維持生活，家

人還以糊火柴盒輔助家用。彼不忘積極宣傳抗

日救國的革命精神，聞者莫不握腕驚嘆。當時

蔡元培寓居香港，得知廖平子自辦一種抗日文

藝雜誌，十分欽佩，每期都託人購買，甚至以

數百元的重價購買一冊。這除了蔡元培慧眼獨

到，對“深得宋元人筆意”的廖平子的畫視同

拱璧之外，也是有意支持這位潦倒的愛國詩人

解决經濟危機。

在《淹留》中，詩人憤怒聲討日寇的戰爭罪

行，熱情謳歌廣大人民堅貞不屈、誓死保衛家鄉

的英雄氣概。〈哀江頭〉一詩，叙述一個家園被

毀、舉家抗敵的悲壯故事：“⋯⋯誰知胡馬逼人

來，鐵鳥轟轟日數回。初毀田園後毀室，灶下

崩騰有劫灰。良人努力田間起，勢與倭奴搏一

死。”

國難期間，澳門曾經為不少人提供了安身立

命之處，廖平子是其中一位十分出色的文士。《淹

留》在澳門出版，是澳門一份重要的文化財產，

也是抗日戰爭期間，澳門人民共赴國難的最佳見

證。《淹留》出至四十期，便改名“天風”，又

續出至十四期而停刊。

1941年冬，日寇佔領香港，澳門人心惶惶。

廖平子决計回鄉。從1938年至1942年，廖平子

先後蟄居澳門五年，受盡葡萄牙殖民者的歧視與

壓迫，十分憤懣。 廖平子於1942年冬轉入內地

廖平子(188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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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繼續從事抗日救國活動。他在曲江居留期

間，又出版手抄詩畫雜誌，取名“予心”。《予

心》半月刊，也是每期出十五冊，每冊十圓，一

月可得三百圓。當時有一縣長是廖平子的朋友，

以千元高價購買《予心》一冊。他在〈《予心》

自序〉說：“草《淹留》四十期，《天風》十

四期，皆以詩歌為抗戰工具。槍放下，筆可操

也。”表示廖平子雖不能再率領敢死隊進行抗

日，但運用筆杆子，也是可以進行抗日救國宣傳

的。 從《淹留》與《天風》到《予心》的出版，

整份雜誌沒有一個字是印刷的，全部是清一色的

手寫本，從編輯、手寫到裝訂、發行郵寄，均出

一人之手完成，這在世界報刊史上可謂空前絕

後。廖平子當時年僅八歲的兒子廖鼎，也在身邊

幫忙做些打雜工作。每期祇出版十五份，這也是

世界上發行量最少的一份雜誌。隨着現代印刷術

日新月異，今後再也沒有人出版手寫雜誌了，從

這一點來說，真可謂“絕後”也！ 1943年4月，

他給馮自由寫了一封信，表示願意以鬻畫所得，

購買滑翔機一架，以供抗日之用。當時一架滑翔

機約值一萬圓，廖平子已賣得書畫約四千圓，盡

獻為抗日經費，當時在報界傳為新聞。廖平子又

把此款轉為獻機之用。 遺憾的是《予心》出至

第五期，廖平子便病逝了，時為1943年9月，享

年六十三歲。
(6)

抗日戰爭期間，澳葡政府標榜“中立”，對

澳門同胞抗日救亡的愛國活動，採取不支持和遏

制政策。雖然如此，仍有一些有正義感的澳門葡

人聲援中國偉大的抗日鬥爭，白樂嘉就是其中

最著名的一位。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 1897-

1988)，澳門土生葡人後代，其家族世居澳門。鴉

片戰爭後，澳門港口衰落，他的曾祖父前往香港

發展。白樂嘉生於香港，畢業於聖若瑟學院，

後任教於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擔任英語和英

國文學教席。從 1 9 2 0年開始研究澳門歷史，

撰寫有關論著達六十多種。其中《西方開拓者

及其發現澳門》(T h e  W e s t e r n  P i o n e e r s  a n 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  一書，是最具有史

學價值的代表作。該書含有豐富的外國教會和

政府機構的葡語文獻資料，在全面闡述葡萄牙

海外擴張的背景之後，着重探討了葡人入居澳

門問題，對澳門史研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抗

戰期間，白樂嘉曾在國民黨調查統計局澳門室

參加工作，卓有成績。因此，抗戰結束以後，

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澳門室於1946年1月給

白樂嘉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淹流》封面 《淹流》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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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抗日救亡運動之所以能够轟轟烈烈地

開展，並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同澳門的進步青年

和愛國者之積極參與有莫大關係。大革命時期中

共開始在澳門建立組織，名稱“中共澳門特別支

部”，由廣東省委領導，成員曾發展到數十人；

但大革命失敗後，其工作一度陷於停頓，之後走

過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較長一段時間，中共澳門黨組織的工作重

心是工人運動，發動工人反對資本家，但由於不

符合澳門實際情况，遇到了很大阻力。1929年

11月澳門特支給省委的一份報告，就反映了這種

情况：“澳門的環境，大有差別，澳門尺寸之地

且交通又不方便，若做偉大的鬥爭，當然沒有可

能，(⋯⋯) 以去年陳聯馨香舖要求加工是一個舉

例，因東主减工錢而至罷工，當時澳政府派差拿

人，卒至無條件而屈服。”(據〈中共澳門特支

給省委的報告〉，1929年11月15日。)這段時間，

中共在澳門的工作損失很大。直到中共確立了抗

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正確方針策略之後，中共在澳

門的工作才開始復蘇，到1936年以後，澳門發展

了一批黨員，並恢復了一些黨員的組織關係。
(7) 

1938年中共澳門特支書記杜嵐，女，二十多歲，

小學教師。

1938年10月21日，日軍佔領廣州。24日，

廣東省委决定，在香港成立東南特委，澳門市工

委的工作劃歸東南特委負責，由廖錦濤任工委書

記。廖為汽車公司職員，三十來歲，1937年入

黨；組織部長余化，澳門人，二十多歲，中學文

化，小學教師，1938年入黨，因工作出色，1939

年調任東南特委青年部長；宣傳部長林楓。廖錦

濤任書記時，澳門黨組織的“工作有了相當的發

展，到廣州失守時有黨員五十人”。1939年初，

廖錦濤領導服務團回內地，余化任書記，組織部長

鄧平，宣傳部長林楓。1939年4月，余化調到特委，

澳門土生葡人學者白樂嘉 國民政府發給白樂嘉的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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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楓任書記。1939年7月，林楓調廣遊二支隊 (吳勤

部隊)，鄺任生出任書記。鄺內戰時期入黨，1937

年恢復黨的關係，大學文化程度，中山人，曾任中

山縣委宣傳部長，在澳門的職業為教師。“目前看

他工作還積極，還能够根據我們的原則做工作，澳

門的工作目前是比幾個月前進步的。”
(8)

1939年11月，東南特委被撤銷，澳門工委由

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當時黨員發展到四十六人，

其中產業工人二十五人，教員十二人，學生六

人，商人兩人，自由職業者一人。工委由三人組

成，除書記鄺任生外，組織部長鄧平，織布廠女

工，20多歲，“積極負責，階級意識及組織觀念

還好，有小學文化水平”，“宣傳部長沈△△同

志是個新黨員，小學教員”。下設八個支部，八

名支部書記都是抗戰後入黨的黨員。
(9)

1940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廣東省委分

為粵北省委和粵南省委，澳門工作由粵南省委負

責。關於澳門情况，尹林平1943年2月給中央的

電報說：“廣州、澳門、廣州灣(今湛江市——引

者)三城市之具體情况，因交通困難，尚未清楚。

現正派人聯絡，詳情以後報告(照去年7月前的組

織基礎，廣州祇有二十五人，澳門二十八人，廣

州灣有九個人)。”也即1942年7月以前為二十八

人。為適應形勢的變化，臨時工委還對廣州、香

港、澳門、廣州灣四城市的黨組織工作原則作了

如下規定：

一、省、港、澳、灣四個城市黨組織依照中

央指示由梁廣負責指導，在各城市分設特派員一

人，採取單綫領導方式，必要地區設平行組織(分

別職業部門及工廠、學校，分開地區)。

二、省、港、澳、灣均處於敵後及被敵人統

治情况下，黨的組織應堅决執行中央指示，長期

掩護、積蓄力量、培養幹部、埋頭苦幹的方針。

三、領導幹部職業化，停止會議生活，停發

文件，關係疏遠，禁止任何橫的關係。港、澳、

灣着重鞏固，慎重發展(主要工人、海員、學生)。

一幅素描：抗戰期間避亂澳門的學生露營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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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則着重發展 (主要工、學兩類)，亦採取雙重

組織，嚴格審查工作。

四、以勤職、勤學、勤交友的精神去團結各

階層人士，開展廣泛統戰工作，加强幹部與黨員

教育，培養獨立工作的能力。1944年10月，隨着

環境的好轉，省臨委向中央請示在大部分地區恢

復組織活動，但在“國民黨統治區及澳門仍堅持

原來方針，祇加强聯繫及階級教育”。

1947年改設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分局下

設城市工作委員會，繼續指導着中共黨組織在澳門

的工作，“城委，下分香港市委、廣州市委、澳門

市委、湛江市委、桂林工委，有黨員約一千五百

名”，其中香港、廣州即佔一千二百名。至於澳

門的黨員人數及工作狀况，香港分局1948年9月的

一份電報說：“澳門則有黨員十九人，中有黑名

單的十人，無的九人，前者不敢活動，後者則領

導弱，作風保守。黨員分散，聯繫不密。(⋯⋯)

我們澳門之方針為：深入群衆，發展新生力量；

首先從改造領導、教育舊基礎做起，糾正保守

作風，展開群工，才能挽救‘從少到無’的危

險。”在這一方針指導下，黨在澳門的工作得到

及時調整和充實，為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發揮了

應有作用。到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再次從港澳

抽調幹部參與華南各地接管，包括柯麟也調回中

山醫學院任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共在澳門的工作

又交給了一批新的同志。

澳門是連接廣東與海外的門戶，地理位置特

殊，而且處於國民黨政權的直接統治之外，抗戰

時期保持着形式上的中立，鬥爭環境與內地略有

不同。但另一方面，澳門地域狹小，才十幾平方

公里，活動空間十分有限，二三十年代人口僅十

餘萬，到抗戰時期因難民湧入才增到三十幾萬，

外來人員容易引起注意，若沒有正當職業作掩

護，要長期活動是十分困難的。基於上述特殊條

件，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在澳門的活動，大體上

有這樣一些內容：

1 )掩護革命同志，提供撤退和轉移的便

利。1927年廣州起義之後，中共又準備在江門發

動起義，但不慎被國民黨破獲，“負責同志都逃

來香港和澳門了”。澳門也曾是葉挺的避難所，

南昌起義失敗後，葉挺在澳門隱蔽了一個多月，

然後從澳門回廣州參加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

敗後，他又到澳門隱蔽起來，半年之後，又從這

裡去蘇聯和歐洲。1941年底，香港淪陷，一大批

來不及從香港撤退的幹部和進步文化人士取道澳

門轉移，他們以香港大中華酒店為據點集中，然

後由組織安排乘走私船，經長洲島過伶仃洋到澳

門，由中共在澳門的秘密聯絡站幫助，經廣州灣

或江門、臺山到桂林。這批人包括夏衍、范長江、

廖夢醒、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金仲華、王瑩

等幾十人。據廖夢醒回憶：“到澳門以後，我們立

即與柯麟同志的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聯繫。”廖的丈

夫李少石是南方局派到香港負責地下工作的，撤離

香港後又“留澳門堅持地下工作一年多”
(10)
。

2)動員人力物力，支援內地鬥爭。十年內戰

時期，中共澳門支部曾動員人員到內地和紅軍

中去工作，1931年4月團廣東省委的工作報告提

到，“在澳門動員了兩個南洋失業回來的到紅軍

中去”。

抗戰爆發之後，中共澳門工委進行了卓有成

就的工作，廣泛發動澳門同胞，投身抗日救亡運

動，先後動員和組織了一批愛國青年加入“惠陽

青年回鄉服務團”、“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

和“旅澳青年鄉村工作團”，回到廣東的東江、

西江和粵中等地參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8月

成立的澳門四界(教育界、音樂界、體育界、戲

劇界)救災會，就是在中共澳門黨組織的領導下

建立起來的。中共澳門工委還動員愛國青年回內

地參加抗戰，1938年10月21日，“澳門四界救災

會回國服務團”正式成立，由黨的負責人、救災

會理事廖錦濤任團長，先後派出十一個隊共一百

六十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內地工作。為加强黨的領

導，服務團於1939年4月成立中共動員青年回鄉

服務支部，書記胡澤群，組織委員沈章平，宣傳

委員梁鐵。服務團以下各隊也秘密建立了中共支

部或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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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粵東南特委組織委員吳有恒給

中央的報告也提到特委“從香港、澳門動員了大

批的幹部、黨員，特別是堅定的工人幹部和黨員

回敵後工作，增加了內地的力量與內地的同志們

的信心”(〈吳有恒關於粵東南特委工作給中央

的報告〉，1941年1月13日)。這時澳門回內地的

黨員已有二十餘人。1944年春，中共中山義勇大

隊派鄭秀、郭寧等化裝成普通百姓，進入澳門活

動，建立了秘密辦事處，動員了不少澳門青年到

中山五桂山抗日根據地工作。這些青年先是在代

號為“紐約橋”的“青年訓練班”學習，然後分

配到宣傳隊、醫療站或者到連隊做文化教員、政

治戰士、衛生員等，在部隊當中發揮了很好的作

用。這種訓練班一共辦了三期。
(11)

香港淪陷後，澳門處境日益孤立。日僞和海

盜、土匪等反動勢力乘虛而入，社會治安混亂。

澳葡當局對此無可奈何，從自身利益出發，亟盼

得到中山抗日武裝的援助，以對付這些反動勢

力。而根據地方面也想利用澳門中立區的特殊環

境，開展統戰工作，建立合作關係，以便於動員

和團結澳門同胞參加抗日，從軍需給養、醫療衛

生、交通聯絡方面支援抗戰。於是1944年8月間，

中山義勇大隊長歐初通過在五桂山區傳教的葡籍

安神父，與澳葡當局的代表進行商談，達成合作

協議：1)澳門當局同意義勇大隊派出人員到澳門

活動，但不要太公開；2)澳門當局與義勇大隊互

相配合，打擊擾亂澳門之反動分子和土匪，維持

澳門的治安；3)澳門當局同意義勇大隊將重傷員

送澳門醫院治療；同意在澳門募捐、購買子彈、

醫療器械及電臺等通訊器材。其後，雙方根據協

議開展合作，義勇大隊獲得捐款中儲劵五十五萬

圓和一批藥品。義勇大隊也協助抓獲挺進第三縱

隊派到澳門搶劫勒索綽號“老鼠精”的兵痞，對

澳門社會治安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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