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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人物
王玉锦：有勇有谋 一身赤胆

革命遗址

白沙起义纪念园
白沙起义纪念园是海南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
响村东侧的海榆中线公路160公里处。

白沙起义纪念园于 1987 年 9 月动工兴
建，1988年11月竣工。纪念园占地20.03亩，
纪念碑高17.2米，由碑身、碑座、基座、碑庭
组成，各部平面呈方形，碑为花岗岩石条结
构。碑身正面镌刻江泽民同志题写的“白沙
起义的英烈们永垂不朽”，碑底部背面镌刻
着白沙起义简介。

链接词条

白保乐人民解放团
1944 年 12 月，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成

立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白保乐是白沙、保
亭、乐东三地的简称），王国兴任团长，郑
放、许世淮为副团长，王玉锦为参谋，郑
放兼任党组副书记。它是一支以黎族起
义群众为核心的战斗队伍，吸纳 30 余名
优秀的黎族青壮年，组成武装工作队，在
白沙一区、二区发动群众，打击奸细，开
展游击战，骚扰敌人，为主力部队进入白
沙腹地扫清障碍。1945 年，琼崖独立纵
队发动解放白沙的武装斗争，其发挥了
重要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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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历史的时针拨回1943年8月
12日。

黎明将至，“呜——呜——”的号
角声打破宁静。4000余名起义群众
向位于白沙一区的国民党白沙县政府
和白沙县中队发起进攻，他们以弓箭、
钩刀、粉枪为武器，一批批向国民党顽
军冲去。

这一刻，他们等了太久。
1939年2月20日，日本侵略军

侵占海南岛。国民党顽固派为保存
实力，消极抗日，节节败退至五指山
区。在当地成立“扶黎局”，名义上管

理黎族事务，实际却是国民党进行残
酷压迫和统治的工具。

“当时的黎族苗族同胞生活得太
苦了！”琼中县党史县志办公室退休
干部谢晋颀讲起那段历史，止不住地
摇头感慨。

国民党各县流亡政府和部队自
进驻白沙县以来，对百姓征收苛捐杂
税，诸如“抗战粮”“官长粮”“草鞋费”
等摊派名目繁多。“不少黎族、苗族青
壮年还被抓去劳役，给国民党军挖战
壕、修营房，还时常会遭受拳打脚
踢。”谢晋颀说。

反抗还是屈服？生存还是毁
灭？黎族苗族同胞用行动给出了正
义的答案。

谢晋颀拿出旧时的白沙县地图
向记者指出白沙起义的路径。“先到
长岭地区，1943年8月16日，白沙一
区的起义队伍围攻国民党琼崖游击
大队，随后三区人民奋起响应，合力
击溃敌人。再到翻加村、坡春村，队
伍乘胜追击，在8月17日进攻国民党
儋县、临高、感恩三县县政府，成功将
国民党白沙一区的军政机关和部队
驱逐出去。”他说。

最后，他指向地图中的琼中红毛
乡什响村说：“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
大的一战便发生在这里。”8月20日，
白沙二区起义群众对逃至该处的守备
二团发起进攻，没有攻下，王国兴、王
玉锦率领3000余人支援，双方激战整
整6天。8月26日，国民党顽军溃逃。

至此，驻在白沙县境内的国民党
军政机关和部队被全部赶出，起义取
得初步胜利。据了解，历时半个月的
白沙起义，共发动2万名黎族苗族同胞
参与，打死打伤国民党军政人员300
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等物资。

白沙起义点燃革命烽火

■ 本报记者 郭畅 杜颖
见习记者 唐咪咪

隔着玻璃柜，仔细
看着眼前锈迹斑斑的粉
枪、木制的黑色弩弓、弯
弯的牛角号……

此刻，它们静静安
放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红毛镇番响村东侧的
白沙起义纪念园内。74
年前，它们跟随着其主
人，经历了一场血雨腥
风。它们是简单的武
器，也是一位位“英雄”。

1943年，在王国兴
带领下，当时白沙县饱受
国民党迫害的黎族苗族
人民，发起一场反抗国民
党暴行的大暴动，于8月
12日打响了暴动的第一
枪，史称“白沙起义”。

蓝天悠悠，绿树葱
葱，我们站在白沙起义
纪念碑前驻足良久。如
今，在当时处于这场起
义中心的琼中，已经难
以寻觅见证参与白沙起
义的人们。我们探访了
白沙起义的主要发生地
点，搜寻那一段历史。

群峰连绵的鹦哥岭，山顶雾气环
绕，驱车经过的游客连连赞叹。而在
74年前，这里的人们曾经历了一段
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1943年9月底，不甘失败的国民
党顽固派调集1000多兵力，分为四
路，向起义群众疯狂反扑！

琼中县党史县志办公室主任张东
安说，由于武器简陋、又缺乏军事知识，
纵使起义群众浴血奋战，也依然无法与
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顽军抗衡。在人员
伤亡过大、弹尽粮绝的境地下，王国兴、
王玉锦等人分头率领起义群众撤退到

鹦哥岭、什寒山坚持斗争。国民党顽
军对起义群众和村庄进行疯狂报复，
五指山区到处都是火光。大屠杀延续
了几个月，1万多无辜民众被杀害。

“情势危急之下，王国兴当机立
断。一方面派人侦察情况，设法和王
玉锦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挑选出健壮
青年留在山上，动员其他人回到村庄
进行生产，来支援山上的斗争队伍。”
张东安说，王国兴也留在了鹦哥岭。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王国兴、
王玉锦等黎族首领历尽艰辛万苦终
于取得了联系。在1943年10月的

一天，他们在什乒村秘密相会了。
“我们一定得想一个办法，不能眼

看着‘国贼’把我们黎族人杀光啊！”对
于族人的未来，王国兴忧心似焚（当时
黎族群众称国民党顽固派为“国贼”）。

曾经在广东当过兵的王玉锦告诉
大家，有一支队伍叫“红军”。他曾经到
过广东与江西接壤的地方，在那里，村
子里的青壮年都随着红军走了，甚至
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也加入了红军。

“我想这红军一定是很好的，不然
为什么老百姓都跟着红军走，国民党
的军官连官都不做要去投红军呢？”王

玉锦对同伴们说着自己的见闻。
王玉锦的话勾起了王国兴的回

忆。他想起年轻时候听说过的许多关
于红军闹革命的传说，想起父亲在世时
曾对他说过：“世上只有红军是不会欺
负黎族人的。”他想起自己在汉族地区
当挑夫时听说过独立队又打日本又打

“国贼”的故事，他想那应该就是红军！
“找红军，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王国兴下定决心。当时，黎族群众还
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都叫红军。
他们并不知道，在琼崖，共产党领导的
队伍叫做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主动寻找共产党

白沙起义受挫后，起义者主动寻
找共产党，接受党的领导，后来在党的
领导下取得胜利，这在中国少数民族
革命斗争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同
志曾经对王国兴领导的白沙起义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起义，
寻找共产党，消灭国民党，建立革命根
据地，王国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人。

1943年12月，王国兴派出的代
表终于在临高、儋县交界的地方找到
了共产党。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派出
的武装工作组人员经过3天3夜的跋
涉，赶到鹦哥岭与王国兴会面。

从此，黎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1944年12月建立起以起义队伍
为主的黎族武装——白（沙）保（亭）
乐（东）人民解放团。

当时，中共琼崖特委决定由王国
兴任团长、王玉锦任参谋。他们挑选
出30多名黎族优秀青年，组成武装
工作队，潜入白沙县内展开群众工作，
为主力部队进入白沙腹地扫清障碍。

1944年12月，冯白驹在澄迈县六芹
山的一座茅屋里，会见了王国兴等白沙起
义首领。冯白驹虽不懂黎语，王国兴却会

讲海南方言，两人一见如故，畅聊数日。
王国兴向冯白驹倾诉黎族人民

遭受的苦难，详细介绍白沙起义的经
过。冯白驹听后备受感动，他握着王
国兴的手说：“黎族苗族同胞的斗争浸
满鲜血，是正义的进步的革命斗争。”

“琼崖特委还派出廖之雄、王茂
松等四人组成工作组进入白沙，帮助
黎族苗族同胞组织斗争指挥部，后又
组织常备队，广泛开展武装斗争。”谢
晋颀说，琼崖特委在各乡增派人手，
积极开展组织工作，加强对白沙地区
的领导。

1945年，琼崖独立纵队积蓄力
量准备挺进白沙腹地，在人民解放团
的配合下，调集武装力量向驻在白沙
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经过
一番鏖战，国民党顽固派被驱逐出
去，白沙全境迎来解放，13个乡镇也
相继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

同年8月初，白沙县抗日民主政
府成立，标志着白沙抗日根据地的正
式建成，它不但很快迎来了抗日战争
的胜利，还为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五指
山中心根据地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营根9月4日电）

武装斗争解放白沙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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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畅
见习记者 唐咪咪

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
镇共建村，村里的年轻人告诉记者，
从小他们就听祖辈们讲“围攻什存
村”“智救大总管”“献计寻救星”等脍
炙人口的故事，大家从这些故事中，

“认识”了革命英雄王玉锦。
王玉锦是原白沙县红毛乡牙寒

村人。从小务农，在深山密林里摸爬
滚打，机智勇敢，有胆有谋。

1933年，国民党琼崖抚黎专员
陈汉光欺骗王玉锦等黎族青年“送你
们到广州去读书，见世面”。王玉锦
等人抱着读书增长才干的目的去了
广州，谁知到广州后却被强征到国民
党部队当兵。

在广州的3年间，他学会了粤语，
这项本领在日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5年，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
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他不愿去，
半路逃走，一路向南，潜回琼崖，回到
当时的牙寒村。

回乡后，王玉锦耕种自家薄田，
日子过得还算平静。不料，1937年
的琼崖正逢旱荒，地里颗粒无收，却
仍要缴纳租税。王玉锦一家到了规
定的日子拿不出租税，国民党白沙县
二区公所便将他弟弟抓去严刑拷打，
迫他卖妹赎弟，他恨透了国民党。

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外围封
锁白（沙）保（亭）乐（东）地区，退居白
保乐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抓丁要税，卖
给黎族群众一斤盐要一块大洋，逼得
牙寒村的群众苦不堪言。王玉锦经

常走3公里盘山小路，到邻村番响村
找王国兴商量如何反抗国民党的压
迫，商议黎族同胞团结起来与国民党
斗争，起义准备了1年时间。

王玉锦和王国兴以及其他相邻地
区的黎族同胞商定，1943年8月20日
发起白沙起义。但国民党地方当局威
逼黎族同胞要在8月15日之前缴清全
年的租税，否则，就要抓一大批人，其
中包括大多数准备起义的骨干人员。
白沙一区被迫提前到8月12日发起起
义。关山重重，交通闭塞，王玉锦等人
不知道白沙一区起义的消息，但白沙
二区的国民党却知道了。

1943年8月16日，白沙二区的
国民党人员把王玉锦、王国兴等起义
骨干骗到区公所，扣押起来。看押他
们的国民党兵以为黎族群众没人听

得懂粤语，用粤语聊天说，抓起来的
这些人要马上杀掉。

懂粤语的王玉锦听后心中大惊，
他借口要上厕所，机智地逃回牙寒
村，并与弟弟王玉林消灭追来的国民
党兵。他随后赶到约定的起义集合
地毛西村，连夜挑选20多名强壮的
黎族青年组成敢死队，乘夜色潜入白
沙二区区公所，救出了王国兴等人。

8月17日凌晨，王玉锦率领起义
队伍攻打白沙二区区公所，首战告
捷。自此，王国兴、王玉锦领导的白
沙二区起义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

王玉锦凭借着个人的聪明才智
和满腔热诚，投身于黎族苗族同胞的
解放事业，成为黎族领袖王国兴的得
力干将。

（本报营根9月4日电）

反抗国民党暴行受挫后，白沙起义的领导者下定决心——

“找红军，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王玉锦。 （本报资料照片）

白沙起义纪念园内的展品战鼓。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的白沙起义纪念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王国兴塑像。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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