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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桂系时期，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为加强统治，在广西推行以“寓兵于

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为具体内容的自卫政策。这种政策下的自卫组织，在广西

民国历史上称为“广西民团”，亦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最凶猛的准军事组织。

　　柳州档案馆所藏《广西一览》一书，对民团作如下记述：

　　

　　广西之有民团，不自今日始，前清咸丰以远，省垣已有团练总局之设，而各县亦

皆成立保卫团局以隶属之，惟（唯）旧日之团练，因其历史背景不同，故其精神亦与

现在之民团互异，旧日之团练，仅以能维持一时之地方治安为目的，而现在的民团，

则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打成一片之组织也。

　　1931 年，广西军政会议正式决定大办民团，在南宁设立民团总指挥部，白崇禧

任总指挥。各县根据县治大小设立民团常备队1～ 4个。在行政区设立区民团指挥部，

作为省与县之间的中层机构。民团的建设使广西实现了全民军事化。

　　连任广西省主席 19 年的黄旭初如是解释广西民团制度：

　　这是一种袭用旧名变换新质的制度。固然不是乡绅办的保卫团，也不是单纯的民

兵制度或军训制度，而是依照地方自治的编制，从军事训练出发，将民众组织起来，

使人民能自卫、自治、自给的一种设施。从静的组织机构方面说，民团就是人民的、

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集团或团体。

　　

活跃于抗战中的柳州民团

□刘丽虹



　　民团的建立，把常备军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民团

作为后备军队。桂系把全省 18 ～ 45 岁的男子编入民

团之列，每村编为一队，每乡（镇）编为一大队，每

区编为一总队。每县设立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司令，

下设专职副司令，并设常备民团若干大队。民团司令

部每月派出专职干部到各区乡去巡回训练和检查民团。

全省设立民团干部学校，招收初中以上毕业生训练 1

年，毕业后派到各乡、村担任乡长或村长，兼任乡、

村民团的大队长或队长，同时兼任乡村的小学校长，

名为“三位一体”。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是军事化的学校，

在军事课程上按照步兵操典，从一个士兵的基本动作

教到连排长的指挥战斗。该校每年约有1000名毕业生，

均统一分配到各乡、村充当民团骨干。

　　柳州市档案馆相关史料有着这样的记载——

　　1944 年 8 月衡阳失陷，日军分两股进犯广西，其

中一股沿湘桂线铁路南侵，桂林、柳州告急。第四战

区司令官张发奎急命柳州地区驻军第四十六军赶筑城

防工事，并命丁治磐部防守柳州。11 月 10 日桂林失守，

日军逼进柳州。未经接触，丁部便不战而弃，使柳州

变成了不设防的城市。11 月 11 日，柳州沦陷。

　　民团有着比正规军更强的优势，那就是对地形的

熟悉。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蒋介石的正规军无法顾及

柳州这类城市时，沦陷 7 个多月的柳州，多靠民团支

撑起了抗击敌人、保卫家乡的重任。

　　柳州沦陷前夕的 1944 年 8 月，柳江县县长覃采如

曾召集县属各乡士绅到柳州开紧急会议，商讨即将到

来抗战形势急剧变化的对策、决议，要求各乡组成一

个自卫队，队长人选，由有号召力、有军事学识的人

担任，以维护地方治安，必要时对敌进行游击战。这

种抗日时期的自卫队，即是以民团制度为基础的。抗

↑民团后备队训练照片之一。（摘自《广西一览》）

↑民团队员训练后休息场景。（摘自《广西一览》）

↑民团后备队训练照片之二。（摘自《广西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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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自卫队人员武器以各乡原有乡公所的人员武器为基础组成，可自卫队尚未健全，日

寇即已攻陷柳州。

　　县长覃采如在柳州沦陷不久前就丢下龙城父老乡亲，逃到乡下避难去了。县长职

务交由县民团直属大队大队长刘栋平代理。在此之前，柳江县府已迁到成团圩办公。

1944 年 11 月 11 日晚，日寇围攻成团县政府，自卫队员溃散。随后，在没有正规部

队御敌的情况下，柳江、柳城、雒容三县爱国爱乡人士自发组织成立民众团体自卫队，

开展抗日自卫。

　　柳州沦陷前，百朋乡、小山乡、大荣乡、成团乡、三都乡、穿山乡、里商乡均成

立了自卫队。沦陷不久，覃连芳之弟覃连衡带领覃连芳全家老少，到小山乡长弄村避

难，覃连衡目睹各地自卫队奋起抗战保卫家乡，但组织不健全且各自为政的情形，在

小山乡纳鱼村组织建立民军司令部，称之为“广西省柳庆民军司令部”，自任司令，

以韦日上为副司令、刘冠坤为参谋长、韦祖贤为副官长，将柳江县各乡自卫队重新整

编为百朋乡、成团乡、穿山乡、思贤乡支队及来宾县江毓秀支队和张义樵支队、象县

韦士德支队等 7 个支队。

　　日军攻陷柳州后，即分兵进驻百朋乡的支山村、大荣乡的下村为据点。从 10 月

起到各地搜刮食物，强抢民女，肆意烧杀抢掠。柳庆民军司令部成立后，柳江县一带

有军事经验的人带头自动组织自卫武装，奋起保卫家乡，到处打击敌寇，自此柳江县

的抗日形势有了新的有利变化。

　　大荣乡由覃瑶华率领的支队有八九十人，经常截击炸毁日军由大山脚杜村来往柳

州的轻重汽车。一次四五十敌寇由三都经六道至大山脚公路时，遭到该队的伏击，枪

声一响附近村民纷纷自动赶到参加围攻，毙伤日军 10 余人。该队又曾在杜村、黄岭

一带袭敌 10 余次，使敌人每行经此地莫不胆战心惊。

　　另一部抗日武装力量百余人，由韦日上率领。一次数十敌寇由三都乡穿过大弄企

图到小山乡麦岐、地堡等村掳掠，行经甘村附近，遭到韦日上部以及农民 300 人截击。

激战半日，敌死伤数人，遂不敢深入。自卫队员韦有禄牺牲。又一次，韦日上部与敌

人战于都荣村一带，我众敌少，敌败退入都荣村背山岩负隅顽抗，远近农民纷纷赶来

协助围剿，从高山上纷纷滚下巨石，一时滚石与枪声响彻山谷，敌人龟缩在山洞不敢

应战，后乘机逃脱。

　　柳江的自卫队当中，江毓秀，张义樵两个支队备有人枪四五百，战斗力最强。这

两支队活动于来宾、迁江、柳江三县边境地区，常给敌以重创。与此同时，叶春茂、

覃耀部在里雍至迁江一带河面，阻击敌人水上运输船艇。

　　1945 年 2 月日军由南宁向柳州败退，至成团岩口村、鲁比村、黄岭村附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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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我民军江毓秀、张义樵、张士钧、李汉臣、覃有仁等部约 2000 人的截击数次。

　　鬼子坳之役，也是柳州人引以为傲的一次漂亮伏击战。1945 年 6 月，日军一个

联队由忻城大塘向柳州撤退，在走到柳江县里高乡的石门、百子坳（后因此役更名

“鬼子坳”）、牛屎坳一带时，立即陷入当地民军自卫队和国民政府军第四十六军第

五二五团官兵的重重包围之中。此处地形险要，敌人陷入重围，有如关门打狗。整整

3天，枪炮轰鸣，杀声震天。此役共歼敌20多人，打死战马60余匹，缴获战利品一大批。

　　柳江民军与邻县民军各支队，在抗战期间参加大小战斗百数次，俘获甚多，其中

以江毓秀、张义樵，叶春茂、覃耀等支队战绩更为突出，之后，曾在芳园（覃连芳的

别墅）开战利品展览会，展出战马十数匹，指挥剑 50 余把和通讯器材、其他轻重物

资无数。

　　柳城、雒容分别有潘志谷、何秀良、何仲超等为队长的几个自卫队。

　　潘志谷的十五中队，活跃在鹧鸪江到杨柳一带。住香兰的柳江县民团副司令柯传

源经常给该大队指导。该队纪律严明，不侵害群众，不虐待俘虏。

　　何秀良大队以梳妆岭为大本营，活跃在洛埠、雒容、东泉一带。

　　何仲超（向雷天）、何宣勤的队伍以古木坳为大本营，黄村、白露、小村都是他

们的活动地盘。

　　1944年12月初，汉奸黄松带日寇五六十人进犯梳妆岭。何秀良率部百人迎击敌军，

从早上 6 时打到下午 3 时，毙伤日寇 6 人，日军增援后，自卫队撤退到四十八　。日

军攻上大岭，占据梳妆岭硝崖。由于何秀良、何次三在硝崖藏有一批食盐，何秀良又

带领百人攻打硝崖，日军撤退。自卫队得到群众的帮助，将食盐运送到石龙何秀良家

收藏。

　　1944 年底，何仲超、何宣勤大队还与日寇在古木坳和双冲发生战斗。

　　1945 年 2 月，日军占据洛埠设立据点。何秀良等带队围攻，柳城的韩冬三也率

队起来参战。巷战数日，日军在洛埠立足并于 3 月组建维持会。到 6 月底，洛埠光复。

　　1944 年 12 月初，日军约 60 人从长塘方向侵来。青茅曾远仁自卫队在猪槽 开始

阻击，反被日军围在槽里。潘志谷率队赶到，救出曾远仁的自卫队。

　　1945 年 2 月中旬，城内日军 30 多人带几十人的箩筐队，准备到沙塘抢粮。潘志

谷得到消息后，即令全队的 15 个中队 1000 多人，在桥头河口粮仓外拦截。当先到的

青茅、黄土的自卫队被日军包围时，后续的自卫队反将日军团团围住。从早上 7 时打

到中午，日军抵挡不住便往融安方向撤退。自卫队员遂将粮食运到杨柳收藏。

　　1945 年 6 月下旬日军撤出柳州前夕，潘志谷接到线报，柳州东门还有 50 多日军

驻扎，即赶往柳州想歼灭这些日军，自卫队到柳州后才知道，日军已于昨晚全部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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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 年，柳城县大部分乡

村均先后被日军侵占。在无国

军抵御的情况下，柳城人全洪

方与全德顺一起组织自卫大队，

下有大湾、田村、六贡3个中队。

全洪方任大队长，全德顺任队

副。

　　1944 年 12 月，驻柳江的

日军约 80 人从更村沿大湾向柳

城凤山侵犯。接报后，大湾中

队利用大湾村布防，田村中队

把守河上游以堵敌退路，六贡

中队镇守河下游，将日寇堵于

大湾对河无躲避之地。此战打

得比较顺手，自卫队无一人伤

亡，清理战场时发现击毙日军

46 人，其中 1 人为大尉，缴获

轻机枪 1 挺、步枪 6 支等。

　　1944 年 10 月，桂林黄埔

第六分校在湘桂边区的龙虎关

与日军交战失利后，军校教官、

学生奉命转移到宜山怀远集中待命。军校教官秦永固是柳城人。军校退到柳州时，秦

请假到柳城安排家眷。时值地方政府下达疏散令，秦只好带家眷投奔洛崖亲戚家，住

了两天后得知柳州已经沦陷。次日，无忧农垦区的垦民自卫队 200 多人也到洛崖，他

们有步枪 40 多支，并将家属 300 多人也编成队，由该垦区的主任麦绍东领队。该垦

区自卫队住小学校，有纪律、有秩序，并到处设岗警戒。

　　秦永固以军校教官的身份拜见了这位 50 开外的麦主任，当得知麦与湘桂边区游

击总指挥官甘丽初有亲戚关系时，建议麦将在洛崖避难的 1000 多人集中起来，一方

面由秦负责军事训练和作战指导，另一方面向甘丽初请求支援一批枪支弹药。得到甘

同意后，成立洛崖游击队，归属第九十三军，共设 3 个营，并领到所发服装 3000 套。

　　洛崖游击队首战侵犯古砦的 60 敌军，敌败而走，双方伤亡不多。7 月中旬接报，

说日军一个连加上伪军 200 人左右，押 25 条民船给柳城驻军送军需用品和 200 多名

↑民团歌。（摘自《广西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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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作慰安。支队决定阻击敌船，解救妇女和截取物资。天将亮，敌船过崖山，支队

集中火力猛攻，敌、伪军只好跳水上岸逃跑。此战，自卫队牺牲了 2 名队员，顺利解

救了妇女，截获物资、粮食。后支队将被击毙的 80 多个敌、伪军左耳割下，挂在镇

公所展示，大大鼓舞了民众抗日自卫的士气。

档案利用：

020-00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