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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志村黄家祖屋的厅堂中央，至今
仍悬挂着一盏做工精致的铁铸油灯——长
明灯，那是黄姓家族祖上清代秀才阿公
夜间苦读的长明灯。由于年代久远，这
位阿公具体在何年代叫何名字，无人知
晓。传说，先祖种田为生，家境贫寒，阿
公一边干农活一边读书，晚上在微弱的
灯光下，手不释卷。他曾教诲族人要知
书达理，积善行德，自食其力。后来，他

考取进士，牌匾代代挂在大门上，妇孺
皆知。直到 1966 年“破四旧”，黄家一
位后人回家看到进士牌匾，当即卸下当
柴烧掉。

时光如白驹过隙。战乱的硝烟早已
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殆尽，立志村蝴蝶
山上的山楂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立
志村人满怀救国的信念，不畏艰险的精
神，把红色印记留在了巍巍青山之中。

现年 72岁的村民黄家谋回忆，其父黄有胡
曾说过，立志村是有“名堂”的村庄。原桂林行
营指挥官白祟禧曾坐轿子到立志村两次，他到
村里时，全村打扫得干干净净，戒备森严。一个
行营将官为何现身偏僻山村？这要从抗战时期
昆仑关战役说起。

1939年 11月 15日，日军在北部湾龙门港登
陆，攻占钦州、防城港后，以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
的兵力于24日沿邕钦公路北犯侵占南宁。12月
4日进占昆仑关，桂南会战打响。国民政府调集
四个战区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参加桂南会战，最终
歼灭了这支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旅团长中村正
雄被击毙，中国军队收复了昆仑关。

时隔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从有关昆仑
关战役的影视里看到当年中国军队血战日军的
惨烈场景，战场外的很多事却鲜为人知。

在与朋友一次谈话中得知，当年的昆仑关战
役，国民革命军的一个指挥中心就设在武宣县通
挽镇立志村，作为指挥昆仑关战役主将之一的白
祟禧，前往该村视察自是情理之中。

从地图上看，武宣县通挽镇立志村和昆仑关

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百十公里，村中一幢很普通
的二层民国时期修建的民宅犹为显眼，现为黄家
谋的老宅。整座房子均为石砖混建，从墙基起至
窗台高处全部用石头砌建，窗台至屋檐全部用火
砖砌建，结实牢固。老宅的结构是前后二进，面
宽5间。大门外的右边还建有一间厢房，厢房里
的半层木楼上，设有一道小窗口，光线昏暗，周边
暗藏无数隙缝枪眼，在外面看起来很危险，但在
里面却很安全。当年，国民革命军的军部电台就
设在这间厢房的木楼上，共有4台手摇（发电）发
报机，这种古老的军事通讯手法于当时而言，是
十分稀缺的高科技装备，是军队将帅的神经和耳
目。在昏黄的灯光下，报务兵不停地打着按钮，

“滴滴答”“滴答答”的发报声昼夜响个不停。楼
下地上睡满了士兵，门口有两个持枪士兵把守。
黄有胡虽是房东，但进出电台厢房隔壁的里间也
要向守门的士兵报告。房屋的上厅右厢房住着
一个不苟言笑的神秘人物，进出门总挎着一个长
方黑皮包，大小官兵见了他都举手敬礼，可见他
的官职非同一般。

后来才得知，当年驻扎在立志村的是国民革

命军第35集团军指挥部，总司令是国民革命军陆
军中将邓龙光。

邓龙光是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镇盛白沙人，
抗日战争时期任第83军军长、第29军团副军团
长、第35集团军总司令，在桂南、昆仑关会战中驱
逐日军退出钦州湾。1944年桂柳会战，率所部于
武宣、桂平、来宾、迁江等地与日军激战。

邓龙光只育有一个女儿，当他看到村上有个
叫覃家件的男孩时，便萌生收为养子的想法，随
后让两个士兵挑着200斤糙米到覃家件家，与其
父商量。覃家件的父母世代种田，家中一贫如
洗，他们深知，若儿子身随将官，生活在光环之
下，一生将会衣食无忧。他们虽爱荣华富贵，但
他们更爱自己的儿子，过惯了一家人在一起简单
朴素的生活，自是不愿儿子离开身边。邓龙光虽
位高权重，却是个明事理的抗日名将，也不强求。

随着时间推移，少不更事的覃家件艰涩成
长，1951年被桂林警察学校录取，毕业后加入警
察部队，在广西武警部队服役，后来转到地方工
作。而今，年逾 90高龄的覃家件在柳州市颐养
天年。

自昆仑关战役后，立志村的青少年就心存志
向：当兵打仗去。

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内战全面爆发。
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 5月 11日，中
共桂中地工委在立志村成立，省农委委员黄传林
来到立志村，在通挽武工队队长黄家凭家召开桂
中游击司令部领导人和武工队骨干会议，传达华
南分局和省农委指示与决定，其间还开展各项地
下工作，会议断断续续开了十几天。

会议结束后，桂中区党、军、群领导机关驻扎在
立志村。地工委直接领导象县（象州县）工委、通挽
支部、武宣北河临时支部、桂平县领导机关、修仁县
（现属荔浦市）、雒容县（现称雒容区）、榴江县（现称
鹿寨县）三边领导机关、修雒榴特派员、支队中的总

支部或支部。地工委成立后，大力扩充兵员，直至8
月份，中共桂中地工委武工队就扩大到600余人，
其中有360余人来自武宣县。

1949年 10月 18日，桂中地工委书记廖联原
在武宣县三里镇古旺村廖建宗家，宣布把桂中人
民解放总队扩编为桂中支队，立志村就有黄家
梨、黄振中、黄家锐、黄秀贵、黄光荣、黄有联、黄
家庆、黄有重等一批有志青年加入，参与了闻名
当地的风门坳战斗。

风门坳位于武宣县二塘镇境内，四周崇山峻
岭，地势险要，穿过风门坳坡顶的一条道路，是
从象州县妙皇乡通往武宣的唯一通道。1949年
11月，南下人民解放军连续解放桂林、柳州，兵
锋指向象州、武宣。11月 30日，一股 l000余人

的敌溃兵从妙皇乡往二塘镇方向逃窜。桂中游
击支队司令员廖联原带领第一团、第十五团
1000余人，在风门坳阻击这股残军。这些残兵
是国民党第 56军，被解放军打败、追击，已经三
四天不得休息，但他们的火力仍然很强，当时战
况激烈，枪炮声响成一片，整个风门坳阻击战历
时5个小时。

桂中支队除配合人民解放军歼敌1000余人
外，还毙伤敌8人、俘敌50余人，缴获枪炮、弹药
一批。在这次阻击战斗中，支队队员黄家梨、黄
锦锐表现勇敢，战斗打响时，二人各提着一支驳
壳枪冲上坳顶，打倒了正在架设机枪的一名国民
党机枪手，抢占了制高点，为部队克敌制胜赢得
了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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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村背约数里处有一个峰峦围成的山弄，
陡峭的山崖、茂密的植被，形如一个隐秘的天
坑，人称“硝岩”。最低处的山坳险峻壁立，灌刺
丛生。据黄家谋介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武器
杂乱，弹药匮乏，经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

的情况，为充实部队弹药，便在此处制造子弹。
兵工坊由立志村的黄有新、古壕三楂村的覃

纪等人，以及桐岭镇下马来村的黄玉龙等游击支
队的队员组成，他们带着虎钳、锉刀、风炉、铁锤、
风箱等工具，用铅块、铜片等作原料，采用最原始
的方法制造子弹。他们用人力石磨作主动轮，带
动冲压器，石磨每转一圈，就掉下一颗子弹。他
们还把打出去的废弹壳收回来，经手工加工，重
新装药、装配底火并加上弹头，渡油后就成了一
颗亮闪闪的新制子弹。

游击队员白天在山弄里制造弹药，晚上回到
黄有胡家住。每天早晨吃完早餐后，再用竹筒
盛粥进山。由于山坳陡峭，藤蔓丛生，他们每天
进山出山全靠山藤制成的缆绳。虽然条件艰
苦，但他们干劲十足，制造的七九式和五六式型
号的子弹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一直坚持到解
放，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如今，几十年过去，岩
洞硝烟已绝，却还残存着当年游击支队队员制
造子弹的点点痕迹，硝岩兵工坊也被当地传为
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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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电台设在
民居土楼上，黄家谋
讲述当年的情景。

◀长明灯。

▶ 黄 家 谋
的祖屋曾是国
民革命军第 35
集团军指挥部
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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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村座落于武宣县通挽镇蝴立志村座落于武宣县通挽镇蝴
蝶山麓蝶山麓，，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民风民风
淳朴的小山村淳朴的小山村。。村前小溪环绕而村前小溪环绕而
过过，，与村后满山桔红的山楂花相映与村后满山桔红的山楂花相映
成趣成趣。。晨日映照下晨日映照下，，溪水旁村妇洗溪水旁村妇洗
衣敲打的棒槌声夹杂着庭院里孩童衣敲打的棒槌声夹杂着庭院里孩童
追逐嬉闹的欢笑声追逐嬉闹的欢笑声，，奏出别致动听奏出别致动听
的乡村交响曲的乡村交响曲。。这个常驻人口仅这个常驻人口仅
600600 余人的小山村余人的小山村，，抗战时期和解放抗战时期和解放
战争时期战争时期，，演绎着一个个救国图存演绎着一个个救国图存
的爱国故事的爱国故事。。

在新时代美好的日子里在新时代美好的日子里，，笔者笔者
再次走进立志村国民革命军第再次走进立志村国民革命军第 3535集集
团军指挥部电台旧址团军指挥部电台旧址，，探寻历史遗探寻历史遗
迹迹，，重温惊魂动魄的峥嵘岁月重温惊魂动魄的峥嵘岁月，，聆听聆听
烽火岁月的倾诉烽火岁月的倾诉。。

门前荒芜草成堆，楼上屋顶掉尘灰；
人去房空蛛结网，梁上燕子去不归。

——感怀昆仑关战役某军部旧址

▲航拍立志村全
景。 （覃志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