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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秋，中共崖县县委在崖城
陈英才家建立，叶云夫受琼崖特委委
派任县委书记，陈英才任县委委员、组
织部长，黎茂瑄任县委委员、宣传部
长。从此，崖县有了一个集中统一的
党的领导机关。

1939 年 2月，崖县全境沦陷，一高
被迫解散。

侵崖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到处
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郑望曾在
一次外出进行革命活动途中，不幸遭
到日军捕捉。在日寇的淫威面前，郑
望曾英勇无畏，坚强不屈，被丧失人
性的侵略者残忍杀害。一位崖县早期
的优秀党员、党的崖县第一个基层组
织领导人、深耕琼南名校县立一高小
学多年的校长，在他的不惑之年，为
中国人民的抗日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

出殡之日，一高师生互相搀扶着送
郑望曾——送校长最后一程。许多人
披麻戴孝，嚎啕大哭。哭校长的英年
早逝，哭日寇的残忍可恨，哭出校长教
诲的语重心长，哭出抗日雪耻的仰天
长啸！满城人等，无不动容。

头七的祭文，为崖县县委宣传部

长、大厦大学高材生黎茂瑄亲笔撰写，
感人肺腑，荡气回肠。据郑望曾的孙
子郑辉敏回忆：这篇祭文，系用毛笔在
白布上一笔一划写下的，小楷清晰，笔
力刚劲，解放后至上世纪 70年代一直
放在家中一个小箩筐里，那时我还小，
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后来这块祭文布
给弄丢了，太可惜了，要不然，可从中
了解更多当时的情况。

崖城独岭仔南面，大出水村村后，芳
草萋萋处，崇敬者们常来此凭吊这位抗
日英烈。郑望曾的人品、德行和精神，历
久弥新！

那些和郑望曾携手战斗的早期共
产党员，前赴后继，成为三亚的骄傲，
成为后代的景仰！

陈英才夜以继日做革命工作，积劳
成疾，于1940年 8月执行任务途中，在
今属乐东黎族自治县的志孟村病逝。

黎茂瑄受县委指派，到梅山开辟抗
日根据地。1941年秋，日寇对梅山根据
地进行扫荡，他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
牲。

陈世训从上 海 返 回 城 西 老 家 ，
1941 年 10 月，因汉奸出卖，被日军捕
捉后杀害。

林庆墀，曾任崖县县委书记，崖县
全境解放后，带领党政机构迁驻崖城
施政……

他们都是建立新中国的功臣！正

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功臣，用他们坚强
的脊背，驮着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义无反顾地走向今天的辉煌，步履艰
难却始终坚韧不拔。

根据郑望曾儿子郑联德生前回忆，他
小时候经常看见陈英才、黎茂瑄和他父亲
郑望曾在村中的土地庙前聚会议事。黎茂
瑄也时常到家里来找他父亲，有一回，郑
联德在家中写作文，黎茂瑄慈祥地摸着他
的头说：“小鬼，要想写好作文，就得多识
字，每天得认它几十个汉字，字识多了，写
起作文就会得心应手。”

郑望曾既醉心“教育救国”，也热心自
学中医，在广州读师范时，购买了一批中
医书籍，教务之余多与本地名医往来，后
来中医成为他开展党的活动的隐蔽方式。
郑联德回忆道：父亲郑望曾常常在吃完晚
饭后对家人说，他要到郑如青家去切磋医
技，他其实是以切磋医技为掩护，与身为
中医生的郑如青商量、探讨和布置党支部
的工作。

1927年，上海爆发“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接着各地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麦宏恩不幸在广州被捕入狱，经受 3 个多
月的狱中折磨后被害，年仅28岁。

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琼崖革命形势处
于低潮，崖县党组织暂停活动，党员寻找
各种职业隐蔽，为日后再掀革命浪潮积聚
力量。

陈英才到三亚函丰泰盐业公司当理数
借以隐身。陈世训潜往上海，在一家纺织
厂工作。黎茂瑄也去了上海，就读于大厦
大学教育系。郑望曾没有离开崖城，一直
在主持一高校务，革命活动更趋于隐蔽。

作为一校之长，郑望曾关心教职工，
时刻把大家的冷暖放在心上。当时学校
有位司钟职工，由于家里穷，大冷天也打
着赤膊来上班，郑望曾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自掏腰包购置冬衣赠送，司钟一家感

激涕零。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经济萧条，

民不聊生，尤其瘟疫流行，老百姓无钱看
病抓药，许多人因此被病魔夺去生命。郑
望曾发奋自学中医，为穷苦人家解除疾病
痛苦。郑联德清楚地记得，煤油灯下，父
亲晚上辅导他做完功课之后，就潜心钻
研医书，有时煤油灯会通宵达旦亮着。
经过刻苦的努力，郑望曾的医术突飞猛
进，向他求医问药的人越来越多。崖城
东关市一个大药铺老板，以高薪聘郑望
曾课余假日在其药铺坐诊，条件是郑望
曾开出的药方必须在他的药铺里抓药。
作为共产党员，郑望曾置个人利益于不
顾，心里装的是民众疾苦，一口回绝了药
铺老板的重金收买。他校务繁忙，但回
到家里，只要有人上门求医，就连饭也顾
不上吃立马出诊。有时遇到穷苦乡邻来
看病而又无钱抓药时，他就亲自跑到药
铺用自已的薪酬为其抓药。郑望曾利用
行医方式，跟四村八乡的群众打成一片，
开展革命活动，践行善举，为党、为革命
事业赢得民心。

在腥风苦雨年代，很多穷苦村民往
往在亲人离世后无钱买棺木收殓。因
此，郑望曾倡议并成立遵道村“棺材协
会”，号召村民入会，有钱捐钱，没钱出
力。谁家有丧事了，该协会就组织人力物
力帮其渡过难关，让逝者能体面地入土为
安。郑望曾通过此种善举，把村民们紧紧
团结起来，为我党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打
下坚实的群众基础。此协会在遵道村一
出现，城郭附近的日昇坊、起晨坊纷纷仿
效，争着为穷苦百姓做善事。很快，党的
威信在群众中树立起来。

这是郑望曾所穿的呢子衣，家里一直
保存至今。

这是郑望曾所用的藤箱，一直保存在崖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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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陈英才从三亚返回崖城
恢复东南支部，担任支部书记，进行
恢复党的组织工作。

郑联德清楚地记得，1935 年的一
天，陈英才伯伯兴冲冲地跑到家里对
他 父 亲 说 ：“ 红 军 已 经 渡 过 大 渡 河
了！”当时父亲在教他写作业，见伯
伯来了，借故叫他到外面去玩，父亲
和伯伯就神态严肃地讨论他们的事
情。

郑望曾从此又跟上陈英才开展
党的工作，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
中。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全面侵华，全国各地纷纷燃起抗
日烽烟。在崖县，郑望曾配合陈英
才、黎茂瑄、林庆墀等，成立了由陈
英才为主任的“崖县抗日救国后援
会”，崖城地区中小学师生和社会进
步人士纷纷参加。该会组织抗日宣
传队，利用周末在崖城街头巷尾及附
近乡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励着朴实农民
的爱国热情，激励着爱国知识青年去
抗战。

同年年底，由郑望曾率领一高师
生发起，在位于崖城中街孔庙西边的
遵道小学成立“崖县青年抗敌同志
会”，崖城地区中小学师生和社会青

年 100 多人参加。他们以标语、漫
画、墙报、歌曲、戏剧、书刊、游行等
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进行抗日
救国；该会除日夜在街头巷尾宣传演
讲外，夜间还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陈老三从军》等白话剧，促进了崖
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当中
参加该会活动或受活动影响的许多
青少年后来参加了抗日武装，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1938 年 4 月，何定之出任国民党

崖县县长，不择手段加重各种苛捐
杂税，榨取民众的血汗，全县怨声载
道，叫苦连天，并且此公敌视和打击
共产党，竭力压制抗日活动。为灭
何定之的反动气焰，促使其改弦更
张，共同抗日，陈英才、黎茂瑄、郑望
曾、何绍尧等发动崖城、水南、港门、

保平等地一千余名群众走进崖城游
行示威，与何定之作斗争。群众手拿
锄 头 镰 刀 ，振 臂 高 喊“ 打 倒 贪 官 污
吏”“反对增加地税剥削”“坚持团
结，反对分裂”等口号，声势浩大，震
天撼地，各路游行队伍最后集中到县
衙门口，转为静坐斗争，最终迫使何
定之停止其苛重的剥削，抗税斗争取
得了胜利。

郑望曾：崖县第一个党支部的书记
罗灯光 郑辉敏

这是崖县县立一高小学公民试题，郑望曾手迹。

1928 年崖城鳌山市场（旧市场）一高抽收办学经费招批，郑望曾手迹。

郑望曾这个名字在三亚党史上是熠熠生辉的。
今天依然可以从他 31岁那年所拍照片见识他：一头短

发显得干练，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瞪远方，棱角分明的脸透
着刚毅和机警，整个人显得成熟，气度不凡。

郑望曾是崖县崖城遵道村（今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村委
会）人，1899 年出生，祖上世代务农，至祖父那一代兼做些
小买卖，家境比较殷实。他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博闻强
记，崇尚“教育救国”。在本土教学已不能满足他求知欲望
的时候，他穿上三口袋呢子衣，提起藤条箱，负笈担簦，北
上广州，攻读师范，家里至今保留着他当年的藤条箱和呢
子衣。毕业归来，进入崖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简称“一
高”，今崖州区崖城小学）教书，1925 年 26 岁，受聘为一高
校长。

一高于 1907年创办，原址在鳌山书院，初名“崖州直隶
州高等小学堂”，在崖县中学诞生之前，这所官办学校是 20
世纪崖州以及崖县的最高学府。郑望曾凭他学富五车的
实力与宵衣旰食的敬业，从教师成长为校长，在士子云集
的崖县县城崖城享有较高的声誉。

1924 年，崖县青年学生陈英才、麦宏恩、黎茂瑄、陈世
训分别在广州不同院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至 1925
年，这 4 位共产党员接受广东党组织委派，先后回乡开展
创建本县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其中陈英才、麦宏恩、黎茂
瑄 3 人均在一高任教。郑望曾跟陈英才、黎茂瑄是遵道
村同乡，陈英才年长 5 岁，黎茂瑄年长 1 岁，而他正好与麦
宏恩同庚。年龄相仿，志趣相投，郑望曾和这些共产党人
走到了一块，走上了共同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
路。担任校长之后，郑望曾更是致力于传播革命思想，培
养革命人才。对于才华横溢的教师，他善于团结使用，特
别是那些党员教师，他更予倚重，把一高办得有声有色，
风生水起，蜚声琼南。

陈英才从广州带回一本《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小册
子，油印后在一高校内外广泛传阅，并作为崖县农运的教
材。旅沪琼籍学生创办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政治纲领的《琼崖新青年》等刊物和进步图书，源源不断
地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一高，又从一高传向社会，促进社会
民众的觉醒，促进崖县农运和学运的开展。这当中郑望
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高很快成为宣传和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基地，成为崖县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心和与反
动县长斗争的策源地。

1926 年春天，陈英才、麦宏恩、黎茂瑄、陈世训 4 人在
崖城建立了崖县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崖县共产党小
组，组长为陈英才。崖县共产党小组通过斗争考验，先后
发展了郑望曾、郑如青、郑绍南等一批党员，在 1926 年的
反夺马斗争中，郑望曾协助陈英才，发挥了组织领导的作
用与才能，表现尤为突出。

反动县长陈宗舜横征暴敛，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那时县里没有公路汽车，多数人家养马代步。陈宗舜看中
一高学生林庆墀家的一匹骏马，强行掠夺，并扣押了反抗
的林庆墀。校长郑望曾、教师陈英才等顺势组织崖城地区

的学生和市民，罢课罢市，游行示威，包围国民
党崖县政府，对县政府断水断粮，强烈要求释放
人，惩办夺马扣人的帮凶陈力俄，并派代表上省
告发。结果，林庆墀被释放，陈宗舜被撤职查
办，一场矛头直指贪官污吏的崖县人民反夺马
斗争，在一高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取得了胜利。

同年秋天，崖县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件，在
一间并不起眼的两层砖瓦阁楼里发生。这是一
高的教师办公楼，南向校道，进深 9.2 米，宽 7
米，两旁连接教师宿舍和教室，楼高 8 米，二楼
是郑望曾办公处（参见三亚市原博物馆馆长黄
怀兴《三亚史迹叙考》）。这一天，阁楼之上，崖
县共产党小组成员和该小组发展的共产党员全
体到位，现场气氛神秘庄重。组长陈英才压低
声音，缓缓地清晰地阐述着，主持着，宣布着。
众人时而凝神屏息，时而用眼神交流，时而举
手，时而鼓掌——就像无声电影那样，只见动
作，没听掌声。崖县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崖县东南支部在这里成立了！鉴于郑望曾
的出色表现、重要作用和较高威望，支部书记由
郑望曾担任，郑如青为组织委员，郑绍南为宣传
委员。此刻，郑望曾年轻的胸腔里，回荡着一股
神圣感和使命感。这间载入史册的阁楼，于
1987 年崖城小学扩建时拆除了，如今我们尚可
从孙治福主编的《梅山之光》插页一睹阁楼风

采。
崖县共产党小组、中共崖县东南支

部以及崖县一些区、乡党组织建立后，
崖县的革命斗争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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