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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光明，1911 年出生于霞云岭地区四马台村的一个农民农庭。少时曾读过

五、六年的私塾，办事稳健，待人诚恳，很受全村百姓的敬重。 

抗战暴发后的 1937 年 11 月 7 日，原房山县九区的霞云岭、下石堡、宝

水、四马台等村的组成了霞云岭联庄自卫团，宿光明出于抗战卫家的目的，也

参加了自卫团。自卫团由地主出身的杨万芳任团长，地主出身的杨天沛任参谋

长。自卫团下设三个营，一营营长为李春文，二营营长为宿光明，三营营长为

罗宗奎。 

参加自卫团的成员中由于出身不同，入团的目的不同，再加上此地区地处深

山，交通闭塞，缺乏正确的领导，该团实际上是一个少数地主控制的村民自治性

组织。 

到 1937 年底，随着战争吃紧，当地土匪肆意施凶，百姓们民不堪命。霞云

岭联庄自卫团继而随之扩大，与全境内其他几个自卫团或武装组织连成一体，

后又与平峪一带的“六山会”相联盟，并被抗日政府所改编，但仍称霞云岭联庄自

卫团，被抗日政府命名为房涞涿抗日游击大队第七支队，仍袭用联庄会自卫团

之名，自卫团司令为思想开明的安济云。 

安济云当上自卫团司令后，看到自卫团内部成员在原领导的操纵下，既不

能有力地打击日寇，又不能有效地保护地方百姓，而是打着保家抗日的幌子，

打家劫舍，危害一方，决计整顿这支纪律涣散，作风腐败的组织，同共产党八

路军实行真正的联盟。 

杨天沛、杨万芳察觉出安济云的目的后，百般阻挠，叫嚣八路是土匪，不

消灭八路军，这个地区不得安宁。三人固此结下了积怨。这支抗日组织，在少

数坏人的操纵下，已蜕变为一支彻头彻尾的反动民团。心灰意冷的安济云不得

不辞去自卫团司令职务。在外躲了一段时间，毅然决然地找到了挺进军司令邓

华，加入了革命队伍。 

1938 年 8 月 8 日，杨天沛、杨万芳等一伙反动骨干分子站在地主阶级的立

场上，终于掩饰不住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刻骨仇恨，制造了震惊华北的“王家台惨

案。”此时宿光明已在家发疟疾病多日，听到自卫团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极为震惊，

立即找到了杨天沛，理直气壮地辞去了联庄会自卫团二营营长的职务，离开了

自卫团。 

后几经辗转找到了安济云，两人商量后，在安济云的带领下连夜赶往张坊、

白岱村一带，找到了已任平西军分区敌工科长的姜时泽（姜解放后曾任察哈尔



省代省长、北京地质局党委书让兼局长）。 

宿光明向姜时泽表示了要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和抗日的决心，姜时泽代表

抗日政府表示欢迎。经组织研究决定，派宿光明秘密地潜回四马台村，与较早

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村党支部书记任显本取得联系，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宣

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当时霞云岭地区的党组织和其他抗日组织都是秘密进行活动的。尤其“王家

台事件”发生后，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联庄会很多人都家住四马台村，人员

较多，敌我难辨，这无疑给宿光明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 

宿光明与任显本联系上后，以家庭为掩护，利用各种机会从事革命工作。

不久便担任了本地区青救会、抗联和村里抗日组织的领导职务，后由任显本等

人介绍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扭转艰难的抗战局势形势，1938 年 11

月初，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率部挥师平西。与平西军民一起消灭了制造紫石口

事变的反动民团后，又乘势击溃了霞云岭联庄会反动民团。霞云岭地区局面平

稳后，房良联合县重新调整区划。1938 年底，霞云岭由原来的房良九区改为

房良一区，安济云受命组织一区政府，出任一区区长，宿光明任区政府助理。 

1940 年秋季，抗日战争进入空前残酷阶段。日军对包括霞云岭地区在内的

平西抗日根据地分三路展开了疯狂的扫荡。杨天沛、罗宗奎等残余匪首也蠢蠢

欲动，勾结驻南窑日伪军，于 1940 年 11 月 13 日凌晨，猖狂发动了“一区事变。” 

“一区事变”发生期间，匪徒和伪军疯狂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据

统计，我军民 20 人牺牲，46 人被俘。有的当场牺牲，有的在押解的半路上被

惨遭杀害，还有的直接被送往南窖伪军据点。庄户台区公所罹变，宿光明被五

花大绑押到南窖。到南窖日伪据点后，敌人对宿光明进行了严刑拷打，又利用

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拉拢腐蚀诱降，并以家人的性命相威胁，但宿光明始终没有

暴露自己的身份，更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 

宿光明被捕后，党组织立即开始积极营救。由于宿光明平时的工作是极其

隐秘的，在看押过程中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派熟人去南窖伪军

据点说情做保，家里人也想尽一切办法疏通关系，终于幸免一死。最后，通过

保人和南窖伪军交涉，家里便卖了四亩地和仅有的一头驴，敌人才将宿光明释

放，但暗中仍然对他进行监视。 

在这种情况下宿光明无法和组织进行联系，只能根据现有的条件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此他在南窖村开了名为“义和昌”的小杂货店，以做生意之

便，了解敌情，解救抗日爱国人士，本村在抗战期间当过村正的赵荣福老人就

是被解救的其中一个。一年之后，宿光明终有机会逃离了敌人的监视，与组织

机关取得了联系。 

宿光明同志对革命事业始终如一，工作受到了各级部门的充分肯定。1943

年，宿光明被任命为九区区长（原房良县于 1941年 6月又与房良涞涿合并一县，

霞云岭复又改名为九区）;1947 年被任命为县工商科长;1948 年被任命为六区区

长;后又任房山县农民联合会主任;1948 年 5 月任房山县副县长。 



1948 年 11 月，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平西地委根据党中央的

指示，抽调一大批富有农村斗争经验的干部奔赴南方（指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

广大农村）帮助进行土改、除匪反霸等斗争，为渡江战役做准备。当时房良两

县已分开，都隶属察哈省所辖。房山县委、县政府根据这一指示，不仅派了一

大批干部，而且还担负了护送路过干部的工作。此时，已任房山县政府副县长

的宿光明亲自带队护送了这批干部，并加入了南下干部工作队的行列。 

全国解放后，宿光明又根据工作需要，直接被调到了察哈尔省委，任省委

总务科科长。 

1950 年年底，撤消察哈尔省机构，其行政隶属河北省。宿光明又奉命调到

中共中央直属的华北饭店任经理。这个饭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接待来京各界爱

国人士以及参加祖国建设的海外爱国华侨。 

1956 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撤消华北行政管理委员会，

组织华北局，宿光明同志又奉命调入华北局工作，担任华北局行政处处长。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宿光明和许多老干部一样无辜地遭到迫害。有

些人竟借他以前参加过联庄自卫团一事，强加给他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他的人

格与尊严，受到了诬蔑。1967 年 7 月 14 日，面对造反派愈演愈烈的例行逆施，

他愤怒之极，最后以死抗争，愤然跳进市内昆玉河，终年五十六岁。 

在宿光明沉冤十一年后，党中央实施了“拨乱反正”的重大国策，开始逐步纠

正冤假错案。1978 年 9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华北局军管及时召集有关部门，

为宿光明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华北局党组、北京市委、河北省委、房山县委等许多部门的

老领导、老部下刘庆芳、曹庶民等都做了发言，悼念这位为平西革命事业做出

巨大贡献的革命同志。追悼会后，宿光明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