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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逢仁，合浦县南康镇黄丽窝村人，1922 年出生于一个人口众多（全家 40

人）的家庭。钟逢仁的父亲钟喜昆曾任广东省徐闻县法院、海南陵水县法院的职

员，生下钟逢仁兄弟三人，钟逢仁居长，次子钟逢适（也是烈士），还有一个小

弟钟逢轩。钟逢仁幼年丧母，兄弟三人受到继母虐待，家庭的逆境养成钟逢仁敢

同不合理现象做斗争的倔强个性。他少年时，有一次黄丽窝村族老们叫人杀猪宰

羊，举行“关圣会”的祭祀活动，祭祀后，全村的成年人会餐，大家可以美美地

大吃一顿。按老族规，凡未满 16 岁的少年和儿童，一律不准参加。钟逢仁对如

此无理的族规愤愤不平。正当祠堂里觥筹交错、酒香扑鼻之际，钟逢仁带领村里

一群未满 16 岁的少年和儿童，前去参加会餐。当他们走到祠堂门口时，里面管

事的人看见即大声吆喝：“你们来干什么？快走开！”胆小怕事的少年、儿童都慌

慌张张地躲开了，只剩下钟逢仁等几个 10岁左右的顽皮少年。钟逢仁向同伙眨

眨眼睛，他大声质问：“为什么我们儿童不可以吃？”随即带着几个少年一齐冲

进祠堂里。里面参加会餐的人的视线一齐投向这几个敢于向旧族规挑战的少年，

脸上呈现出不同的表情：有的愠怒，有的惊讶，有的赞赏，有的同情。经过片刻

的议论，只见一个留八字胡的“族老大”开腔道：“姑且让他们几个吃一餐吧，

他们的胆子可不小啊！”钟逢仁几个就这样破例参加了会餐。

青年时代的钟逢仁，个子不高可身体壮实，略带紫铜色的脸庞，长得颇为方

正匀称；长着又粗又黑的头发，前额宽阔，额下两道剑眉，眉下嵌着一双不大不

小的眼睛，炯炯有神，具有威慑对方的力量。他 1936 年考进合浦三中（今南康

中学）读初中，生活艰苦朴素，只有两套校服互相交替，衣服足足一星期才换洗

一次。学校的男同学大都剪西装头，钟逢仁却独具一格，剪个陆军头。同学和他

开玩笑说：“逢仁，你看大家都剪西装头，唯独你留下锅铲儿，真难看啊！”他听

了不但不在意，反而幽默地说：“你们留西装头，个个都梳得亮锃锃的，可惜蜂

儿站不住脚，蝶儿可望不可即。我这个锅铲儿却可容纳很多蜂蝶儿，让他们在期

间盘桓游乐哩！”钟逢仁在学校的膳食总是下等，一天两餐，从来不沾早粥的边，



艰苦地渡过了 3 年的初中生活。

1939 年，钟逢仁秋考上廉州中学高中部学习。此时廉中迁校小江，廉中的中

共党组织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革命思想，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钟逢仁在这

样的学习环境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积极组织学生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 年 5月，中共小江区委领导小江群众展开声势浩大的“南

康米案斗争”，2000 多名农民、群众、学生开展集会、游行、请愿并拦截奸商外

运大米资敌，钟逢仁同廉中同学一道参与其中。后来国民党顽固派调来武装队伍

镇压，学生李秋等 7 人被开除学籍，钟逢仁等 30 多人被记大过警告。顽固派的

高压手段，改变不了钟逢仁的革命倾向，反而使他看清国民党当局庇护卖国奸商

的丑恶面目，更坚定地参加革命斗争。1940 年 8 月，钟逢仁在廉中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由钟喜扩介绍）。

钟逢仁入党以后，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为党工作。为了发展壮大党

组织，他深入细致做同班同学的思想工作，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此外，他

还挤出时间到其他班级以及校外做宣传动员工作，向当时读初中的余富茵、陈大

瑛（陈放）、陈振河、王献芝等同学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

让他们传阅《救亡日报》《群众》《铁流》《八月的乡村》等进步书报，使这些同

学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钟逢仁利用假期返乡的机会教育引导同村的兄弟姐妹参加革命。1940 年暑

假，他带领堂兄弟钟逢治和胞弟钟逢适，从南康步行去廉州报考高中。南康至廉

州 35 千米路程，他一边走路，一边给逢治、逢适谈国家形势，讲日本帝国主义

的野蛮侵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只有共产党

能救中国。回村后借《西行漫记》等革命书籍给逢治阅读，在他的教育影响下，

钟逢治、钟逢适先后参加革命，都是南康地区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同时期的钟逢

安、钟逢旦、钟逢芬、钟逢深、钟逢亭、钟景云等一大批人，也是在他的影响下

走上革命道路。

钟逢仁平时热心助人，对亲朋极重情谊。每个学期从廉州放假回家时，他总

是抢着帮助年纪较小的同村兄弟背背包。有一年端午节，钟逢仁与钟逢治等回家



过节，时值扫管龙江发洪水。钟逢治过江时被洪水卷走，危险万分。钟逢仁不顾

一切地跳进波涛汹涌的江心，顺流游了几百米，终于将钟逢治救上岸，使逢治脱

了险。南康武装起义前夕，钟逢仁十分关心在农村的年轻妻子今后的生活，考虑

到自己参加起义后，至少长期不能回家，也可能在战斗中牺牲，因此他曾婉言劝

妻子改嫁。这是他妻子事后对别人说的。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遭受蒋介石军队的包围

袭击，反共逆流滚滚而来，合浦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一时甚嚣尘上。

合浦中心县委获悉国民党监察院两广监察使刘候武即将来合浦，扬言要在各中学

抓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县委为了保护学生党员，令各中学已暴露的党员撤

离。正在廉中读书的钟逢仁被调离学校。党组织把党员卢传义、钟逢仁调去越南

芒街碗厂做工，并做工人的思想发动工作。卢钟两人在东兴找到当地党组织，接

上组织关系，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终于进入芒街碗厂当“学徒”。钟逢仁在碗

厂期间，政治立场坚定，生活艰苦朴素，为党积极工作，团结教育了众多的工人

走上革命道路。

1942 年 9月，党组织让钟逢仁回廉中复学，以便加强廉中党组织力量。由于

钟逢仁的进步倾向，早被廉中的头头觉察，复学的请求遭到拒绝。后来钟逢仁只

好设法进入平田一中就读。在平田一中学习期间，他先后团结在一中学习的余富

茵、张洵川、许维芳等同学，抵制该校三青团骨干的反革命活动。钟逢仁自觉执

行周恩来的“三勤”（勤工作、勤学习、勤交友）指示，跟志同道合的学生打成

一片，与同班同学陈作熙成为知心朋友。陈作熙原来有点胆小怕事，但在他的教

育引导下，有很大进步，陈作熙后来积极而又慷慨地支持革命斗争。钟逢仁曾对

余富茵、王献芝等同学说：“干革命先得把敌我分清，父子兄弟又怎样？国民党

八区专员邓世增的侄子邓登不也是同我们一起革命吗？各有各的阶级利益和阶

级立场，关键时刻就得大动干戈，拔刀枪。我们要把全民族利益，即无产阶级利

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他不仅这样教育别人，后来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实践的。

1944 年 7月，钟逢仁高中毕业，回到合浦三中（今南康中学）附小任教，他

在南康地区党组织特派员陈符隆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在南康定期出版名为



“火花”的大型墙报，陈符隆和他每期都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钟

逢仁还常撰写抨击国民党腐败的辛辣杂文。

是年 12 月间，日本侵略军从南宁向广州湾（湛江）撤退时途经合浦，骚扰

合浦东南各地。为了抗击入侵日军，钟逢仁与钟逢治回黄丽窝村组织抗日游击小

组，把村里的进步青年动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 20 多人的武装队伍。为了掩

护革命，命名为“南康镇抗日自卫队”。钟逢仁任队长，钟逢治任副队长，还到

镇公所去，弄到两个盖上政府大印的自卫队正、副队长的胸章。队伍建立后，首

先把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的 10 多支步枪接过来，把祠堂的存粮拿来作军粮，集

中祠堂吃住，村中的劣绅们侧目而视，却无可奈何。

钟逢仁非常注意这支队伍的建设，白天到村东的大山去训练，晚上由他进行

政治教育。有一次他胞弟钟逢适同几个队员放哨，用枪打死了一条群众家养的狗，

在野外烹来吃。他知道后严厉批评一通，后来带着他们去找到狗的主人道歉并赔

了钱。在他的严格要求下，这支有些散漫的队伍，逐渐成为有觉悟和守纪律的革

命武装队伍。

1945 年初，中共南路特委根据日军入侵的形势，部署钦廉四属（包括合浦、

钦州、灵山、防城）各地举行武装起义，以便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

争。南康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陈符隆，依靠钟逢仁等党员骨干积极做起义

的准备工作。

为了夺取武器，装备起义队伍，决定袭击的对象是驻南康中学附小的国民党

沿海警备大队第四中队。该队的中队长钟逢可是钟逢仁的堂兄。决定由钟逢仁以

堂兄弟关系加强同钟逢可的交往，以取得其信任及了解中队的内情，做好夺枪的

准备工作。钟逢仁对此义无反顾，接受任务后，他带领堂弟钟逢治、胞弟钟逢适

经常进入中队驻地，不仅同中队长钟逢可的关系很好，而且有意同重机枪手交成

“朋友”，学会重机枪的使用和拆修技能。该中队募兵时，钟逢仁又推荐同志去

做内应。钟逢可对堂兄弟十分信赖，工作做得很顺利。

南康起义打响了合浦全面起义的第一枪，率先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武装。南康

起义原定于 1945 年 2 月 7 日午夜进行夺枪起义。夺枪的方案：一是由钟逢仁、



钟逢治、钟逢适引诱钟逢可出外打麻将，将其擒拿，迫他下令交枪；二是趁该中

队官兵晚上外出吃、喝、嫖、赌，营房空虚之际，进行夺枪。但事有偶然，1 月

底，钟逢仁从钟逢可口中获悉，该中队要在 2 月初调防，打乱了原来起义的计划。

陈符隆立即向上级请示，决定提前于 2 月 3日晚上夺枪起义。起义前，上级派来

张义生任军事指挥，钟逢仁为起义中队的中队长。当天下午突然刮起北风，下起

冷雨来，晚上警备中队的官兵都龟缩在营房里。根据这一情况，起义队伍决定采

用突然袭击的方法。钟逢仁、钟逢适事先进入营房为内应，继而张义生带领突击

组，击毙哨兵，冲进营房，强令警备队员缴枪，连续击毙几个顽抗的警备队员。

起义突击队员与警备队员短兵相接，进行肉搏，其中队长钟逢可与突击队员陈继

潮扭打在一起，钟逢仁果断地拔出手枪连打两发，把堂兄敌中队长钟逢可击倒在

地，扭转了战局。钟逢仁夺得重机枪 1挺，其他同志缴获步枪 6 支，子弹 6 箱。

在战斗中，毙伤警备中队多人，起义突击队员张义生、林祥勋、林祥寿壮烈牺牲。

钟逢适在拼打中被砍伤颈部，流血不止，钟逢仁扶他去姑姑家包扎，因此赶不上

同大队伍一起转移白石水地区。当晚，钟逢适包扎伤口后，他们兄弟俩和邓标一

起转移。由于钟逢适流血过多，加上天寒地冻，路滑难走，不慎掉进水里，救上

来时已休克。钟逢仁赶快脱下弟弟的湿衣服，解开自己衣服紧紧搂抱弟弟，希望

用自己的体温救活弟弟，结果无济于事，失血和饥寒夺走了钟逢适年轻的生命。

钟逢仁和邓标掩埋钟逢适尸体后，继续转移。后遭保队追击，邓标侥幸脱险，钟

逢仁中弹倒在筋丛中，浑身是血，肚穿肠出，被保队拖到保公所台阶前，他紧咬

牙关强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任凭敌人严刑拷问，一句话也不说，连呻吟声

也不让敌人听到，就这样坚持了一整天，至夜不屈而死，牺牲时年仅 23岁。

钟逢仁的一生虽是短暂的，却是熠熠闪光的，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襟怀和

为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