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丝路开辟新时代 珠乡大地换新天

1．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活动

近代以来，北海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历经了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孕育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海人

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北海党组织的建立 从 1921 年至 1925 年，北海的工人、学生和渔民、农民相继

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热潮，传播马列主义，加速了北海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1926 年 6 月，中共北海党组织成立，江刺横任党组织负责人。这个钦廉地区最早的党

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北海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江刺横，原名稚衡，1900 年出生于广东省廉江县一个书香家庭。江刺横少时勤奋好学，

书词画赋，无所不通。他从小疾恶如仇、正直善良、同情弱小。江刺横童年时，立志钻研

山林垦植和公路建设学业，将来发展交通事业和山林开垦，以拯救贫困落后的中国。1926

年 3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5 月 3 日，江刺横壮烈牺牲，年仅 27 岁。

市总工会的成立 1926 年 6 月，中共北海党组织建立后，利用国共两党合作的时机，

联合国民党左派重建国民党市党部。

北海当时的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实际上是在中共北海党小组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机

构。党组织正是通过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合法地位，具体领导着北海人民的革命斗争。

国民党市党部成立之前，北海是没有工会的，其后，各行业工会相继成立，计有十多

个基层工会，会员发展到 5000 多人。

1926 年 10 月，各工会联合组成了市总工会，负责人是简毅、钟辉廉。总工会以外沙

桥附近的三婆庙作为办事处，组织工人纠察队、工人俱乐部和业余夜校，进行了要求提高

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宣传男女平等、打倒贪官污吏、破除封建迷信的斗争，北海成为广

东南部工人运动规模最大的县市之一。

做一做：实地考察参观总工会办事处的旧址。

“倒陈”运动 1926 年 12 月，北海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联合全市商、学、妇、农群

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的示威运动。

陈椿熙，是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众革命运动极为不满，利用其

地位与共产党分庭抗礼，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江刺横等主持成立了“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召开群众

大会，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到市政筹备处示威，并包围庇

护陈椿熙的第十一师师部。在北海人民强大的压力下，陈椿熙被迫下台，“倒陈”运动取



得了胜利。

想一想：“倒陈”运动是怎么一回事？

“四二三”事件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北海党

组织也遭破坏。

1927 年 4 月 23 日，国民党第十一师代师长邓世增派出武装军警包围了市总工会和我

党秘密联络站肖我照相馆（在今中山东路海滨饭店）以及工会骨干的住处，党和总工会负

责人江刺横、钟辉廉等 7人不幸被捕。事件发生后，各届群众群情，激愤，纷纷结队请愿，

要求释放被捕同志。同时，已策反的一连国民党军队，准备与群众一起暴动劫狱或在刑场

抢救被捕的同志。但狡猾的敌人临时改变预定的刑场，将江刺横等 7位同志枪杀于审判厅

对面的滨海沙沟（今海滨公园中）。

7 位英雄志士被捕后，经受了敌人的刑讯逼供，审判厅厅长江鳞如曾以同族兄长的关

系对党的领导人江刺横设宴劝降，他说：“只要你自首，可以给你当官，也可以官费出国

留学。”江刺横不仅没有依从，反而当场把酒宴踢翻。总工会的负责人钟辉廉被敌人严刑

拷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曰：“我叫中国人！”“你今年多少岁？”答曰：“中国共产党

万岁！”他们的英勇形象和赤胆忠心流芳千古，彪炳史册。

“四二三”事变后，敌人继续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北海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共北海市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革命运动

转入低潮。

悲壮的斜阳岛武装起义 1927 年 9 月，由薛经辉、陈光礼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在与反

动派进行了浴血奋战之后，撤退到北海市斜阳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武装割据。

斜阳岛是北部湾中的小孤岛，离北海市 20 公里，与邻近的涠洲岛相距 4.5 公里，面

积 1.89 平方公里。地形中凹，形似铁锅，四周悬壁，岛上水缺地瘠。统治者鞭长莫及的

斜阳岛，成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图 3-1 斜阳岛一角

从 1927 年至 1932 年，斜阳岛农民自卫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 5 年的斗争，

他们粉碎了敌人多次的武装围剿，并不间断地回师大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

张气焰，鼓舞了北部湾的工农群众。



1932 年 12 月，国民党第一集团军会同地方反动武装，调集军舰、飞机、大炮再次对

斜阳岛农民军实行“铁壁”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农民军作殊死战斗，弹尽粮绝，

主要领导人陈光礼牺牲，斜阳岛被攻陷，领导人之一薛经辉等 40 余人陷入敌手，他们经

受了敌人多次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没有一个人变节。12 月初，他们从容地唱着革命歌

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在北海西炮台刑场英勇就

义。

做一做：到斜阳岛参观烈士们战斗的地方。

思考与练习

填空

1. 年 月 日，北海党组织成立， 任负责人。

2.1927 年到 1932 年，在 、 领导下， 农民自卫军坚持了 5 年的武装割

据斗争。

3．北海市总工会成立于 年 10 月，负责人是 ，以 作为办事处。

4.1926年12月，北海市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倒陈”运动，驱赶市政筹备处专员 下

台。

5.1927 年 事变后，北海地区的大革命失败。



2．抗日烽火燃北海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 年 7 月 7

日，又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 14 年里，北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通过武装和非武装的手段，积极投身于

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当中有进步青年学生勇当革命先锋，点燃北海的抗日救亡烽火；有爱

国官兵怒刺日本间谍嫌疑人中野顺三，英勇击退日军对北海第一次登陆攻势；还有涠洲岛

和合浦起义，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北海的党组织

成为领导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日本帝国主义对涠洲岛长达 6 年半的殖民统治和 1941 年

登陆北海的“三月血腥周”，给北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肉体和心灵上留下了永远

难以愈合的创伤，我们要永远牢记这民族的血海深仇。

进步学生点燃烽火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北海后，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以下同）

进步学生首先走上街头，组织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怒斥蒋介石的不

抵抗政策，向广大市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各界群众为进步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愤然而起，振臂疾呼：“把日本鬼子赶出

中国去！”学生们还号召市民起来抵制和缉查日货。

为争取更多的青年学生投身救亡运动，进步学生陆续建立了各种读书会组织。其中影

响较大的有未明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新哲学研究会、静厉斋读书会等。

1934 年，合浦一中进步学生发起组织了未明读书会，学习进步社会科学书籍、马列著

作。当中有上海地下党组织寄来的《红旗》、《红军捷报》、《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国际反

法西斯宣言》、《八一宣言》等报刊和文章。每当这些宣传刊物寄到北海后，读书会的成员

就连夜到街上张贴和散发。

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当蒋介石政府镇

压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北海后，赵世尧、苏觉民等人领导的合浦一中学生会，立即发动并

组织全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

参加游行示威的还有部分小学教职员工、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一些社会进步青年。游行

结束后，学生们发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压制抗日的行为，热情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北海青年学生迅速把这消息和张学

良、杨虎城两人关于抗日救亡的主张用传单的形式贴上街头，进行广泛的宣传，把北海的

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进步学生继续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把救亡烽火点到军营，燃遍北海

城乡大地。

廉中进步学生经过努力，成立了“廉中学生抗战服务团”，使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取



得了合法的地位。廉中进步学生先后组织了三批下乡宣传队，深入各圩镇和乡村，向广大

民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下乡宣传队还给群众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

歌曲，进一步激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

议一议：哪两个学校的进步学生在点燃北海抗日烽火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爱国官兵怒刺中野顺三 在北海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发生了轰动中外的“北海

事件”，丸一药房老板、日本人中野顺三被我爱国官兵刺杀身亡。

中野顺三原是一日本浪人，清末来到北海。20 世纪 30 年代，他开了个丸一药房，只

对日本军人、商人、船员开放。他家中有一密室，专门用来整理各种情报。闲暇之时，中

野顺三常常利用到海边钓鱼的机会，进行水道探测和绘制有关北海的地图。1936 年 8 月，

新恢复的十九路军翁照垣师进驻北海。在得到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默许后，翁照垣下

定决心要除掉中野顺三，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6 年 9 月 3 日晚，由翁部一副营长带领的七人便衣队，直奔丸一药房。到药房后，

两人在门外把守，周大强等五人拥进店铺，拔出手枪，禁止中野家属自由行动。接着两人

看守家属，周大强等三人直奔楼上寻找中野。中野知情不妙，谎称“我不是日本人呀！”

便衣队员不由分说，手起匕首进，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其性命。爱国官兵刺杀中野顺三的行

动，大大鼓舞了北海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图 3-2 “北海事件”遗迹

议一议：爱国官兵为什么要刺杀丸一药房老板中野顺三?

中流砥柱傲立潮头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党员张进煊、赵世尧受中共广东省委的

委派，回到合浦北海重建共产党组织。

赵世尧回到北海后，广泛接触抗日进步团体和社会进步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发展党组织。

1938年3月，北海党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合浦第五区抗敌后援会，

赵世尧担任后援会总干事，另一共产党员李梓明任宣传干事。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仅两个月，日寇的侵略魔爪便伸到了北海。

1939 年 1 月中旬，日寇第三次登陆涠洲岛。从此，海岛沦陷达六年半之久。日寇在岛

上网罗爪牙，成立了所谓中华涠洲岛维持会，对涠洲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日军统治涠洲期间，烧杀淫掠的暴行极为严重。仅有据可查的被害居民就有 136 人，

还有许多人被殴打致残。日军在海上掳来的船民、商人、渔民不下千人，被劫掠一空后统

统被杀害，尸体全部埋在北港的“万人坑”中。

1939 年 11 月 14 日，日军出动舰艇 40 余艘、飞机 12 架，向北海沿岸中国守军阵地猛

烈炮击，企图强行登陆，北海形势相当危急。负责北海守备的国民党 175 师 524 团广大官

兵，在团长巢威的指挥下，抱着以身殉国的决心誓与阵地共存亡，奋勇阻击敌人登陆。

战斗异常激烈，从下午 4时多开始直到晚上 9 时多才基本结束，遭到顽强阻击的日舰

停止炮击并逐渐分批离去。在这次保卫北海的战斗中，我军击沉敌橡皮艇两艘，击伤敌汽

艇一艘。我军地角炮台的 8名炮手全部壮烈牺牲，履行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

1941 年 3 月 3 日，日军千多人乘着四艘军舰，分别从高德岭底、冠头岭附近和龙王庙

外沙一带登陆北海，北海人民永世难忘的“三月血腥周”突然而来。从 3月 3 日登陆到 9

日撤离止，日军在北海疯狂掠夺财物，烧毁民房和船只，滥杀无辜，强迫居民苦役，奸淫

妇女，可谓无恶不作，丧尽天良。

在这短短的一周内，日军就抢掠了价值达千万元以上的各种商品物资，以及居民家中

大量的粮食、三鸟、生猪和耕牛；打死打伤群众 1OO 多人；烧毁民房 100 多间，各类船只

300 多艘。日军奸淫妇女，其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凡被其看见者，老幼皆惨遭蹂躏。日

军在北海的暴行罄竹难书。

中共地下党员王惠澜等人积极组织群众向龙谭和横路山等农村疏散，把群众的伤亡和

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日军撤退后，地下党组织又利用统战关系，通过地方当局做好群众

善后救济工作，尽最大努力安定广大市民的情绪。

抗战八年，中共北海党组织是领导北海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始终傲立在抗日救亡斗

争的潮头上。

议一议：抗日战争时期，北海的共产党组织是怎样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

访一访：在教师指导下，有组织地访查几位老北海，了解一下当年日寇侵略北海的情况。

军民英勇狠揍顽敌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北海的八年间，北海地方军民反抗日本侵略和

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此起彼伏。



在日军统治涠洲岛时期，涠洲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没有停止过。这当中影响最大、给日

军打击最沉重的是 1945 年 6 月 18 日的武装起义。起义军先后攻占了各战略要点，击毙了

包括代理指挥官佐佐木在内的日军 19 名，生俘了给岛民教日文的金田，缴获汽车两辆、

武装木船一艘、电台两部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大批。

在反抗日军侵略的同时，北海人民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狠狠地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

这当中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意义最大的是中共合浦党组织于 1945 年

2-4 月间，先后在南康、公馆、白沙、白石水、小江、龙门、寨圩、西场、党江和灵南（今

灵山）香山等地组织群众，发动了规模较大的起义。这些起义总称为合浦起义。

图 3-3 抗日战争时期北海军民在冠头岭构筑的碉堡

1945 年 2 月 3 日，南康地方的中共党组织首先发动了起义，打响了向敌人进攻的第一

枪。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后的两个多月，白石水、

小江、西场、龙门、香山等地的党组织也带领当地群众发动了武装起义，进攻国民党顽固

势力，共攻占敌人据点 9 个，缴获各种枪支 200 多条和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仅据南康、

白石水、小江、龙门等七地战斗的不完全统计，就打死、打伤和俘虏国民党顽军不下 150

人。

合浦起义给国民党顽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武装的力量。它扩大了

中共合浦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合浦人民迎接抗战的胜利作好了准备，也为抗战

胜利后共产党开展反蒋斗争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军事基础和群众基础。

思考与练习

选择

1．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北海后，合浦一中的进步学生首先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合浦一中是现在的( )。

A．合浦一中 B．北海中学 C．廉州中学 D．北海一中



2.1936 年 9 月 3 日，日本间谍中野顺三在北海被刺死。刺死中野顺三的是( )。

A．爱国官兵 B．进步学生

C．爱国市民 D．抗日游击队

3．重新建立北海地区共产党组织的两位共产党员是( )。

A．赵世尧、张进煊 B．赵世尧、谭俊

C．张进煊、谭俊 D．赵世尧、李梓明

4.1945 年 2-4 月，北海地区的共产党发动了较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起义称为( )。

A．涠洲起义 B．北海起义

C．合浦起义 D．白石水起义

5．给北海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是日军登陆北海后制造的“三月血腥周”。这血腥周发

生在哪一年？( )

A.1939 年 B.1940 年 C.1941 年 D.1942 年



3．喜迎北海解放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但蒋

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发动了

全面内战。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坚决贯彻广东区委“要准备十年八年长期黑暗”的指示，坚

持艰苦的反蒋斗争。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党组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武装斗争和非武装

斗争的两条战线上，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为北海

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

解放战争初期的反蒋斗争 中共北海党组织在城市积极开展秘密的地下斗争，团结城

市各阶层和进步民主人士，建立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在开展地下斗争

中，因为廉北党组织联络员廖铎被捕叛变，北海党组织遭到破坏。

地下斗争遭受较大的挫折。不久，中共华南分局派陈华任钦廉四属特派员，在北海珠

海西路 71 号以经商为掩护，领导包括北海在内的钦廉四属的革命斗争，北海地下党的反

蒋斗争再次打开了新局面。

在广大农村，党组织建立武工队，深入各乡村，拔掉敌人的据点，广泛发动农民起来

反“三征”。中共北海、合浦党组织还把抗日武装的绝大部分转为正规军，编入人民解放

军粤桂边纵队，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

议一议：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海的共产党组织怎样开展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

做好准备迎接解放 1949 年初，党组织从南康地区抽调武工队向北海方向扩展，并用

武力先后扫除了马栏、店塘、平阳等地的伪保安武装和基层政权，建立了一系列交通联络

情报站，基本扫清了各种障碍，为人民解放军大部队进军北海建立了安全通道。

1949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派民主人士简单到北海建立工作组，

利用一批民主进步人士的公开合法身份，收集市内国民党驻军情报，还绘制了北海街道的

详图，收听北京广播，散发革命传单，缝制五星红旗，积极迎接北海的解放。

在地方党组织积极做好准备迎接解放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大力加

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军事训练，加强组织纪律性，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又

积极寻找有利时机，对国民党地方部队多次发动强大的军事攻势，大量歼灭敌人，为合浦、

北海的解放创造有利条件。在这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最重要的是那丽攻坚战和武利江

伏击战。

议一议：为迎接北海的解放，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发动了哪两次重大攻势？

合浦、北海的解放 1949 年 11 月 7 日，第二、第四野战军兵分三路追歼桂系白崇禧集

团及广东余汉谋残部，粉碎了白崇禧集团妄图从雷州半岛外逃的企图。在人民解放军的沉



重打击下，白崇禧急令属下残部由陆川、乌石向合浦方向逃窜，妄图借道北海逃向海外。

在人民解放军对廉江、博白残敌进行围歼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和四

野第四十三军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务必在 12 月进入北海。

12 月 3 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廉州城，消灭盘踞城内的国民党残部和地方反动武装，解

放了合浦。

12 月 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四十三军以钳形包围之势，控制了北海陆上交通要

道，彻底堵截敌人的海上退路，完成中央军委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意图。

这时，龟缩在北海市区的国民党残部及地方武装的 1万余人已成惊弓之鸟，乱作一团，

争先恐后地抢掠船只外逃。

12 月 4 日凌晨 5时许，解放军的远程野战炮首先向市区敌人猛烈轰击，粤桂剿总司令

部永济隆大楼是首要目标。炮轰过后，人民解放军突人市区，与敌展开激战。

人民解放军分兵两路，一路经游泳场、公安局、海关、东海滩直奔永济隆大楼后门，

堵死敌人通往海上的逃路：一路由东一巷、东二巷、横街直扑永济隆大楼正门，对敌司令

部前后包抄。在激战中，敌粤桂剿总张瑞贵化装登上早已停候在冠头岭外海面的“古进号”

军舰逃跑了。

下午 2 时，解放军先后摧毁了敌粤桂剿总司令部永济隆大楼、盐务中队、海滩工事，

夺取了海关和国民党北海民航处白屋机场，毙敌 100 多名，俘敌 6000 余人，缴获军械、

粮食、辎重不计其数。盘踞在北海的残敌基本被消灭，北海解放了。

1950 年 3 月 7 日凌晨 2时左右，解放涠洲岛的一一九师先头部队开始登陆上岸，经过

8个小时的激战，歼灭了国民党残兵败将 452 人，解放了涠洲岛。至此，北海全境解放。

在解放涠洲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首创了以木船打败现代化炮艇的光辉战例。由连长

石龙生指挥的土炮艇“庄得利号”在激战中舵柄被打破，桅杆被打断，情况相当危急。全

艇指战员发挥了善于打近战的优势，顽强地坚持战斗，把敌炮艇“海硕号”打得狼狈地向

外海逃窜。战斗结束后，这艘土炮艇被命名为“石龙生、李兴权英雄艇”。



图 3-4 1949 年 11 月底北海各界群众集会，升起了北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思考与练习

选择

1．北海解放的时间是( )。

A.1949 年 10 月 1 日 B.1949 年 12 月 4 日

C .1949 年 12 月 8 日 D.1950 年 3 月 7 日

2．北海解放前夜，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对国民党地方势力发动了两次重要进攻。

这两次进攻是( )。

A．那丽攻坚战、南康攻坚战

B．那丽攻坚战、武利江伏击战

C．南康攻坚战、武利江伏击战

D．那丽攻坚战、白石水伏击战



4．爱国将领陈铭枢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合浦县曲樟乡樟嘉村人。陈铭枢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

主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家，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不断进步，

为我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图 3-5 陈铭枢像

投身革命 陈铭枢于 1905 年考入了黄埔陆军小学，并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

革命。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陈铭枢奔赴武昌参加革命。之后，他先后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

统治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

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陈铭枢在李济深率领的粤军第一

师担任第一旅旅长。

1925 年，陈铭枢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

1926 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的陈铭枢率部参加了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

北伐战争。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

1928 年 11 月，陈铭枢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上任后，整顿吏治，发展生产，

加强实业建设，赈灾救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使广东走出了兵戈相向、政治动荡、财源

枯竭的困境，为广东省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想一想：九一八事变前，陈铭枢参加了哪些进步的革命活动？

反蒋抗日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民族的危亡，

陈铭枢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对妥协投降，主张抗日。

蒋介石一直想拉拢陈铭枢。有一次，蒋介石亲自电邀陈铭枢到他的官邸相见，并直截

了当地对陈铭枢说：“我两人可以效法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你以为如何？”陈铭

枢不为所动，说：“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总司令，

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四海归心。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



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决定对你的向背。”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突袭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淞沪卫戍司

令陈铭枢与蒋光鼐、蔡廷锴一起指挥十九路军，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禁令，毅然采取爱国行

动，组织了淞沪抗战。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陈铭枢与国民党内其他爱国人士

十分愤慨。1933 年 1 月，在陈铭枢等人的支持下，十九路军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

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又缔结了联合反蒋抗日的军事协定，走上了公开反蒋抗日的道路。

1933 年 11 月，陈铭枢、谭平山与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一起联合李济深、冯

玉祥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表宣言，号

召“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国民党”，公开与国民党独裁政府相对抗，并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工农红军合作，共同反蒋抗日。

蒋介石急忙调集军队向福建进攻，十九路军寡不敌众，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此后，陈

铭枢一直坚持反蒋抗日，不断追求进步。

想一想：陈铭枢反对蒋介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陈铭枢进行了哪

些爱国活动？

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1935 年 8 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组织

了民族革命大同盟，并担任副主席。

9月 18 日，陈铭枢在法国参加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号召旅欧华

侨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并谴责蒋介石对日屈辱投降的行为。之后，他继续联系和团

结爱国民主人士，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

造福桑梓 陈铭枢不仅热爱祖国，而且十分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他先后捐资创办了

真如小学（今曲樟乡樟嘉村小学）、扩建了合浦五中（今合浦县公馆中学），此外，还捐资

兴建了合浦图书馆于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在县城修建了中山公园和东坡公园，兴建

了合浦医院，为家乡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图 3-6 陈铭枢捐资兴建的公馆中学真如楼



思考与练习

一、选择

“一·二八”事变时，陈铭枢与蔡廷锴率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地点是( )。

A．北京 B．上海 C．武汉 D．南京

二、问答

陈铭枢为家乡的建设作了哪些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