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合浦，秦时属象郡辖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设置合浦郡，同时设置郡辖的

合浦县。三国时，吴孙权黄武七年（228 年）合浦郡改为珠官郡，划出合浦县南境设置珠

官县，与合浦县同属珠官郡。252 年至 258 年珠官郡复称合浦郡。合浦郡先后易名越州、

廉州、廉州路、廉州府等。秦汉以来，合浦就以盛产珍珠闻名于世，“珠还合浦”的传说，

印证合浦古老的历史。

合浦既有千年的悠久历史，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合浦这块土

地上就有共产党员的活动，人民群众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抗日战争初期起直

至解放战争时期，合浦是中国共产党在合浦、钦县、防城、灵山四县（称钦廉四属）开展

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和中心基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合浦地方党组织积极发动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新民主

主义革命在合浦地区的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1926 年初，广东省农民协会派共产党员苏其礼到合浦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以反

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1926 年 5 月，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黄

学增在廉江等地抽调党员江刺横、简毅、李雄飞到北海，6 月建立北海党支部，在党的领

导下，北海及廉州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北海党组织被破坏，

江刺横等党组织领导人壮烈牺牲，北海、合浦的工农运动也因此被扼杀。1927 年 8 月，中

共遂溪县委领导的农军 200 多人转移到合浦县斜阳岛坚持斗争，1932 年在国民党重兵的围

剿下，大部分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40 多人被捕英勇就义，写下悲壮的史篇。此后，冯道

先在北海开设“绿波书社”传播革命文化，共产党员杜君慧、进步教师杜君恕、朱建予、

彭秩芬、冯道先、黄百闻、岑若冰、杨耀威等，先后来到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廉州

中学任教，传播革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合浦县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抗日和

反对蒋介石对日投降政策，连续不断地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从 1933 年起，合浦

一中和廉州中学学生相继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学习并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自 1936 年起，

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进煊、杜渐蓬、李士洋、赵世尧、韩瑶初、陈任生等，加强对

家乡马列主义读书会的指导，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7 年，广东省党组织先后派共产党员张进煊、赵世尧回合浦开展党的工作。1938

年初，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4 月初，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建立

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以下简称合浦特支），随后廉州、北海、西场、公馆 4 月建立党支

部，九、十月间建立白石水、寨圩等党支部。10 月下旬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为建立钦

廉四属抗日游击根据地，于 11 月间派周楠到合浦向特支传达省委指示，在北海召开合浦



特支扩大会议，组建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张进煊任书记。

1939 年初，中共广东省委通过东南特委派李士洋回合浦，建立合浦中心县委，领导合

浦、钦县、灵山、防城（钦廉四属）的建党工作，李士洋任书记。中心县委先后派党员前

往钦、灵、防各地建立党组织，在合浦县境内，建立西场、公馆两个区委和北海特别支部。

是年 6 月 16 日，发生“儒家巷”事件，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县委书记李士洋等 5 人被

捕。8月，广东省委派温焯华到合浦审查这一事件。后改组领导机构，建立中共合浦县工

作委员会（仍管钦廉四属），张进煊任书记。县工委成立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

在全县建立五个区委和一个特支。新的县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

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方针，部署反击反共逆流，并根据奸商抢

购大米运往合浦海域外资助日本军队的情况，决定把反运米资敌的群众运动作为反击反共

逆流斗争的重点。大规模的群众请愿示威活动震撼了国民党，国民党当局先后在西场、廉

州等地逮捕示威请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而又派兵前往小江、白石水，围捕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白石水人民不畏强暴，实行武装自卫，爆发了白石水

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斗争。

1940 年 5 月，南路特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撤销合浦县工委，恢复合

浦中心县委，派黄其江任书记，县委机关迁到白沙乡宏德小学。中心县委恢复后，领导白

石水地区的革命群众，组织 400 多人的武装队伍，先后三次粉碎国民党上千名军警的进攻，

坚持了一年又四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之后，中心县委根据广东省委及南路特委的指示，停止

了武装斗争，解散了武装队伍。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逮捕 500 多人，共产党员和进步群

众 40 多人被关进监狱，深重的灾难又降临在白石水地区。

1941 年，中心县委认真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转移已暴露的党员到山区和邻县，以合法的社会职业为掩护继续工作，把党的活动转入更

隐蔽的状态。1942 年粤北省委和南路特委被破坏，南路特委于 1943 年初指示撤销合浦中

心县委和下属区委机构，改为特派员制，南路特委常委杨甫兼任钦廉四属特派员。

1944 年 9 月，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作为掩护职业的商店——合浦“永信烟庄”遭到国

民党特务破坏，3 人被捕，杨甫被南路特委停职审查，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关系停止并接受

审查，特派员制改为联络员制。

1944 年 11 月，日军打通湘桂交通线，占领桂林、柳州、南宁，广东南路已成为前线

和敌后。南路特委为了组建抗日武装，部署钦廉四属武装起义。1945 年 2 月 3 日至 3月中

旬，合浦县南康、公馆、白沙、西场、白石水、小江、龙门、灵南香山等地的党组织发动

群众组织武装队伍，举行起义，全县共有 900 余人参加起义。起义后建立了抗日武装——

合浦抗日游击大队。此时，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 800 余人由廉江开往合浦和灵山

南部，与合浦起义队伍汇合，联合反击国民党军队的扫荡。



抗战胜利后，随二支队转移高雷的合（浦）灵（山）队伍，改编为合灵独立营返回合

浦和灵山，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队伍结合，分散在各地坚持活动。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斗争非

常艰苦，受到不少挫折，他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在艰苦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1946 年 6 月，南路特派员温焯华派廖铎到合浦任廉北联络员，领导廉州、北海和南康

的党组织。1946 年 9 月，中共广东区委派陈华到合浦任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来合浦后，

继续审查“永信烟庄事件”，作出结论，逐步恢复一部分党员骨干的组织关系，在此基础

上全面恢复党的组织关系。2月，陈华派徐永源、苏显枢、莫平凡、梁振威率合灵武装 300

多人西进十万大山，支援当地发展武装队伍，4 月返回，同时深入合灵游击区，积极发展

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1947 年 5 月，合灵武装队伍、西场队伍、合东南大队和梁振威、

梁式杲队伍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从此，合浦地区有了人民解放军正规

编制队伍。这支队伍建立后，转战于合（浦）东南及廉江等地。

1947 年 6 月 21 日，廉北联络员廖铎在北海被捕后叛变，供出 100 多名党员名单，使

北海 10 名党员和 3 名进步商人被捕，幸好地下党大部分领导干部和骨干都参加了游击队

而没有被捕。同年 9月，组建合浦县工委，同时建立合灵南军政府。军政府成立后，在十

多个乡内施行“惩治反革命”“减租减息”“征粮征税”等条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1947 年至 1948 年间，合浦游击区遭到国民党保安团和地方反动武装的严重扫荡。二

十四团为保存实力和开辟新区，把队伍分散到各地活动，与各地武工队密切配合，开展斗

争。在此艰苦岁月中，他们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扫荡，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扫荡

中开辟了新区，发展了党的武装力量。

1948 年 6 月，粤桂边区地委在合浦成立，机关驻地在合浦多蕉冲堀垌，管辖合浦、灵

山、横县南部、永淳南部、兴业县、廉江县、化州北部和玉林五属，撤销合浦县工委，成

立合浦县委。1949 年 3 月，撤销粤桂边区地委，在合浦县公馆成立六万山地委，合浦隶属

于六万山地委，合浦境内同时建立合东南、合中北、合钦灵边 3个县级工委，同时建立了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8月，第四支队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建制。

1949 年 12 月 3 日合浦解放，次日北海解放，1950 年 3 月 7 日涠洲岛解放，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胜利完成。

这部《中国共产党合浦历史》第一卷，以合浦所辖区（含今北海、浦北）党组织的活

动为叙事主体，因为当时合浦又是钦廉四属党组织领导机构所在地，因而适当兼顾了六万

山地委、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等上级党组织和军队的重大活动以及合灵边、合钦边等发生

的党的活动。在时间上参照中共党史和中共广东、广西地方史对时期的划分，并结合合浦

地方党史的实际，按 4个时期分“编”叙述，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并重点地反映、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合浦开展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经验教训，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