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编 大革命时期
（1926 年 6月至 1927 年 7月）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合浦地方组织建立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合浦地区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都有不少人响应参加。自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辟北海为商埠之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北海产生工人阶级和工人运

动，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合浦地方组织奠定阶级基础。

第一节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20 世纪初，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合浦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渴望着平等、自由，期盼安定和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自鸦片战争后，

英勇顽强的合浦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变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

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如 1900 年，德国传教士巴顾德为扩大传教范围，

在廉州强行购买考棚前民房改为建教堂，合浦人民坚决抵制，群众奋起反抗，把教堂拆除。

德国侵略者派军舰到北海进行威胁，廉州知府富纯屈辱议和，以考棚东的同善堂调换，并

赔偿军费 6000 元。1905 年，在美国发生排斥和迫害华工事件，我国各地展开了以抵制美

国货为主要形式的反帝运动，合浦北海人民热烈响应和拥护，从各方面掀起反帝运动，抵

制美国倾销面粉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当时美国商人主要是从北海口岸倾销其面粉，冲击合

浦北海的农产品市场。合浦人民于是就抵制美国面粉进口，在北海的商人以“花旗面粉有

毒”（“花旗”即美国）为由，拒绝销售美国面粉，廉州、北海两地市民也拒绝购买美国面

粉，致使美国面粉在北海销量大跌。紧接着，廉州又爆发了反帝斗争，人民群众为了反抗

帝国主义的侵略，烧毁洋人的教堂，杀死 5名传教士。这次反帝斗争虽然被镇压，但更激

起合浦人民的反帝斗志，继续进行反帝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行径。

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合浦人民，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曾组成过

强大的队伍，但一次又一次地被镇压，导致失败。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使人民

群众在政治上、生活上变得更加悲惨。合浦人民群众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在不断探索和寻

求致胜的思想和道路。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合浦人民早期革命斗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两个新的阶级的出现，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带来了

希望。这两个新的阶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抑，



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它所领导的革命就缺乏强

大的力量和不彻底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

在全国也不普遍，但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具有强

烈的革命性和彻底的革命精神，而且和广大的农民都属劳动者，又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具

有强大的力量，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资产阶级分为两派：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标榜君主立宪，

发动“戊戌变法”很快失败。革命派以孙中山为首，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

治。他们创立兴中会，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随后，在日本东京发起建立资产阶

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旨在推翻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领导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联络会党和新军，

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廉州府人民积极响应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这些

革命运动。1907 年 9 月，孙中山派王和顺领导会党举行钦廉防城起义，攻占了防城县城，

并进军广西。1908 年 3 月 28 日，孙中山又派同盟会成员黄兴率领武装队伍 200 多人进入

上思举行起义，大败清军，武装队伍进一步扩大到 1000 多人。后来遭到十多倍的清军的

围攻，黄兴率领队伍奋战 40 多天，转战数十个村庄，终因粮尽弹绝，被迫解散。在此期

间，合浦廉州也举行农民起义，反抗清政府统治，他们烧毁地主豪绅和教会的房屋，也遭

到了强大清军的镇压而失败。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但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侵

略者，显示出钦廉地区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坚强斗志和英勇顽强的力量，体现了钦

廉人民的革命精神。

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因其局限性，脱离广大

人民群众只进行单纯的军事行动，导致失败。但是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

制的革命精神，对全国人民群众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促进革命的发展。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变成新

的民主共和政府。新政府制定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

布新的政策和法令，推动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

的旗帜。辛亥革命期间，合浦籍的同盟会员罗侃廷等回到合浦，在廉州学前街攀龙书室设

秘密联络点，从事侦察情报反清军工作，并率 300 名起义人员策动驻县新军巡防营反

正。反正成功，廉州知府许莹章、北海镇总兵陆廷章以及合浦知县纷纷弃职而逃，清军分

统杨遵任被擒获并被处决于县城小南门外。清军得知廉州发生事变，调集重兵从小董和南

康方向对廉州发起攻击。驻北海反正清军二十一营和驻廉州反正清军二十四营发生兵变，

广州革命政府得到兵变消息后，指令广东都督胡汉民派遣安抚使黄济川率领协字民军两标

统到合浦，在涠洲岛登陆，平息兵变，收复廉州，协字民军第一标统刘侠民驻防北海。廉

州北海两地庆贺胜利，纷纷摘下黄龙旗，换挂新政府的旗帜。合浦也和全国一样，开始共



和治国的革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北洋军阀袁世凯很快推翻了以孙中山为首

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 3 个月的民主共和政府被北洋政府所取代。

1912 年 1 月初，广东新军统制龙济光率兵 2400 余人乘军舰到合浦，从北海登陆，协

助黄济川治理合浦，鉴于合浦安定，只留下 900 余人驻廉州北海与协字民军共同维持治安，

其余人马撤回广州。1913 年广东省第六选区合浦进行议会选举，成立合浦县议会。合浦县

议会成立之后，广东总督陈炯明宣布“独立”，后被北洋军阀袁世凯取消。在北洋军阀的

反动统治下，加剧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基，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

没有改变，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它打破了专制传统，使中

国人民看到光明，看到前途，革命斗志更加坚强，从此开始一浪接一浪的革命斗争。不久

即爆发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革命势力蔓延到全中国，孕育着一个新的阶级政党来领导

中国人民走向新生。这样，辛亥革命就为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历史舞台提

供了历史的契机。

第三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在合浦的影响。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打着中华民国的旗

号，玩弄权术，在政治上实行黑暗统治，经济上实行横征暴敛，还做起皇帝梦复辟帝制，

他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终于绝望而死。袁世凯死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

统，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实际控制政权，仍然是封建军阀统治。此时，中国陷入四

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1913 年 7 月，孙中山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次年 7 月

又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但中华革命党没能提出足以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斗争的新

纲领，斗争方法也主要是联络军队和会党，组织暴动和暗杀，脱离广大群众，革命又一次

失败。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遭到失败的事实证明，在帝

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力

量，因为脱离人民群众，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新的领导，走新的

革命道路，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辛亥革命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近代工业不断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壮

大，工人的斗争也不断发展扩大，由于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还是自发经济性质的斗争，工

人群众组织也处在秘密结社和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

阶级的历史使命，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当时，人口众多的农民也在自发地进行多种形式

的斗争，但是思想和斗争形式落后，没有正确的领导，同样遭到失败。1918 年 5 月 21 日，

北京大学及北京各专科学校学生 2000 多人共同发起向总统府游行请愿，要求废除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签约的秘密军事协定。这时，全国青年学生异军突起，



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学生，响应北大学生，也都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

废除卖国条约。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对以后的反帝

反封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产生强烈的影响。

1919 年 5 月 4 日，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

国行径，北京大学发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从北京发起，迅速

蔓延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北

京政府也仇视爱国学生，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妄图破坏学生运动。但这一行径非但

未能遏制学生运动的高潮，反而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

起来，这一正义运动得到全国工人的支持，全国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的反帝

爱国斗争。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运动开始，它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

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

动。

五四青年学生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挫折

和流产，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民众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先进分子幻

梦破灭，他们以观望的态度在彷徨等待，一部分先进人物开始探求新的理念、新的思想，

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改造中国的社会。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在这次爱国运动中，合浦地区出现了由学生、

工人、商人以及农民群众联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较为广泛的群众斗争局面。1920 年初，以

香坪学校的学生为主的北海青年学生率先集会游行，开展反对使用日货运动，销毁日货，

劝说市民不要购买日货。廉州的一些学校学生也纷纷上街查抄日货，抵制日货在市面上销

售。这时，在北海经商的日本间谍中野顺三企图阻止学生的抵制日货游行活动，但北海各

界群众声援了学生的爱国运动，使中野顺三的企图不能得逞，并使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迅速

与工农结合，掀起了深入持久的群众性查抄和抵制日货的斗争。通过这次爱国运动，合浦

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工农大众的伟大力量，从而促使他们逐步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

合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合浦的传播。1916 年《新青年》的出现，冲破了旧思想、旧观念，以《新

青年》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新旧交替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初期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冲击，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

思想解放运动。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沉重的打击，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被

冲开，新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蓬勃的思想

解放潮流汹涌而至，在几千年受禁锢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一片生机勃勃，为新的革命思潮，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新机，它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逐步深入广泛，人们的思想解放进一步加快。在全国轰轰烈烈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中，合浦也不例外，合浦人民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觉醒，

马克思主义也在合浦广泛传播。1921 年钟竹筠（广东遂溪人）从廉江安铺到北海贞德女子

学校学习期间，得到进步青年韩盈的帮助和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与其一起受影响的还

有同学劳瑞梅、李玉霞等，她们经常一起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书刊。钟竹筠给

她们讲解《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还向周

围的同学们宣传，散发革命书籍、报刊，并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学习传阅，在同学中宣讲革

命道理，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道理和主张，而且积极带头剪去

长辫留短发，以示自己的决心和行动，鼓动号召同学们参加政治斗争，关心国家大事，为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挺身而出，在合浦这片土地上孕育着革命的种子，使马克思主义在合浦

地区得到深入、广泛的传播。

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深入的传播，合浦县先进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掌握了观察和改

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激发合浦人民的爱国救国精神。富于爱国救国思想的一批进步青年接

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勇敢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努力实践马

克思主义，为中共合浦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合浦地方组织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合浦地方组织的建立

革命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先进的革命组织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无产阶级

登上了政治舞台。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因而随着社会经济和革命浪潮的发展而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

会力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

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于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无产阶级政——中

国共产党。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

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组织。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最重要和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地在全国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

构，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1925 年 5 月，在北海学习的钟竹筠，经共产党员黄学

增的推荐，在广州参加第四届农讲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合浦早期的共产党员，

她毕业后任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委兼妇女部部长。同年 11 月 30 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

师（陈铭枢部）打败邓本殷的八属军，攻克合浦廉州城。在第十师内的共产党员李任予、

黄竞云和共青团员徐瑞华等随军进驻北海、廉州，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6 年 1

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委派农讲所毕业生苏其礼（共产党员）任钦廉农运特派员。

苏其礼到合浦后，在进步人士冯道先等协助下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他们深入农村，

进入农户，与农民促膝交谈，和农民做朋友，成为知心人。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鼓舞

和推动下，1月下旬，廉州南郊何屋坡农会首先成立，紧接着，东校场、平田、吴屋坡、

石头岭、双江桥、闸利山子背和北海洞尾、石子岭、铜鼓岭等地均纷纷建立农会。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成立合浦县农民协会。

五四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洪水般地冲击着几千

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根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人民群众中宣传的主张，更推动工

农运动和工会、农会的建立与蓬勃发展，为中共合浦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

党，实行国共合作。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

行，大会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

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

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组织建设，以适应革命大发



展的需要。

1925 年夏，随着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斗争的相继爆发，中国的大

革命运动高潮由此迅速掀起，革命运动在各地普遍兴起，广东革命形势突飞猛进，活动于

广州的南路青年纷纷离开省城返回原籍，乘大革命高潮来临之机，在南路地区深入发动群

众，大力开展革命运动。在广州参加共产党、共青团以及国民党等革命组织的南路青年同

志社成员，凡是能抽身回原籍的，都分别向有关组织提出申请，并于 1925 年夏秋之间陆

续返回南路地区。韩盈、黄广渊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派遣先后返回南路，其中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和发展党、团基层组织。1926 年 1 月，广东省农协会为了指导各地农

民运动，派共产党员苏其礼、潘兆銮、黄学增、林增华（林丛郁）、韩盈等到合浦指导钦

廉四属工农运动。5 月，按韩盈、钟竹筠的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兼省农协南路

办事处主任黄学增，决定从廉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刺横、简毅、李雄飞、冯五其、冯慕

周等到合浦北海，联合国民党左派，筹建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并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筹建

中共合浦地方组织和共青团组织。

江刺横等共产党员到北海后，串乡入户，深入海港渔村、农家，向广大农渔民进行宣

传动员，传播革命思想。培养教育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从中发展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

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6 月底，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潘兆銮主持召

开中共北海市的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北海党小组，江刺横任组长，党小组成员 8 人，他

们是江刺横、简毅、苏其礼、李雄飞、冯五其、冯慕周、钟辉廉、潘铁汉。党小组成立后，

积极发展吸收新党员，随着党员不断增加，组织不断壮大，由党小组改为党支部，江刺横

任支部书记。中共北海市支部是合浦最早的党组织，是领导合浦人民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中共北海支部建立后，上级党组织先后派潘兆銮、黄学增、韩盈等领导人到合浦检查

指导工作，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建立北海市共青团组织。为了掌握和领导革命，扩展革

命力量，中共北海组织积极帮助筹建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组织，

动员工农，建立统一战线，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的方针，实现团结革命

力量，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在中共党员潘兆銮、韩盈等的指导下，于 1926 年 6

月 4日成立国民党合浦县党部，7月 11 日成立国民党北海市党部，中共党员江刺横任组织

部部长，简毅任工人部部长，李雄飞任监察委员，张达超（国民党左派，后加入共产党）

任妇女部部长。国民党合浦县、北海市党部的成立，标志着合浦、北海的国共合作已经实

现，合浦、北海的国民党党部在共产党掌握下，成为公开领导群众运动的一个统战机构，

具体领导着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逐渐掀起革命高潮。



第二节 党领导的工、农、青、妇运动

中共北海支部建立后，积极团结、教育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巩固和扩大党在北

海的基础。

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成立之前，合浦北海的工人运动多是自发的、零散的、没有机构

统一领导，所谓革命行动也多是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改善生活等经济要求，没

有上升到政治高度。党组织成立后，就肩负着领导工人运动的重任，努力进行宣传组织工

作，发动工人进行经济、政治的斗争，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而奋斗。

党组织以总工会的形式将各阶层的工人群众团结在一起，推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

运动的发展。

1926 年初，合浦县农民协会常用集会和游行的形式，教育会员和农民，扩大宣传和影

响，多次在东校场集会，会后在廉州城内游行。游行队伍高举犁头旗（农会的会旗），呼

喊革命口号，游行人数最多的一次竟达几千人。为了巩固发展农协会组织，苏其礼在廉州

中学操场召开千人农民大会，会后留下各地的农协骨干分子继续学习（培训），由苏其礼

（广州农讲所毕业生）主持，时间共 7天，为进一步开展农运工作培养了一批干部。合浦

县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使地主阶级大为震惊，闸利山子背村的地主，听说山子背村成立

农会后，十分恐慌，连夜出逃。合浦县的农民运动持续一年多，数千农民参加了活动。它

对于巩固和发展当时南征胜利的革命形势，宣传革命思想，促使农民觉醒，都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争取妇女解放和组织领导妇女运动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26 年 11 月，在广东省妇

女解放协会和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北海分会，省妇协

会指定张达超任北海分会主任。12 月，在广东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后，各地妇女解放分

会纷纷相继成立，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合浦分会也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广大妇女

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明显提高，群体意识大为增强，妇女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崭新

的面貌，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合浦县工会、农协会积极支持妇女解放活动。

在各方支持下，妇女们开展了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争取婚姻自由、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斗

争。她们提出“反对差奴使婢”“反对三妻四妾”等口号，在县党部和农协会的支持下，

许多地主婢女、妾侍纷纷上诉，要求摆脱奴役，获得人身自由。每天，前往县党部上诉的

人络绎不绝，十分热闹。她们剪短发、放足、上夜校、参加社会活动，婢女们还罢工抗议

雇主的虐待和迫害。

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是社会进步的先锋，受到党的重视。在中共北海党组织领导下，

合浦的青年运动有了明确的方向，出现了新的局面。各校组织了宣传队，拿着旗子，打着

摇铃，到街头宣传抵制英、日货。1927 年 1 月，合浦县立第一中学（以下简称“合浦一中”，



今北海中学）学生自治会在街上举办民众夜校，免费招收学生入学，还组织剧社，演出革

命戏剧，并成立青年同志社、青年运动委员会，进行革命宣传。很多青年由此得到进步，

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壮大了革命力量。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通过它掌握的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具体领导北海人民的革命斗争，

掀起北海历史上空前的革命高潮。党组织领导的市总工会以工人运动为中心，推动各界奋

起参加革命，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渔民协会、商民协会等相继成立。各种各样的民

众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讲习所（班）遍地开花。他们组织各种游行、集会，向群众宣

传革命形势，组织群众学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领导人民进行要求提高工资、

改善劳动条件、争取婚姻自由、反对蓄奴纳妾、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

等正义斗争。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吓倒了土豪劣绅和封建遗老，他们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这

些昔日鱼肉广大群众的老爷们联名告到市政筹备处，筹备处专员（相当于市长）陈椿熙竟

下令警察局抓走 4个工人纠察队员。陈椿熙是个反动透顶的警察局长，原是八属军的旧官

僚，在他当政期间，滥用职权，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欺压人民。本来市党部已多次提出

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陈椿熙反而变本加厉，倒行逆施，巧立名目，敲诈勒

索，人民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怨声载道。陈椿熙对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极为不满，以逮

捕工人纠察队员作为报复，对进步势力进行打击。针对陈椿熙的反动行径，党组织召开会

议研究，决定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倒陈”运动，由总工会出面成立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

委员会，并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全省发出声讨陈椿熙罪恶的战斗檄文，历数陈贪赃枉法、

鱼肉人民的十大罪状，要求省当局将陈撤职查办。1926 年 12 月上旬，市总工会组织全市

罢工、罢市、罢课，集合万余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陈椿熙被强大的群众运动所

震慑，仓皇跑到国民党驻军十一师师部，要求代师长邓世增庇护。示威群众得知消息，把

十一师师部团团围住，不断高呼口号，要求交出贪官。邓世增出面干涉，群众代表与他展

开了激烈的辩论。与此同时，涠洲岛人民也举行了反陈椿熙的示威游行，声援市区的斗争。

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邓世增理屈词穷，无计可施。广东国民政府鉴于陈椿熙已失去

民心，电令撤销其职务，“倒陈”斗争取得胜利。消息传开，全市敲锣打鼓，燃放鞭炮，

热烈庆祝。这是北海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取得的一次大胜利。

第三节 北海党组织遭破坏

国共合作以来，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工作，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

国共产党依靠的主要力量——工农力量不断壮大，国民党右派极为恐惧，极力破坏和镇压

革命。1926 年 3 月 20 日，国民党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把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内任

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清除出去。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



理党务案》，排挤国民党领导机构中的共产党员。7 月，国民党北海市党部遵命“改组”，

在市党部内任职的江刺横等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均被解除职务，直接任命国民党右

派反动分子接管市党部。江刺横等人被解除职务之后，并没有放弃领导的重任，转移到仍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市总工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大搏斗完全公开。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世增跟着就在北海实行反革命事变，对

北海从事革命运动的共产党员进行镇压和迫害。

十一师完全站在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立场上，支持单方面强行改组的国民党北海市党部

委员会干涉民众革命活动，开列出原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和总工会中的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

的名单。江刺横等共产党员临危不惧，坚定不移，虽然被迫交出了市党部，但还领导着总

工会。面临着血雨腥风，党组织预感危在旦夕，马上召开秘密会议，应对恶劣的形势，开

始准备武装自卫。但是广东国民党右派紧追南京反动政权，从 1927 年 4 月 15 日起，广东

全省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北海以邓世增为首的反动分子于 4 月 23 日深夜至翌

日凌晨，指挥十一师悍然出兵包围市总工会所在地三婆庙及党的秘密联络点“肖我照相馆”，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负责人江刺横等及多位革命者不幸被捕，北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江刺横等人被捕后，北海革命群众和地下党组织曾策划营救，但由于敌人采取种种狠

毒狡猾的伎俩，未能成功。被捕的革命者，在敌人面前毫无畏惧，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

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北海审判厅厅长江嶙如和江刺横

是廉江同乡，既同姓又沾亲带故，便以“堂兄”为名设宴劝诱江刺横归顺国民党。江刺横

非但不为所动，反而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叛变革命的罪行，并当场踢翻酒桌。江嶙如无

计可施，气急败坏地用刺刀往江刺横身上臂上胡刺乱戮，鲜血顿时染红了江刺横的衬衫。

江刺横面对敌人的横暴，不屑一顾地朝着江嶙如轻蔑地冷笑，令江嶙如不寒而栗。

国民党反动派在江刺横身上得不到半点好处，继续对党组织主要成员李雄飞进行严刑

拷打。李雄飞比江刺横小三岁，早年也是进步学生会的负责人，1926 年与江刺横同时加入

中国共产党，被派到北海后，同江刺横一起出生入死，并肩战斗，也有一股共产党人坚贞

不屈的骨气，任凭国民党反动分子严刑拷打，血肉模糊，他都坚定一个信念：共产党人打

不垮，共产主义必定胜利，他始终坚强不屈，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也无计可施。

和江刺横、李雄飞一起被捕的党员钟辉廉、潘国鼎，工会负责人潘铁汉，也遭到同样

的严刑拷打，他们同样给反动派的回答是：“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他们对反动派也

是横眉冷对，表现出铮铮铁骨！

国民党反动分子从共产党革命者身上得到的是横眉冷对、怒骂、冷嘲和蔑视，达不到

预期的目的，于是，就迅速野蛮地将他们杀害。

1927 年 5 月 3 日上午，国民党反动分子把江刺横、李雄飞、冯慕周、冯五其、钟辉廉、

潘铁汉、潘国鼎等 7 位革命者秘密押到审判厅对面的牛车沟进行杀害。面对敌人罪恶的枪



口，革命者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高呼“共产党万岁！”他们就这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

狂屠杀中壮烈牺牲。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牺牲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北海党组织

的领导人绝大部分遇难，党组织遭到惨重破坏。虽然他们牺牲了，党组织被破坏了，但这

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进行了大量艰苦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扩大了党在合浦的影响。由于他

们播下了不灭的革命火种，为日后的革命运动重新高涨和党组织重建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