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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州起义忆录点滴

周煊光

l930 年 2 月 l 日是龙州起义，迄今已有 57周年了，当年在党的领导下，适

在春光明媚之际，霹雳一声，在祖国边陲爆发反对国民党统治竖起了铁锤、镰

刀的红旗，左江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在龙州城里胜利诞

生了。(会址：没在龙州城内新街南端，军部设在城内谭氏宗祠、(即现在县人

民医院)还有属于左江县份的上金、冯祥、宁明、明江、思乐、崇善、左县、雷

平等县。相继成立苏维埃红色政权。

龙州起义时间已逾半个世纪了，当年我亲历其境还是青年人(2l 岁)现在已

经七十九岁开端，而健在者也不会很多的，回忆五十七年前，我们缅怀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举行了龙州起义，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仍然闪耀着灿

烂的光辉，仿佛在我们眼前，实在难忘!

(一)

我是广西龙州县(壮族)人，在学生时代，曾接受过共严主义思想的影响，

1927 年—l929 年我考入“龙州县立师范讲习所”读书，那时大多数学生都要求

进步，勇敢探求富民强国的革命思想，当时与我关系密切的同学有：游鸿、刘

影、赵干(他们是龙州下栋人)张明珠(女、革委会委员，)甘瑞锦(女，宁明人)

等同学，平日大家志同道合，十分投机，经常谈论国家大事，探讨共产主义著

作。革命烈士高孤雁老师(龙州下栋人)他曾著作“革命之花”进步刊物，有一

次他到龙中(七中)、龙师来演讲革命道理，教导我们订阅“响导”、“新青年”

等进步刊物，阅读马列主义之书。我们同学平日还喜好音乐，一起唱革命歌曲，

这促使我后来成为音乐教师。

(二)

龙州酝酿起义之前，我在“龙州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担任音乐教师，革命



烈士何健南同志(龙州县壮族人，革委会委员)经常来学校进行宣传革命息想教

育工作，他面部特征现在我还能记清，左眠有点破相，他性格开朗、平易近人、

精力十分充沛、为革命终日奔走，他来学校时经常关心我们教师，问我们平时

读些什么书，鼓励我们跟共产党走一起闹革命，他得知我教音乐还对我说过“音

乐很有用，是革命的力量”。那时俞作柏和李明瑞主政广西，政治上和共产党合

作，因此学校的革命气氛比较热烈。当年学校教师现在还健在的有：何建文(现

居龙州营宝街)、赵乐群(现居南宁、区政协五届常委)

(三)

起义前夕，何健南同志来学校通知说：过两天你们师生参加一个群众大会，

每人还要准备一支红缨枪，一条红领巾，还写些标语，标语的内容是上面规定

的，我记得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打倒军阀!”、“打倒土

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我们就是按照上面布置做好开大会的各种准备工作。

1930 年 2 月 1 日我们学校师生(教师 20 入，学生五、六十人)在学校整队去

参加庆祝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我们的队伍沿途高唱：“打倒列强，除军

阀……”“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革命歌曲，高呼口号向大会地点行进，

大会地点在龙州中心新填地广场，讲堂后面是“青龙庵”，“场前面尽头是青龙

桥，那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广场参加大会有全副武装的士兵、赤卫队、工人、

农民、店员、学生等一万多人。个个高兴热烈，喜气洋洋，舞龙舞狮，锣鼓喧

天。大会红旗招展，每人脖子上结一红领巾，构成一片红色海洋，到处是鞭炮

声，热闹非常。大会横幅是：“庆祝左江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

会约在上午九点开始，首先唱“国际歌”。何世昌主持大会，并作了激动人心的

讲话，他庄严的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政府、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我们起义了!，”并宣布：何世昌担任革委会主任，俞作

豫担任红军第八军军长，李明瑞担任红八军总指挥，何健南担任农民运动指导

委员会主任。宣布后，顿时，台上台下士兵和群众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和军号声



经久不息，表示热烈支持和拥护，真是“红色风暴如雷震，欢呼豪声撼岳山”。

接着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农委会主任何健南等同志，以及工农兵、青年、妇女

代表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会场上军队士兵当众将国民党军旗撕毁，将青天白日

的帽徽摘丢，扔到地下用脚踩踏。大会宣布建立红八军，群情激昂；大会最后

还有一些官兵割手指头滴血宣誓，表示效忠于革命政权，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

游行示威，持续到下午。当天，家家户户挂红旗，街上贴满标语和革命委员会

的布告，晚上我们学校还去街头宣传，贴标语，这个大会就是后来被称为震惊

中外的“龙州起义”。参加这个大会现在还健在的除我们上述教师外，其他人尚

有林富廷同志(当年他是工人担任赤卫队负责人，现居南宁)。

(四)

龙州起义胜利后，龙州成为左江革命根据地中心，革命委员会将我们学校

改为带有革命色彩的“龙州县立劳动第一完全小学校”校长何健文直接由革命

委员会领导，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此校在龙州仓街、现在中心小学)我的岗位仍

是音乐教师，主要教学生唱革命歌曲。我们的教学工作乃是当年革命工作的一

部分，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听从革命委员会领导，如规定每天教师脖子都要结带

红领巾。

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扩大革命的影响，革命委会委员张明珠、何健南等．经

常来学校联系工作，要学校组织宣传队，由何健南同志领导，队员我记得有：

潘佩琳、肖光获、农林培、我也是成员之一，及学生参加者约有七、八人，我

们曾到过下栋、水口宣传。每次宣传，先唱歌，吸引群众，然后由何健南同志

发表演说，他声音宏亮，口词清楚，慷慨激昂，很有鼓动力，演讲内容大致是

苏维埃红色政权如何好，分田地给大家耕种，人人有饭吃。还散发传单，传单

是铅印的，由何健南等带来。

(五)

龙州起义胜利一个多月后，何健南同志惨遭叛变土匪黄飞虎杀害。龙州各

界人士沉痛举行追悼革命烈士何健南同志大会。噩耗传来，我们师生悲痛万分，



这天追悼会仍在新填地广场举行，这一天，也是龙州起义遭到敌人破坏和扼杀

的一天。

真是悲惨，意料不到，那天追悼会还未开完，突然间在对河枪声四起，龙

州城遭到梁朝玑匪兵包围袭击，顿时枪声密响，会场大乱，群众四散，个个惊

湟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学校师生也被冲散，我一口气跑回家，与我同一

时间跑回家的有我当年邻居梁显达(当年曾当兵看守过革委会大门)我们的旧居

在“城皇庙”隔离。我红军战士进行顽强的抵抗和突围。特别在铁桥头，河边

沙滩上，死伤惨重，终因寡不敌众，龙州陷落。

龙州起义失败后，为避过白色恐怖，学校也改名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

两年多后，我离开了学校，从此也结束了教师生涯，重谋生活出路。我回忆那

在龙州起义情景，虽然失败了，但先烈的崇高牺牲精神，永远活在龙州人民心

中。当年龙州人民曾有土调歌一首：(壮语)“民国十九乱红军(乱字表示起义)

百姓每人大欢心”。我同样永远不忘当年起义情况，失败后如何潜伏后继，靠

近中国共产党，如何想办法与游击队接头，参加解放战争，这是后一步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