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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北海市小组的建立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

中共北海市委党史办公室

一百多年前，北海是北部湾畔的一个闭塞的小渔港，一八七六年九月，清

政府和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央烟台条约》后，它才被强行辟为通商口岸。

英、德、法、日、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纷纷在北海设立领事馆，开办洋行，

教堂、学校、医院、育婴堂，夺去了海关、邮政、盐务大权。在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等方面对北海进行疯狂的侵略。从此，北海这块美丽的土地沦为半

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与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北海

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北海人民不甘心于被奴役、受压迫，曾多

次奋起反抗。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北海产生了城市无产阶级，

从而使北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一九二五年冬，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为巩固

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进行了南征，对盘据南路多年的反动

军阀邓本殷发动进攻。十一月三十日，陈铭枢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击溃了

邓本殷所属的申保藩、苏廷有部，攻占了合浦县城廉州，随后驻防合浦、北海，

给古老沉闷的北海大地吹进了一股革命空气。在师政治部内的共产党员李任予、

黄竞云和共青团员徐瑞华等同志(注一)的指导下，北海的革命群众运动逐步兴

起。一九二六年三月，北海人民召开了援助省港罢工的群众大会，捐款支援参

加省港罢工的工人；北海的青年积极筹建工人、学生、妇女等群众组织，并向

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理论，鼓励他们参加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北海人民在

第十师的支持下，驱逐了董恩典(女)和“卑路鬼”这两个作恶多端的英帝国主

义分子，大长了北海人民的革命志气。六月，第十师奉调参加北阀，第十一师

前来接防。



一九二六年春，广东省农民协会指派苏其礼(中共党员)(注二)、王会东、

廖华卓、敖华衮为钦廉农运特派员到合浦、北海从事农民运动。首先在合浦县

城郊的何屋坡建立合浦第一个乡农民协会，随后又在北海市郊的洞尾、石子岭、

铜古岭和合浦的闸口等村庄建立了农会组织，提出了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

等口号。五月，中共南路党组织派共产党员江刺横、简毅、李雄飞等到北海，

具体领导北海人民的革命运动。六月，中共北海市小组成立，有党员江刺横、

简毅、苏其礼、李雄飞等四人，江刺横任小组长。这是合浦地区最早的党组织。

事后，中共南路党组织的负责人黄学增(注三)等曾来北海检查和指导工作。接

着江刺横和李雄飞又渡海到达涠洲岛，发动岛上农民和渔民成立了农会和渔会，

并组织了 CY(“共青团”的英文缩写)的外围组织——“青年同志社”，发动了一

批进步青年参加。这些组织成立后，他们在岛上进行过驱逐天主教法国神父的

活动。

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很大

优势，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了中央秘书处、宣传部、农民部的

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关键部门的领导权。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大多数

也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当时中共北海市小组就是通过由它掌握的“国民党市党

部”去领导北海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在“市党部一组织机构中，江刺横任执

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简毅任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李雄飞任监察委员。

党小组一成立就积极发动工人分别参加车缝、手车、鞋业、码头、建筑、

理发、五金、茶居、洋务、首饰、木器、装船等十多个行业工会，会员发展到

三千多人。七月，北海市总工会正式成立，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

和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各行业工会组织纷纷举办业余夜校。此后，以工

人运动为中心，推动了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使整个革命运动得到

迅速发展。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

了斗争，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反对蓄婢纳妾开展了斗争，破除封建迷信的运

动更是遍及城乡，觉醒了的群众捣毁了市内外许多庙宇内的菩萨、神像、连“三



婆庙”也变成市总工会的办事处了。

十二月初，北海市人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打倒贪官污吏陈椿

熙的群众运动，把北海革命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陈椿熙原任北海警察局

长，后升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相当于市长职)。他利用职权欺压贫苦百姓，

巧立名目，滥设捐税以中饱私囊，北海人民对他非常愤恨。为了进一步壮大革

命力量，为民除害，中共北海小组决定发动“倒陈”运动。它通过组成“北海

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进行具体领导，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全省发出声

讨陈椿熙罪恶的战斗激文，历数陈椿熙鱼肉北海人民的十大罪状，要求把陈椿

熙查办。在“倒陈委员会”的指挥下，全市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工农

商学各界群众示威游行，包围了庇护陈椿熙的第十一师师部。群众代表与十一

师代师长邓世增展开激烈辩论。与此同时，涸洲人民也举行了反陈椿熙的示威

游行，以声援市区人民的斗争。在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压力下，丧尽人心的贪官

污吏陈椿熙被迫下台。这是北海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取得

的第一次胜利。

国共合作以来，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革命力量

不断壮大，使国民党右派异常恐惧。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发出

“关于改组全省各县市党部的决定”，指令把在党部内任职的所有的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清除出去。三月国民党北海市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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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广东省

党部直接任命反动分子曾广钰、林培、李玉岗、劳达真等五人为北海市党部“改

组委员”。

江刺横等同志被解除职务后，立即转移到在我党领导下的市总工会，继续

坚持革命斗争。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营垒已经泾渭分明；北海驻军第十一师

支持改组委员会，抵制革命群众运动；总工会则派人四出张贴“打倒新军阀”

等大标语，矛头直指十一师师部。一场公开的阶级大搏斗正在酝酿中，蒋介石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北海的反动势力就迫不及待地起来呼应。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深夜至翌日凌晨，十一师出动反动军队突然包围市总

工会的所在地——“三婆庙”及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肖我”照相馆。江刺

横等中共北海党组织负责人及其他同志多人不幸被捕。

江刺横等同志被捕后，北海的革命群众异常愤激，强烈要求十一师放人，

并积极准备营救，尤其是外沙的渔民，当他们听说敌人要枪杀我被捕同志时，

就着手备好船只，计划于敌人行刑前在路上劫走我被捕同志。但敌人既狼毒又

狡猾，一方面扬言交大银一千元可赎一人，以迷惑我党同志和群众；另一方面

又加紧审讯，蓄意尽快地对我被捕同志加以杀害。国民党北海审判厅厅长江嶙

如与江刺横是廉江同乡，又沾亲带故。他曾以“堂兄”的“亲情”劝诱江刺横

归顺国民党，并设宴款待。江刺横怒不可遏，把一席酒菜踢倒在地。这时，在

场监视的国民党士兵即在江刺横臂部刺了两刀。敌人软硬兼施也无法降服江刺

横同志，被捕的其他同志也都临危不惧，坚决斗争。

北海市总工会的骨干钟辉廉面对着进行审问的敌人，横眉冷笑，给敌人以

回击，使敌人无比尴尬。

手车工会负责人潘铁汉知道自己即将被杀害时，仍镇定自若地劝探监的亲

人：“干革命是不怕死的，怕死就不革命了”。还乐观地要家人回去给他拿剃刀

来刮胡须，以便仪容整洁地上刑场。

年仅十九岁的共青团员潘国鼎是个独生子，当他听说父母要变卖家产凑钱

把他赎出去时，便对家人说：“别信他们的鬼话，你们留这笔钱养老吧!原谅我

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了。”

敌人从我被捕同志身上得不到任何的口供，因而恼羞成怒，决定把他们杀

害。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农历四月初三)上午，荷枪实弹的反动军队沿路警戒，

在从审判厅至西炮台刑场三、四公里、长的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俨

然如临大敌；西炮台刑场也已挖好大坑，作出杀人后就地掩哩的姿态。敌人这

样做，目的是想把革命群众的注意吸引过去。当天中午，刽子手们却匆匆地把



江刺横等七位革命者推出审判厅大门，径直朝对面的海滩走去。江刺横、李雄

飞、冯务周、冯五其、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等七位同志大义凛然，临刑前

高呼“共产党万岁”，光荣就义。

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失败了，这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牺牲了。北

海人民永远怀念这些英勇的先烈。是他们，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党做了大

量的工作，在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

为马列主义在合浦、北海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后来革命运动的

重新高涨和党组织的重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北海党组织的受破坏，党组织负责人和其他同志的惨遭杀害，主要是由于

当时上级党组织对已篡夺国民党大权的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真面目认识不清，

缺乏应有的警惕，对敌人将取采血腥手段镇压革命力量估计不足，没有采取及

时的积极的防范措拖。但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却深刻地教育了人民。

在此后漫长的白色恐怖岁月里，北海人民始终没有停此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

争，没有停止过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经过先进分子和革命人民的努力，

一九三八年初北海的共产党组织又重建了。从此北海人民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

坚持十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北海的完全解放。

注一：

李任予：曾任中国工农红军 21军政委，后在战斗中牺牲(根据中国博物馆

的资料)

黄竞云：一九二六年冬受党派遣往新疆工作，后下落不明；

徐瑞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离开军队到上海，受党派遣往苏

联学习，后下落不明。 (根据罗道城提供的材料)

注二：

苏其礼：广东新兴人。l927 年到广西桂平转贵县，参加中共贵县县委的成

立，一九二八年一月任中共广西特委常委，三月牺牲于贵县。

注三：



黄学增：广东遂溪人，l922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农讲所第一期学员，广东

南路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海南岛负责区党委领导工作，

1930 年被捕牺牲。 (根据中共湛江地委党史办提供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