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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中共北海市党组织的先驱——江刺横烈士

罗 威

北海在解放前历属广东省管辖，解放后才划属广西。北海地处南疆边陲，

有十万大山作依托，面临北部湾，海上交通四通八达，与越南的海防市和我国

的海南岛、湛江市相望，是两广和西南的海上门户。

由于北海地处险要，清朝设立北海镇总兵的军制，列为全国七十九个镇之

一(当时天津、重庆、琼州、台湾等也属镇的军制)；后为两广军阀相争之地；

中日战争爆发，日寇立即侵占北海的涸洲岛，既扼我南方之咽喉，又可觊觎东

南亚，正显示了北海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所以，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共两广区委(周恩来同志任委员长)，将北海与梧

州、香港鼎足相依，派出共产党员到这三处开拓共产主义运动。

正因为上级党委很重视北海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地方，所以，当时全国

的共产党员还不多，只有九百五十人，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在一九二五

年十月随军南征，讨伐军阀邓本殷取得胜利之后，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即吩咐

中共廉江县总支部调派江刺横和简毅、苏其礼、李鸿飞四位共产党员到北海，

在广州派来的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组织部秘书潘兆銮的主持下，成立了北海

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江刺横任中共北海党小组组长(后是中共北海市党组织

的负责人)。这个小组是当时钦廉地区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也是继一九二五年十

一月广西建立中共梧州支部之后的最早的党组织。

中共北海党小组成立后，上级党委先后派出潘兆銮、黄学增、韩盈等领导

人到北海检查捐导工作，促进北海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

江刺横到北海开拓共产主义运动，至今虽然已相隔五十六年，但是，老一

辈的北海人每当忆谈北海市建立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时，都怀着极其钦敬的深情，



缅思当年为党的事业操劳、足迹踏遍北海城乡和海岛的、开拓北海市共产主义

运动的先驱——江刺横烈士。

一、烈士小传

一九八一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发给革命烈士证书)

的江刺横原名江稚衡，广东廉江县良铜区南溪村人。一九○○年出生在一个破

落的封建家庭。他少年时因家境贫困，只读了几年私塾，但他聪颖勤奋，敏于

接受新思想，进步很快。在他青年时代，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忧国忧民，曾

摸索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实业救国的道路，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了他：此路不

通!他感到惆张、失望。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江刺横在探索救国救

民的道路上，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他很快就在黄学增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的世界观，积极投身从事党领导的南路革命活动。在党的关怀下，一九二

五年起，他曾到广州受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聆听过澎湃和毛泽东等

同志的讲课。从广州回到廉江，党派他领导廉江县农民协会的工作。

江刺横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非常坚定，他忠于党的事业，为革命甘受艰苦。

他为了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开展廉江农民运动，便动员说服母亲和妻子，把原

有祖传的十亩左右的田产典卖光尽。他为开辟廉江表民运动的局面，夜以继日

地四出宣传革命道理，发传单，画漫画、教唱《打倒列强》、《农民苦》的战歌，

传播革命书刊，发动农民组织起来，促使廉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摇撼了反动

阶级的宝座，被官僚地主视为大逆不道的眼中钉。同时，他还善于用谐音来寄

寓和表达自己的革命意志，如将自己的原名稚衡化作刺横，就是专刺强横，表

示了他要推翻黑暗社会的革命决心。

由于江刺横领导廉江县的农民协会工作出色，立场坚定，中共廉江县总支

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吸收他参加党组织，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中共广东南路

特委为了把廉江的经验推广到钦廉地区，于一九二六年五月调派江刺横和其他



党员同志一起到北海市开展工作。

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刺横以双重身份来北海开展革命活动。他

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在共产党内则是中共北

海市党组织的领导人。

江刺横到北海的时间虽然只有七个月，但由于他忘我革命，努力开拓北海

市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党的称赞。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下旬，由我党掌握的国

民党南路特委便通知他到高州城参加南路各县、市党部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

一月，江刺横又代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出席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期

间，江刺横参加南路代表请愿团，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请愿制止南路的地主豪

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的暴行，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斗争。但由于当时国民

党右派的操纵和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南路代表请愿

团的斗争受到挫折。当年二月，江刺横从广州开会回北海不久，国民党反动派

根据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改组了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排斥了在市党部担任

主要职务的江刺横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露出杀机。江刺横在被排斥

后，仍然坚持“我的岗位就在北海”，续继领导着北海市总工会与国民党反动派

开展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壮烈就义。

江刺横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光荣牺牲了，但他的革命功绩永远在北海人

民中传颂，他的英勇形象永活在北海人民的心上。正是：倾家革命兴中华，南

国腥风何惧它!为党捐躯春常在，魂归大地遍红花。

二、初到北海

江刺横一到北海，即与苏其礼等同志，充分利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

公开合法地位，从事领导发动北海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并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以北海为中心发展钦廉地区的革

命运动。

江刺横到北海后，即紧紧依靠党组织，一手抓培养发展中共党员，以壮大



党组织；一手抓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尽管开拓北海这块“生坡

地”，工作比较棘手，但是，江刺横团结同志和依靠群众，以其充沛的青春活力，

忘我地为党把这块“生坡地”开发，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经过短时间的努

力，吸收了钟辉廉(即钟英)等几位同志参加中共党组织，并陆续建立了车缝、

黄包车、驳船、鞋业、码头、海员、店员、建筑、理发、木器、装船、五金、

洋务等十多个基层行业工会，会员发展到三千多人。基层行业工会一成立，他

即发动会员掀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斗争的热潮推动了钦廉

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当时广东南路十几个县市的工人运动最有成绩、规模

最大的一个市。

一九二六年七月，江刺横即把这些基层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北海市总工会，

并提议党组织委派新党员钟辉廉出任北海市总工会委员长。他即腾出手来，以

工人运动为中心，和同志们深入渔村、农村、海岛、学校，宣传发动和组织领

导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进行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

根据北海农民传说，江刺横和李鸿飞、钟辉廉、潘铁汉等曾到过市郊的大小岭、

呆小岭、西边铜、铜鼓岭、龙潭的中村下村一带进行串连活动，以龙潭下村为

重点发展组织了农民协会，并以外沙渔村为重点建立了渔民协会。市区也组成

了妇女协会，妇协主任是张达超(国民党左派，当时任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妇女

部长)，妇协的领导成员有梁惠明、崔雪珍、张德恩、张仕贞等人。妇协成立后，

曾领导了妇女开展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

为了发展革命形势，出生在广东廉江县南溪村的江刺横，克服渡海晕船的

困难，横越与北海市区相距三十六海里的涠洲岛。他登上海岛即以公开合法的

身份，在南湾街、讶背、荔枝山等处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组织了农会和渔业工

会。同时，在海岛上还发展组织了“青年同志社”，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据

现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兼省政协参事室副主任苏翰彦说，一九二六年他随父母在

北海市涠洲岛居住，那时他正在涠洲小学读高小。他本人也参加了青年同志社

的组织活动，多次听过江刺横和李鸿飞的讲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



事隔五十多年，但至今记忆犹新。

此外，江刺横还争分夺秒的先后在市区成立了平民夜校、工人俱乐部、工

人纠察队；又举办了三期工人讲习班。讲习班的讲师由江刺横、钟辉廉、潘国

鼎、冯务周、冯伍琪、潘铁汉等人担任。曾在北海中山公园任花艺师傅、现已

退休的郭永耀参加过第三期的工人讲习班。

经过半年的紧张活动，江刺横领导的中共北海市党组织，实现了两手抓的

计划，宣传人民，组织人民，大造革命声势，唤醒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

资本主义的觉悟，江刺横和同志们用心血浇灌的共产主义种子，已在北海这块

“生坡地”上萌芽、开花!

三、反封建斗争

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怎样把运动引向深入，促使共产主义的红花开得

更鲜艳?江刺横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在中共北海市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中山东路肖我照相馆，召开秘密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了进一步发

动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措施，决定在前几个月开展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反

封建迷信的斗争，由市总工会牵头，农协、妇协、学生配合，通过发动反封建

迷信斗争掀起反贪官污吏的运动。

会议结束后即按分工进行紧急活动，总工会在钟辉廉的领导下，马上召开

基层工会负责人会议，传达布置市党组织的安排，并组织好工人纠察队维持秩

序。李鸿飞负责发动渔农民参加斗争；市区的妇女由张达超负责发动。各方面

的布置基本就绪时，江刺横再次召集秘密会议，检查了各个组织的准备工作之

后，当即通过行动的日期是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公历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到这一天上午，市党组织一声令下，工会的会员，外沙、地角的渔协会员

和龙潭、大小岭、呆小岭、西边铜等地的农协会员，以及妇协发动的妇女，从

四面八方汇集到市总工会的门前，在市总工会委员长钟辉廉的率领下，群情汹

涌、声势浩大的通过中山路直指地母庙(现今的东柴栏对面)，回师龙皇庙(现今



珠海东路龙皇庙码头处)。瞬间，土豪劣绅神棍借以麻醉欺压剥削人民的木偶神

象，即被人们用棍扫、用脚踢、用手推，全部捣毁。工农群众对这一斗争拍手

叫好，唯独土豪劣绅和神棍们怕得要命，他们急急忙忙地趁人群涌向龙皇庙之

际，结群闯进三婆庙(现今外沙桥对着的路口，已拆毁开马路)，匆促将庙内残

存的神象搬到林屋村(现今市运输公司左面一带)收藏起来。

捣毁神象的反封建迷信运动吓坏了北海的土豪劣绅，他们联名向市政筹备

处(当时是北海市最高行政机关)告状，要求镇压群众运动。市政筹备处专员陈

椿熙是国民党第十一师师长陈铭枢的叔父，他恃侄子之势，竟命令警察局提了

四个工人纠察队员，妄图以此抑制群众的革命活动。但是，恰恰相反，江刺横

领导的北海市党组织却利用这一机会，把反封建迷信的矛头转向反贪官污吏的

斗争。因为北海于一九二六年初改镇为市建制，原任北海警察局长的陈椿熙出

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凭借他侄子势力为非作歹，滥收捐税，欺压群众，残

害百姓，罪行累累，北海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党组织正欲拔他算帐，现在他却

自罪于民，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恨。“顺藤牵瓜”，为民除害。市党组织的领导人

江刺横等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发动“倒陈”运动，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

四、“倒陈”运动

中共北海市党组织虽已研究了“倒陈”运动的部署，但仍“先礼后兵”，由

市总工会出面向市政筹备处交涉，要求释放四名工纠队员。经过多次交涉，市

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都不答应。于是，在市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江刺横、李鸿

飞、钟辉廉、冯伍琪、冯务周、潘铁汉、潘国鼎主持，成立了“北海各界打倒

陈椿熙委员会”。委员会一组成，江刺横立即执笔写了发至全省的“快邮代电”

揭露声讨陈椿熙的十火罪行，江刺横还在这檄文上带头签了名。

“快邮代电”发出后，江刺横即率领数百群众擎扬标语。高呼“打倒陈樯

熙”、“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立即释放工人纠察队员”的口号，

奔向市政筹备处(在今朝阳里市政府宿舍内)，要找陈椿熙算帐。陈椿熙闻讯后，



惊恐万分，赶快溜逃到驻在北海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师部(该师部设在审判厅，现

是市人民法院所在地)躲藏起来。江刺横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指挥示威队伍转向

第十一师师部请愿，激昂的口号声一阵高一阵，纷纷力主将陈撤职查办。可是，

国民党第十一师由陈铭枢控制，要他处理他的叔父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师师部不接受群众要求，群情鼎沸，市党组织即决定于十二月的一

天(据说是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历十二月十六日)，号召全市罢工罢课罢市，

工人、渔民、农民、学生、市民、妇女等万余人，成群结队，云集总工会，参

加示威大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江刺横的总指挥下，沽浩荡荡的挺向审判厅，

包围了庇护陈椿熙的第十一师师部，与该师的代师长邓世增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罢工罢课罢币，持续十天，声势浩大，给反动势力狠狠打击。在强大的革

命群众运动压力下，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慑于北海工农群众团结一心，迫得接受

“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的要求，释放了工纠队员，查办了陈椿熙。中

共北海党组织领导的“倒陈”运动取得胜利，震动整个钦廉地区，人心大快，

为北海现代革命史写下了光荣的首页。

五、临危不惧

当时北海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节节胜利，是在全国大好革命形势的推动

下取得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此甚为恐惧，岌岌不安，于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

底二月初，便采取所谓“清党”的组织措施，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及左派

力量清除出党。国民党北海市党部也实行了“改组”，江刺横等多名在国民党北

海市党部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均被解除职务，而代之以国民

党顽固份子曾广玉、李玉岗、林培、包天卓等把持了市党部。

在此紧急形势下，以江刺横为领导的中共北海市党组织，仍然肩挑领导革

命的重任，坚持领导着市总工会与国民党反动派续继进行斗争。

随着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反动派从“四。一五”起

在全省各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在腥风血雨袭来之时，北海的



形势越来越险恶，北海的反动派也窜窜欲动。此时，江刺横的家人来信劝他转

移，他却泰然置之，回信对亲人说：“我虽然交出了(国民党)市党部，但还领导

着工会，我的岗位就在北海。”他把党的事业看得重于自己的生命，坚守自己的

战斗岗位，镇定指挥，与同志们一起，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策反国民

党驻在市郊茶亭附近的一连军队，配合工农暴动队，赶制大刀六百把，并准备

好武装起义用的旗帜、标志、文告等，计划在捕捉邓世增之时，即点燃武装起

义的熊熊烈火。

可是，在预定武装起义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却先下了毒手。一九二七年四

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二时至翌日(四月二十四日，即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凌晨，国

民党第十一师代师长邓世增派出武装军警突然全市戒严，包围了设在三婆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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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了江刺横等市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和基层工会的负责人顾际

隆、梁维英、梁久老等共十一人。

北海“四·二四”事件发生后，群情异常愤慨，纷纷结队请愿，要求释放

被捕同志。另一方面，已策反的一连国民党军队，准备与群众一起暴动劫狱或

在刑场西炮台(在现今海角大道桂皮仓处)抢救被捕的同志。但狡猾的的敌人提

前于事发后的第九天，即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农历四月三日)下午三时，临时

改变预定的刑场，将江刺横、李鸿飞、冯务周、冯伍琪、钟辉廉、潘国鼎、潘

铁汉等七位同志枪杀于审判厅对面的滨海沙沟(今海滨公园中)。江刺横在他年

青生命的一刻，从容领着大家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江刺

横烈士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江刺横等七位烈士遇难之前，反动派耍了种种阴谋，妄图从他们口中获得

中共南路地下党的机密。反动派在提审钟辉廉、潘铁汉时，受到钟潘两位同志

的严词训斥，反动派毫无所获，便转以软硬兼施的诡计，由审判厅长江璘如出

面，利用堂兄的身份对江刺横进行思想分化。首先以利禄引诱江刺横自首，江

刺横大义凛然说，共产党人决不向国民党自首投降!接着，又劝江刺横以后不要



从事革命活动，江刺横激昂地回答道：共产党就是要革命，革反动派的命!这位

堂兄一而再的劝降都成泡影，最后提议送江刺横到越南去，实质上是换汤不换

药的劝降丑伎，忠贞于党的江刺横洞察敌人的阴谋，坚决拒绝。江刺横为革命

不惜离妻别子、倾家荡产，他一颗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共产主义事业

的红心怎能屈膝变节!

可是，反动派还不死心，最后另耍一花招，邓世增授意审判厅长在审判厅

内摆设宴席，“请”江莉横等来共饮，以诱骗他们吐露我南路党的组织关系，妄

图一网打尽。坚贞不屈的江刺横等同志识破敌人的奸计，愤然挺身昂立拒绝入

席。身材高大的江刺横这时更显得高巍耸立。他以嘹亮的声音、激昂的言词痛

斥反动派，随即狠狠一脚将一台酒菜踢翻，汤肉飞溅，吓得敌人唷唷鬼嚎。反

动派的阴谋落空了，便喝令卫兵用刺刀向江刺横的臀部刺去，鲜血直流，但江

刺横面不变色续继怒责反动派叛变革命的可耻行径。

反动派在江刺横等同志的面前变为被审判者。反动派恼羞成怒，凶相毕露，

便将江刺横等七位同志杀害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共北海市

党组织和她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而转入低潮。

江刺横领导的中共北海市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虽然被敌人破坏

了，但是，江刺横等烈士用生命开拓的北海市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却以“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孕育着钦廉地区一九三六年革命高潮

的到来，为恢复中断十年改以合浦为中心的党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江刺横等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英名与春常在，他们辛勤开拓的基地已

遍地结出丰盛的硕果。

开拓北海市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一江刺横烈士永垂不朽!

(1982 年 2 月 28 日第一稿，1983 年元月修订第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