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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邓世增

·李汝祥·

邓世增(1886—1954)，号益能，广西合浦县南康镇岳塘村人。兄弟四人。

世增为长，二弟世诚，三弟世炎，四弟世汉。父鉴秋，是老学究，初在岳塘村

设馆教学，后迁南康镇，设馆名“鉴秋学舍”。年中入息不敷家用，乃转行贩卖

珍珠。因熟行，善加工，贱买贵卖，获利至丰，家庭经济日渐充裕，成为当地

富有之家。及至世增发迹，一跃成为巨富。拥有稻田二、三百亩，盐田三十多

路。在北海、广州马棚岗和东昌大街及香港各有洋房一幢。

邓世增幼时随父在岳塘村教馆读书，1903 年在珠江书院读书，辛亥革命时

在合浦廉州中学读书。在廉中读书时，适值全国掀起反清大风暴，邓偕同学卜

汉池、钟继业等人参加以苏慎初为首的反清暴动队，聚众千余，把清庭派驻合

浦的第廿四营清兵包围缴械，将该营首领解至县城南门“随达书院”附近斩首

示众，辛亥革命成功后，苏慎初、邓世增向群众宣布：“清朝合浦地方政府，已

被人民推翻，今后一切事宜，应请示省方处理”。旋即赴广州向省方汇报。后苏

留在省城工作，邓则要求入军校训练。未几，被送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炮科。

在校与陈济棠、林时清、钟继业等人感情甚笃。毕业后适值孙中山领导的第二

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死党龙济光率兵进犯广东，邓受排挤，乃回合浦，息影园

林，等待时机。

1921 年王师浚(合浦人)任合浦县长，邓由邑人廖愈簪(前清举人)介绍任县

兵队长。年余，王卸任，邓亦去职。1923 年 6 月间，邓在王授意下，由南路率

军队二百多人枪、山炮两门赴肇庆，通过旅长陈济棠的推荐，被师长李济深收

编为粤军第一师炮兵营，任邓为营长，驻肇庆西城进行训练。是年秋冬间，粤

军第一师调往东江讨伐陈炯明叛军，邓参加第一、二次柏塘战役以及向增城、

广州转进防守大和、人和。广州解围后，第一师回肇庆休整补充。是时第四团

长缪培南病逝，1925 年 2 月邓升任第四团长，所部驻东城外，炮兵营编入徐景

唐兼团长的补充团。未几，第一师第二旅由旅长陈济棠率领，开驻梧州支援李



宗仁、黄绍兹新桂系，解决驻桂的广西边防督办陆荣廷。战争结束后，邓团调

回肇庆。同年初夏，陈济棠统率第二旅和黄镇球的补充团支援李宗仁、黄绍竑

对反复无常的旧桂系残余沈鸿英部进行反攻。陈旅负责贺江流域作战，在贺县

梅花大获胜利，邓团参加了这个战役。五月下旬，陈旅凯旋肇庆。六月间，滇

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与云南军阀唐继尧勾结，在广州哗兵叛变，企图颠复革

命政府。大元帅府乃下令讨伐。第一师与许崇智的东征军、谭延岂的湘军、朱

培德的赣军协力消灭了刘、杨叛军，保卫了革命策源地。邓团参加北郊作战，

颇有战绩。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随将驻粤各军改称国民革命

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二旅扩编为第十一师，

陈济棠任师长，第四团改称卅二团。邓世增任团长。

1925 年 l0 月，第十一师参加第二次东征，取得胜利后调往高、雷参加南征，

进剿盘踞南路的邓本殷、申葆藩八属军。邓团参加了这两个战役。当时参加南

征的部队，主要是第四军和李宗仁的两个旅。1926 年初克复了琼崖，邓本殷部

大部分被消灭后，第四军乃分防钦、廉、高、雷、琼地区，从事绥靖工作。第

十一师分防高、雷时，第四军又增编一个第十三师，任徐景唐为师长，任邓世

增为第十一师副师长，卅二团团长，由香翰屏继任。第十师出发北伐后，第十

一师司令部及直属队移驻北海，卅二团调往钦廉。当时，钦廉地区尚有邓、申

残部张瑞贵一个旅，流窜于十万大山，伺机蠢动。土匪刘朱华有七、八百人枪

出没于合浦县东北部，打家劫舍，祸害地方。张瑞贵属申葆藩残部，较有战斗

力。邓世增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由邓父鉴秋与师部秘书廖愈簪分头劝告申葆

藩与张瑞贵，张犹豫不决。世增乃一面继续派人入山劝告，一面亲率卅二团和

卅三团两个营、炮兵一营，于七月中旬集中钦县，准备将其围歼。张感孤立无

援，才答应接受改编为十一师补充团，暂驻“三那”地区，后调灵山整训。接

着派兵剿灭刘朱华股匪，使钦、廉、防地方人民得以安家乐业。

陈济棠移驻北海后，国民政府任其兼钦廉警备司令。后陈往苏联考察，各

团、营长乃推邓任师长，邓力辞不受，仅照众人意见改组司令部了事。1927 年

四月问，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运动，邓十分惶惑。不久，奉命率部(卅

三团未动)调回广州，接任广州警备司令，维持广州治安。后来，邓调任第四军

参谋长。未几，又升任第八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为人忠诚老实，深为陈济棠



所赏识，其后成为患难同袍。“张黄事变”(即汪精卫指使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旨

在驱逐李济深，夺取广东军政大权的所谓“护党救国运动”)平息后，李济深于

1928 年初从南京回粤，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

挥。邓仍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和广州市公安局长。

是时邓的思想与行动很矛盾，一方面认为捕杀革命青年是伤害国家元气的罪行，

一方面又在继续执行所谓“惩治反革命条例”。因此，有人说他是大糊涂虫，而

他也没有公开否认。

国民党经过第二次北伐，统一了全国，在南京建立五院制的国民政府，蒋

介石为主席。蒋于 1929 年初以裁兵建设为名，召开编遣会议。因会议作出不公

平的编遣办法，引起国民党内新军伐的混战。蒋为排除异已，首先指向新桂系。

李济深与新桂系比较接近，也曾支持过他们，蒋因此对李有忌，遂于三月下旬

诱李往南京作调解人而加以扣留。粤方要求调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卫戍京沪，邓

随军任参谋长，参加了“一·二八”松沪抗战。结束后，十九路军调驻福建，

并由蒋光鼐任福建绥靖主任，邓任绥署参谋长。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介石失败

后，邓再往香港赋闲。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省建立人民抗日自卫团队统率委员会，邓世增应余

汉谋、香翰屏之聘，任该会委员，不久又兼任钦廉地区游击司令。1938 年合浦

县成立第十三区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邓兼任主任委员。为作长期抗战准备，

在合浦拆廉城、毁桥梁、破坏公路，削低碉楼。九月问，邓又任广东省第八行

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0—1941 年间，邓世增及合浦县长李本清残酷镇

压了合浦县白石水人民反对奸商运粮资敌的武装斗争，犯下了不可饶怨的罪行。

1939～1941 年间，邓为支持李济深进行民主政治运动，尽力筹款资助，还

将自己的廿一路水盐田贱价出卖，得款尽给李。1947 年李济深要邓参加国民党

“国大”代表竞选，因邓家庭富有，便在廉城设立竞选团，在各乡镇设立招待

站，派有工作人员，从事竞选联络工作。凡参加选邓为“国大”代表的选民，

来往川资食宿费用均由邓供给，一时选民蜂涌而来。因此，邓以多数票压倒竞

选对手龙詹兴(合浦人，中大毕业，留学法国)而当选。后去南京参加“国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竞选中投李宗仁的票。

1948 年春，民革、民进领导人李济深、蔡廷锴，派岑嘉贤、王宗兴从香港



回合浦，秘密组织民革地下军——合钦灵舫边区人民指挥部和民进合浦县分会，

策划合浦团队伺机起义。当时王宗兴对我说：蔡廷锴发给我一笔活动经费，李

济深、蔡廷锴都有信交给我带交邓世增、许锡清，要他们二人支持活动费用。

同年五、六月问，我去北海邓家谈论形势问题。邓说：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

国民党垮台的日子快要到来。我说：益公(对邓的尊称)最好出来领导起义，邓

说：我参加起义活动容易暴露政治面目，目前不如在外围帮忙，作用更大，活

动费我已交港币一千元给王宗兴，以后需要，我再筹助。而实际上，他是作两

手准备、采取静观其变态度的。八月间，民革地下军已组织就绪，民进合浦县

分会也发展三、四十人，准备起义。但因内奸叶其润密报于广东省第八区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八月十二日，民革、民进成员岑嘉贤、王宗兴、龙忠珍、岑运

彬、李汝祥、谭启祯、蔡建中、升进、王子法等九人被捕解往广州绥靖公署，

后送入特务监狱囚禁，1949 年 10 月广州解放始获出狱。事发后逃去香港。岑嘉

贤、岑运彬、王宗兴、李汝祥出狱后，先后到香港向邓汇报被捕出狱经过。邓

将一千元港币给岑嘉贤、岑运彬、王宗兴，另将二百元给李汝祥解决衣食住宿

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赴京会见李济深，被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

委员，派回民革广东省委员会工作和学习。此时我在广东省民革委员会学习，

与邓经常相见。1954 年 5 月 16 日，邓在广州病逝，终年 68岁，葬于十九路军

坟场，李济深为他的墓碑题字，文曰；“邓世增同志之墓”，以示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