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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的北海市党部

北海市委党史办 张海涛

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省把北海划为独立市，随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

员到北海筹建市党部。因办事不力，筹建工作稽廷时日，进展不大。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广东省南路特派员林增华(原名林丛郁，共产党员)

从廉江抽调江刺横同志到北海负责重新筹建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江刺横也同时

受中共南路党组织的委派,到北海开展建党工作。中共南路党组织也同时在廉江

等地抽调简毅、李雄飞等人与江刺横一起到北海开展建党工作并协助江刺横筹

建国民党北海市党部，他们三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先后

以双重身份在北海开展工作。

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共广东区委派特派员潘兆銮同志来北海，在他的主持

下成立了中共北海党小组，有党员江刺横、简毅、苏其礼、李雄飞等人，江刺

横为小组长。

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国共两党便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北海党组织建立

后正是利用统一战线的时机，联合国民党左派重新筹建国民党市党部。一九二

六年七月十一日北海市党部成立①，地址在升平街内(现珠海西教堂对面的水产

公司宿舍)，有区党部三个，区分部十二个，党员约二千余人。以工界为最多，

次为学、商、农、妇，执行委员有江刺横、黄敬初、潘国鼎、钟宝琪、简毅、

廖竹洲等；监察委员有李雄飞、冯五其谭程祥等；内分组织、宣传、青年、妇

女、商民、农民、工人七部办事②，江刺横任组织部长，简毅任工人部长，张

达超(国民党左派)任妇女部长，陈国兴 (进步青年)任青年部长③，苏其礼任农

民部长④，市党部的负责人是江刺横。

当时的市党部，实际上是在中共北海党小组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机构。

党组织正是通过“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合法地位，具体领导着北海人民的革



命斗争．市党部成立之前，北海是没有工会的，其后，各工会相继成立，计有

码头、海员、驳艇、装船、手车、车缝、鞋业、店员、建筑、理发、炮竹、屠

业、洋务、茶居、首饰、木器等十多个基层工会，会员发展到五千多人。一九

二六年十月，各工会联合组成了市总工会(负责人是简毅、钟辉廉等)，并以工

人运动为中心推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成立了学生联

合会、农民协会、渔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当时的市党部革命气氛很

浓，活动十分活跃。市党部内正中挂孙中山象．两边挂马克思、列宁象，里面

布置是红色的，墙上张贴的标语是：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市党部每星期开会一次，主持人江刺横，各区党部、区分部、各工会

的负责人均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宣传革命道理，介绍革命形势。如孙中山

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帝、封

的侵略和压迫，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斗争等等。并且和各基层领导研究当

前开展的工作．市党部还印发各类革命传单和文件，分送到各基层单位和渔、

农村、甚至涠洲岛、斜阳岛；并创办了各种民众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讲习

班，组织各类群众集合，学习革命道理，宣传革命形势，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

领导各行业工会对资方进行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工人工

作，领导妇女同传统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争取婚姻自由，反对蓄奴纳妾。市党

部还派员深入到广大的渔农村和海岛，组织农会，发动岛民开展打倒土豪渔霸，

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每逢节日或纪念日，市党部便组织各阶层民众举行大游

行，工人队伍、商民队伍、学生队伍、农民队伍、妇女队伍……一行行、一列

列，大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敲着锣，打着鼓，跳着舞，夜间便灯笼火

把，舞狮舞龙，烟花爆竹，煞是热闹，其革命气氛之高涨，是北海空前的。

一九二六年的北海，封建迷信的气氛还很浓，为提倡革命新风，十一月间，

市党部研究决定，由市总工会出面组织全市各阶层民众推捣了迷信活动的基地

一一封建庙宇的菩萨。

同年十二月，市党部组织和领导了“倒陈”运动。陈椿熙，北海市政筹备



专员，他对市党部领导的民众革命运动极为不满，利用其地位常与市党部分庭

抗礼，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民众对其恨之入骨。因此，在市党部领导

下，由市总工会出面组织，北海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会中通过

组织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会后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市罢工、

罢市、罢课，万人空巷，到市政筹备处示威，并包围庇护陈椿熙的第十一师师

部。在北海人民强大的压力下，陈椿熙被迫下台，“倒陈”运动取得了胜利。

然而，十一师对市党部憎恨日甚，对市党部的活动处处掣肘。市党部也针锋相

对，发出了“打倒新兴军阀”的口号。矛头直指十一师，矛盾便越来越尖锐。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南路农工代表及国民党代表联席舍议在在高洲召开。

在南路，工人运动以北海市和梅录市最为活跃，北海方面有江刺横等几个代表

参加⑤。会后，江刺横代表北海市党部参加了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二七年元

月三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

十分猖狂，江刺横和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刘尔崧等

同志在一起，坚决主张要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

政策，批判右派违背孙中山遗教，反对压制和摧残工农运动⑥。会后，国民党

右派的反共活动越来越明朗化。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发出“改

组全省各县市党部的决定”。三月，北海市党部“改组”。由国民党广东省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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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市党部内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均被解除职务。市党

部的招牌已改成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改组委员会。

改组后的市党部与北海驻军第十一师勾结一起，沆瀣一气，共同抵制革命

群众运动，制定原市党部和总工会领导的黑名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

革命大屠杀后，市党部接到上峰要镇压“共党”的密令，便勾结十一师，由十

一师出动反动军队于四月二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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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同志有党和总工会的负责人江

刺横、李雄飞、冯务周、冯五其、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等七人，基层工会



的负责人顾际隆、梁维英．梁久志等多人⑦，还有合浦一中黄大伟、郭泽真、

郭泽亭、崔雪珍等一批进步学生⑧。五月三日于现在的海滨公园内，党和总工

会的负责人江刺横等七位革命者被枪杀，其余的被家属或校方保释出狱。

“四·二三”事变后，市党部和十一师继续搜捕共产党入和进步人士，北

海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北海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国民党右派所掌握的

市党部和反动军队十一师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前和三月后的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党

部。前者是中共北海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实际上，北海党组织正是通

过这一市党部具体地合法地领导着北海地区的革命运动，她是大革命时期国共

合作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的产物，她通过革命的统一战线广泛地发动各阶层的人

民起来革命，迅速地掀起了北海地区反帝反封的革命高潮，她起到了中共党组

织独自难以起到的作用，她无疑应该在北海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一个重要

的位置!后者。则是由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市党部，它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充

当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鹰犬，成为镇压革命，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它是反动的，

也应该在我们对敌斗争的历史上留有一个位置，好让我们永远记取这次血的教

训。

注释：

注一 、注二据《北海市现状》(《国民周刊》第二期，民国十五年十月十

日)

注三、一据陈国兴自传，谈其是当时的青年部长。二“我有一个同学叫陈

国兴，是市党部青年部部长……”陈杰，原北海一中第一届毕业生。三“陈国

兴当时是青年部总干事——杜寿卿同忆录。

注四、据张九皋的《北海党小组的建立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

注五，据陈信材同志记录稿“……南路工人代表会也在高州召开，代表约

有二十余人，北海市及梅录市占大多数，会议由黄学增主持，……北海市……

负责人是江刺横”。



注六，据何锦洲同志(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员)文章及赖先声同志同忆录，

注七，据钟礼观撰写的材料。

注八，据杜寿卿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