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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时期北海妇运筒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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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北海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北海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紧密相

连。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北海妇女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与男同志一道，为

推翻反动统治，为争取真正的妇女解放，赢得平等自由而斗争。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相继许多进步书

刊在北海出现，不少进步女青年向往革命。当时，钟竹筠从广东来到北海贞德

女子学校读书。她很早就接触革命，经常热情帮助同学劳瑞梅(烈士冯遵先之妻)

李玉霞等人学习马列著作，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女同学张达经、张

达超、罗道诚、沈卓青等受其影响接受革命思想，她们懂得只有革命才能挽救

中国，才能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她们多次发动学生开展了反对外

国校长董恩典的革命斗争，参加了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从些揭开了

北海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二、大革命时期北海妇女的革命运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由于学生罢课，贞德女子小学停办了。为了解决失学女

生的学习问题，张达超在祖父亲的资助下，于中山东路庞××家租了房子、办

起了超光女子小学，自任校长。收原贞德女校及其他校外的贫苦孩子免费入学。

张达超、张达经、张达枢、罗道诚、沈卓青等当义务教员。

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月、中共北海市委和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相继成立。国

共两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党组织通过市党部，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广泛发

动群众，在推动市总工会的成立之后，还建立了十多个基层工会，并成立了妇

女解放协会。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长张达超负责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妇女豁



领导妇女参加反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反对蓄婢纳妾等活动。一九二六年

七月，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筹办。为了培养妇女运动骨干，北海党组织派罗道

诚到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罗入学的介绍信是以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名义

出具的)。同年冬天，罗道诚介绍好友、向往革命的进步女青年沈卓青到广州妇

女解放协会参加革命工作，沈卓青于一九二七年春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

二七年四月，北海党组织被破坏，妇女运动受到胁迫，陷入低潮。

三、革命低潮时期坚持斗争的北海妇女

一九二七年秋，由中共遂溪县委领导的一支农民自卫军渡海转移至北海斜

阳岛(其中女战士、家属 l5人)改造原绿林符振岳(农军一营营长)部、团结广大

群众，共同生产、生活和战斗，农军在斜阳岛建立革命根据地。长达五年之久。

女战士赖英(二营副营长余道生烈士之妻)梁四(烈士符振岳之妻)等带领其他女

同志负责后勤工作。她们开荒种地、喂猪、养鸡、缝补衣服、做炊事工作等。

她们还把卖农副产品所得的钱购买子弹或生活用品。在此期间，农军多次回师

大陆，狠狠打击了敌人，威震南路。因此，敌人对此大为震惊，曾多次围剿农

军未遂，一九三二年五月，敌人调集海陆空三军重兵围攻斜阳岛。农军战士坚

守孤岛，浴血奋战，予敌重创．女战士和家庭妇女冒着枪林弹雨去挖野菜给农

军充饥；到岩洞找水给农军解渴，她们同农军一起，挖战壕、拾石头、同呼吸、

共命运、与敌人奋战，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农军粮尽弹绝，减员过半，

但仍坚守阵地，女战士赖英、梁四等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梁四坚持最后一

刻，战斗到弹尽，跳海英勇牺牲。直至冬天，因敌我力量悬殊，粮尽弹绝而被

敌攻陷。大部分将士阵亡，赖英等四十余名同志陷入敌手，除赖英等十四个女

同志免于殉难外，其余农军均在北海两炮台刑场(即现在的区船厂附近)英勇就

义

一九二九年秋至次年，共产党员杜君恕，杜君意姐妹俩从外地转移到北海，

她俩在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任教，以讲坛为阵地，向学生讲解革命道理、推

荐进步书籍，传播革命思想，在民众和师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共东兴支部书记钟竹筠在东兴被捕，旋即押解北海。

钟竹筠在狱中既不吐露党内半点真情，又团结难友对敌坚持斗争。她虽受尽酷

刑折磨，仍然坚贞不屈，一九二九年七月临刑那天，她仪态雍容地向围在街道

两旁的群众告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

产主义，高呼：“共产党万岁”!

四、为抗日救国而英勇斗争的北海妇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北

海青年学生首起先锋作用。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民

众。各界群众闻风而动愤然而起，振臂疾呼，力主抗日。自该年始，北海曾多

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寇野蛮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投降主义，宣

传抗日救亡主张，抵制和查缉日贷。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并陆续参加各种

进步的读书会组织。其中主要的有“未明读书会”，“新哲学研究会”，“静励斋

读书会“等。女学生罗永英、(现名罗英)、黄翠玉、苏少芝，苏少芳，罗永莹、

何醒予，卢冠群、黄玉金、陈莲珍等都积极参加读书话动，罗永英还是读书会

的骨予分子。她们以“救民于水火”抱负，热烈地追求着马列主义真理。

读书会主要是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时事政治、进行社会调查和串连。他们

读的书主要有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恩格斯的《反社林论》和鲁讯、高尔基、

巴金、郭沫若的革命文艺著作和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生活》、斯大林著的《列

宁主义基础》等。读书会不仅学习马列主义，同时还络合进步的学生运动以各

种方式向社会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读书会还通过出版刊物、兴办夜校，

识字班等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

一九三五年，进步女青年卢冠群、陈英然、伍瑞芳等在普仁医院(即今人民

医院)斜对面设办普文学院，他们不但教给学生文化知识，还积极宣传抗日道理，

教喁抗日歌曲。参加学习的有七八十人。晚上，他们还兼办夜校，免费为贫苦

少年升学补习知识，一九三五年署假，张达经还与赵世尧等男党员一道，在合

浦一中创办世界语班和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宣传革命新文化和进步思想。



一九三七年底至三八年间，合浦一中女学生罗永英、黄翠琼、黄玉金。吴

德馨、黄家秀、陈莲珍、苏少琳、苏少芝等，在外沙办了两个妇女识字班，每

班约有三、四十人。她们白天坚持回校上课，晚上教妇女学文化、介绍苏联的

妇女生活状况，宣传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宣传抗日救国和共产主义思想。

一九三八年“三八”妇女节，她们还在中山公园组织了上千妇女参加的庆祝集

会。并组织演出了凡晚话剧，收到很好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二月，北海党组织重建，三月，在党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了北

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还分别组成青年、妇女、工人等抗敌同志会。北海妇

女抗敌同志会(简称妇抗)的负责人是何醒予(共产党员)，委员有：卢冠群(共产

党员)、罗英、蔡秀英、邓筱筠等人。妇抗的成员主要就合浦一中在校和毕业离

校的女学生、社会女青年、少数纺织女工和个别家庭妇女。(会址设在吴家园(今

市第二人民医院)。报名入会的一、二百人，经常参加工作的有一、十十人。

妇抗的任务是：发动会员串联社会上的手工业女工、纺织女工、家庭妇女

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组织募捐队，为抗敌援会募集经费；救济难民；慰问前线

战士；成立救护队，进行防空救护；组织民众识字班，宣传抗日、唤起民众。

在“妇抗的动员下，全市迅速掀起了家家户户积极募捐的高潮。同年下半年，

“妇抗”委员卢冠群在高德三街(三婆庙小学)举办了一个民众识字班，培养了

进步女学生冯若珍、苏文晨、赵世贞等人，通过她们教学简单易懂的文字，并

向学学生及群众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晨呼、晚呼，唤起民

众、保卫北海等……。参加学习的男女老少约有三四十人。

“妇抗”还挑选部分精壮的会员组成女壮丁队。队长梁秀兰、队员罗永英、

罗远芳、陈志风、黄玉金、梁国珍、潘伟耀、蔡秀英、陈碧荣、陈玉珍、陈莲

珍、卢冠群、何醒予、黄翠玉、苏少芝、苏少芳、邓爱蓬等二十余人；女壮丁

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为战地救护作好准备；宣传抗日救亡；担负防敌侦奸、警

戒海防线、巡逻市区、维护治安和掩护群众疏散等工作。

一九三八年九月，涸洲岛沦陷。在党的领导下，合浦一中组织“怒吼剧社”



由庞文隽(现名庞自)、耿宪修负责，女学生苏少芝、苏少芳、罗永英、利培凤、

黄翠玉、陈莲珍等人参加剧团。初中班还组织了“儿童团”(团长陈祥军）苏秀

远等为主要团员。两个剧团到街头、渔农村，还渡海到涠洲岛，演出了《放下

你的鞭子》，《弃儿》、《古庙钟声》《最后一课》等抗日救亡戏剧。演出的效果很

好，使群众很激昂，赢得了群众不少眼泪。

“妇抗”成立不到一年，战事日趋紧张，壮丁队因经费困难，受到极度限

制，以至，一部分队员参加各个救亡团体，一部分随家庭疏散了。“妇抗”中的

合浦一中女学生罗永英、黄翠玉，黄翠琼、苏少芝、苏少琳、陈连珍等随学校

到广训集训，后参加了省“抗先”。其余大部分队员随一中迁至长塘山和大石屯。

“妇抗”也因会员分别疏散而解散。何醒予、卢冠群于一九三九年春前往浦北

福旺农村开展妇女工作。

一中迁址小江后，大批党员随校转移，留在北海的女党员黄家秀与其他男

同志一起参加了一七五师政工队，利用合法职务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共广东省南路特委李士洋回合浦建立中心县委领导钦

廉四属的党组织。不久，女党员黄翠琼，黄翠玉，黄翠英(现名黄坚)卢冠群等

遵守中心县委的决定，随着大批男党员分别到灵山、防城、合浦等地开展党的

工作。原妇抗会员蔡秀英等经常做慰问前线的工作。

一九四○年一月，为了回击反共逆流，廉北区委与西场区委联合发动沙岗、

西场、北海、廉州等地群众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反对国民党沙岗自卫大

队副队长王国光勾结汉奸运米资敌的斗争。北海的罗永莹、邓爱莲与李梓明等

公开出面带领群众开展这一斗争。二月十一日，二千多群众把国民党合浦县府

围得水泄不通，邓爱莲，李梓明等在县府门前宣传，控诉指责奸商的卖国罪行，

要求惩办汉奸和禁运粮米物资资敌。请愿持续了三天，终于迫使当局口头同意

请愿所提出的要求．

四月间，北海党组织结合全国反对反共逆流的斗争，组织党员张贴、散发

第十八集团军《告全国人民书》等反汪，反逆流的传单。何醒予、罗英等同志



积极散发、张贴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同时，合浦一

中党支部也在大石屯开展反汪、反逆流的斗争。一中训育主任杨超兰恃其权势，

在课堂上宣扬汪精卫的反共言论，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党支书罗永莹与邓爱

莲等在党组织的布置下，发动学生罢课，反对杨超兰的可耻行径，斗争持续了

一个多月。

五月，北海地区党组织传达党中央提出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部分党员转移山区。罗永英、黄家秀、

梁国珍、黄玉金等到灵山并与其他男党员一起成立了灵山特别支部、罗永英为

特支书记。到钦县的女党员有岑月英、黄翠琼、利培凤，罗永莹等，钦县特别

支部委员会由庞文隽、岑月英、罗永莹组成。留在北海的党员在“十六字”方

针指导下，转变工作方针，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活动。深入农村进行艰苦的

群众工作。

五、解放战争时期北海妇女运动

解放战争初期，北海党组织的部分党员转移山区参加游击战争。留在北海

的党员一部分到农村工作，一部分转入地下活动。

一九四二年重返北海的苏少芳在四六年冬就打入北海伪法院任录事，战斗

在敌人的“心脏”。一九四七年，由于叛徒廖铎的出卖，苏少芳、李俊瑜等一批

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苏少芳被刑讯逼供。她处在电刑、残酷吊打，灌辣椒水，

坐老虎凳、拔捐甲的极刑之下，仍然毫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

节。

苏少芳在被审过程中，敌人还推出叛徒廖铎出庭对证，证实她是共产党员，

还劝她说：“形势不同了，应该脱离党了，转过头来”……但少芳始终坚贞不屈，

既不出卖组织又不出卖同志。在狱中，她还教育和鼓励同监的“政治犯”，对敌

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敌人对她无法拿到半点可靠的证据，也无法从她的口里得

出任何口供。从她亲人口中更得不到半点线索，后来，对她更滥施各种醋刑，

毒打昏迷过去，以为她死了。她家人把她领回去看才救活过来。



一九四八年十一日，合浦人民武装斗争出现了前所来有的新局面。为了配

合武装斗争，合浦地下党组织派姚克鲁(男)到北海恢复并建立地下交通站。交

通站设在姚瑞珍家(现在的中山路 l S 5 号)，负责人是姚克鲁，责任交通员姚

瑞珍(后发展了叶文娟、吴绵芳)。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高德屋仔村姚健云家又建

立了一个联络点，联络员姚健云，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北海国民党驻军

的活动情况，北海特务组织(军统、中统)动态，盐警策反工作、运送枪枝弹药

等。

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北海交通站的妇女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武

装斗争。交通员姚瑞珍虽不是党员，但她不顾生命危险，机智勇敢地战斗在敌

人的心脏，从未发生过意外。一九四九年五月，姚克鲁身份暴露转外地。同年

九月因吴锦芳的母亲到姚处找女儿，至使姚瑞珍身份暴露。后来她移至横路山、

白龙一带续继做情报工作。北海交通站被迫暂时停止了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解放军南下部队在粤桂边纵四支队和广大群众的

支援下，解放了北海。

北海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为妇女的彻底

解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传颂千古的篇

章。她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进。尤其在建设一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今天，更应发扬她们这种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建设我们新

北海。

女烈士事迹简介

钟竹筠烈士(一九○三年——一九二九年)，广东省遂溪县人，汉族。一九

二一年考入北海市贞德初级中学，一九二五年春参加雷州半岛妇女运动，同年

五月到第四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南路

的第一个女党员。是年冬被委派为中共南路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足迹踏遍雷

州半岛各县以及合浦、北海等地。一九二七年春，被特委派往防城县东兴镇。

先后发展了十一名先进分子入党，组建了防城第一个支部——东兴支部。并任



支部书记。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一九二七年五月，她的丈夫—

—南路特委委员兼遂溪县委书记韩盈被捕牺牲，她也在九月被捕于东兴，一九

二九年七月被害子北海市西炮台，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沈卓青烈士(一九○五年一九三○年),沈卓青原名静慧、广西(原广东)北海

市人，一九○五年生。一九二二年进入北海市贞德女子学校读书。一九二六年

冬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做勤务员。一九二七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广东省

委机关在香港建立组织恢复活动后，沈卓青随省委机关撤到香港，在省委秘书

处工作．继续担任后勤工作，更主要的是担负港穗之间的秘密联络任务。经常

往来于港穗之间，由于她的镇定机警，常常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任务。由于

叛徒的出卖，一九三○年(旧历新年除夕）沈卓青由港到穗执行任务时被捕。由

于她是党的交通员，敌人想从她口中得到党的机密情况，对她使用了吊飞机、

钉手指等酷刑，但沈卓青始终不招一个字，不流一滴泪。她以自己对党的忠诚，

保住了党的机密和许多同志的生命。一九二○年农历正月十二日被国民党反动

派枪杀于广州红花岗。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苏少婉烈士(一九一六年——一九四五年)广西(原广东)合浦人，汉族，出

身于封建官僚地主的大家庭。从小就读于湛江法华小学，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合

浦一中(今北中)。一九三五年，背叛了封建家庭到北海第三小学教师，利用讲

坛为阵地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道理，一九三七年迁居广州湾，积极投身声势浩

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一九三八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到广州湾郊区农

村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她离开了

爱人、幼子和刚出生十多天的女儿，深入到东海岛新民小学开展群众工作。一

九四五年初，参加了吴化廉武装起义部队，任李一鸣大队党委委员，分管宣传

工作，不久，受组织委托兼任政委，尽管身体不好，仍然随队行军，作战，攻

下了敌人的许多据点。同年三月四目，大队在广东南路地区茂西伦道乡木坑塘

山村休整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在突围战中，苏少婉身先士率，竭力冲向制

高点，不幸中弹牺牲。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