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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四大肯定了新学生社的成绩，仍以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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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为主，引导学生参加工农运动，走向社会，加入工农革命的行列。

1925 年 9 月，新学生社中山分社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新学生社中山分社，选出了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山

县新学生社设在县立中学东侧不远的东岳庙（即今石岐孙文中路七星初

地街口左侧地块旧址）。新学生社中山分社的成立，标志着中共组织领

导的中山学生运动开始走向新的阶段。新学生社中山分社建立后，组织

社员开展“救亡运动”“抵制日货”“反英运动”，协助农会下乡搞宣传。

1926 年 4 月中旬，刘广生、黄健、刘梓材、缪诗梅代表新学生社

中山分社、中山县学联参加了广东学生联合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刘

广生被选为代表大会的秘书，黄健被选为广东省学联第一届执行委员。

据当时的团员回忆：“1926 年 7 月新学生社执委员会调整组织时，

团总支召开了一次团员大会，改组县团委，结果由选举产生黄如诚（黄

健）、黄弥谦、高宗濂、黎奋生、马庾庵、刘梓材、李镇南七人为县团

委，由上级党组织指定黄弥谦为书记。”a

第五节　中山青年团组织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广东社会主义

青年团顺利完成改组，机构健全。随后，团广东区委派候补执行委员周

其鉴到中山发展组织。

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初期，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成员基本

上都参加了各地的青年团组织的创建工作，许多早期的共产党员在当时

也是青年团员。由于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的，而青年团是公开的或半公开

的，所以共产党的有些工作实际是以青年团名义去完成的，这样一来就

从事实上形成了“党团不分”的工作局面。当时，全国许多地区的共产

党与青年团的组织都是在同步组建的，广东香山的情况亦类似。

周其鉴到香山后，联系了黄鸣一等进步青年，把他们送往广东省宣

讲员养成所学习。学习期间，黄鸣一、肖汉宗、张骥甫、阮若梅等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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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洪流中锻炼成长

中山籍青年加入了青年团，1923 年 6 月初，建立了青年团香山小组，

隶属团广东区委，黄鸣一为组长。5 名团员均是宣讲所毕业生，回香山

后创办了《香山公报》刊物，还发展了 1 名团员，建立了团支部，活动

地址设于香山县城《香山公报》馆内。后由于部分团员前往外地工作，

剩下数人，组织渐趋涣散，于 1924 年初停止活动。a

1925 年初，刘广生、黄健等进步青年学生与团广州地委新学生社

取得联系，并在团广东区委、学委书记沈宝同等的帮助下，成立了新学

生中山分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青年学生运动。刘广生、黄健等一批进

步学生在学生运动中得到锻炼。

1925 年 11 月，团广东区委认为对中山等处应“想法去发生组织”。b

于 1926 年 1 月“派三同学去中山组织新支部。王圣悲（王巴伦）、王淼方、

林植森，王圣悲做书记”。c

1926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在广州举办青年训育员养成所，

该所是为培养基层从事宣传工作的青年骨干而办的。所长黎樾廷是共产

党员，教员很多是中共领导干部，如毛泽东、萧楚女、林祖涵、恽代英等。

中共中山支部在新学生社中选派了刘广生、黄健、黎奋生、高宗濂、孙

康、李慕濂、刘梓材、杨北维、阮杰才等两批共 12 名进步学生参加学

习。被派去学习的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广州学习期间先后加

入了青年团组织，其中刘广生、黄健、孙康、高宗濂、刘梓材、李慕濂、

杨北维等后来转为中共党员。刘广生等结业后回到中山继续领导学生

运动。

1926 年 4 月，在团广东区委派来的建团工作组的帮助下，中山青

年团支部重新建立 d。黄健担任共青团中山支部书记，刘广生任组织委

a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62—79、240 页。

b 《粤校组字报告第二号》，1925 年 11 月 20 日，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c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6，第 137—

138 页。

d 青年团全称原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 1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由于特

殊的历史原因，中山的地方史料之中有关的名称大多仍以“青年团”的名

字出现。本书依从中山历史习惯名称，有些章节仍以“青年团”名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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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高宗濂任宣传委员。

共青团中山支部恢复建立后，与中共中山组织一道，在中山领导青

年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团支部的发动下，青年学生运动越来

越活跃，共青团支部通过创办《仁言报》《学生喉舌》《中山学生》等

进步刊物，组织戏剧队、演讲队在全县各地宣传革命理论。团组织迅速

向全县扩展，从县立中学支部发展到乡村师范学校支部、女子师范支部、

竞修学校支部。刘广生在龙眼树涌发展了青年农民刘建安、刘开鑫、刘

伟棠等 6 人入团，建立了龙眼树涌团支部；黄健等在长洲发展了 3 个青

年农民入团，建立了长洲团支部。张家边学校、白石等乡村也建立了团

支部。不仅从学生、农民青年中发展，还在工人青年当中也发展团员，

到 1926 年底，共青团中山县委员会成立，刘广生任团委书记，全县共

青团员已发展到 40 多人。

与此同时，团组织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县立中学、男子师范学校、

女子师范学校 3 所学校的团支部联合每周举办一次表演文娱节目活动，

宣传革命道理。这些活动使师生关系更融洽，更广泛地团结和教育了广

大青年和群众，使之团结一致，拥护革命。a

a 本节的中山史料引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

 

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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