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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山学生的“择师运动”

1925 年的广州“沙基惨案”a 后，中山的学生救国运动掀起了高潮。

中山县政府当局慑于革命运动的声势，利用各种手段压制学生运动。中

共中山支部书记李华炤与黄健等是中山县改组国民党委员会的成员。李

华炤指示刘广生、黄健、孙康等要因势利导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择师运动。

择师运动主要是当时反对中山各学校中破坏、镇压学生运动的“洋

化”教员，他们被学生戏称为“士的党”b。中山县女子师范学校社会

学教员张仕钊c是国家主义派，上课时宣传教育国家至上，反对人民革命，

对学生运动诸多刁难。学生会要求校方解聘张仕钊，组织学生进行罢课

斗争。该校校长竟从县兵大队搬救兵来学校镇压，但学生自治会早有准

备，即急电县农协派出农军来校支援。结果县兵被迫离去，张仕钊被驱

逐出学校。

中山县立中学校长林荀，指使个别学生以隆镇同乡会名义，出版壁

报攻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刘广生、孙康等通过《学生喉舌》等刊物进

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向广大学生揭露林荀及学校当局的丑恶行径，使学

生们更坚定斗争信念。林荀为镇压学生运动，竟出动武装搜查学生宿舍，

威胁家长。校当局的行为引发了广大进步学生的不满，他们在中山青年

团、中共组织的领导下，以择师运动委员会名义，发动全校学生开展罢

课斗争。为了打压学生运动，林荀宣布开除领导这场学生运动的进步学

生刘广生、黄健、孙康等 13 位学生的学籍。这一决定更激起了刘广生、

黄健、孙康等所在的 16 班全体同学的愤慨，罢课斗争并没有停止，相

反全体同学更加团结一致，坚持罢课。

a 1925 年 6 月 23 日，广州各界群众 5 万多人举行集会游行，声援上海的工

人和学生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沙面租界的英、法士兵

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游行队伍秩序大乱，当场死亡 52 人，重伤 170 人，

轻伤者无数。此次事件，历史上称为“沙基惨案”，又名“六二三惨案”。

此后，广州市政府就把发生惨案的沙基马路改名为“六二三路”。

b Stick 的音译。手杖是当年英国绅士的一种装饰，是身份的象征。“士的党”

是影射洋奴派。

c 也有学生回忆为“张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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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县立男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以及部分中、小学也纷纷组

织罢课声援中山县立中学，农会、工会组织也在报刊等发表声明声援，

形成了中山全县性的反对国民党当局无理开除县立中学进步学生的罢课

行动。

斗争越演越烈，触怒了当局。1926 年春，中山县立中学宣布开除

16 班全部学生，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发出通缉令，通缉刘广生和黄健、

孙康 3 名学生骨干。

全班学生被开除的情况，在全广东省甚至全国也是极为少见。学生

的抗争不但得到了中山各界人士的支持，中山县农会、工会也发表声明

表示支持。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

中山学生的罢课斗争亦得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广州的

“新学生社”也发表声明，声援这次罢课斗争。虽然学生们的罢课斗争

不断受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干涉、破坏、恐吓，但有了青年团和共产党组

织的领导，有了社会各界正义舆论的支持，刘广生等所在的中山县立中

学 16 班的罢课斗争持续了将近一年，终于迫使县政府做出让步，恢复

被开除的刘广生、黄健、孙康、高宗濂等 13 位学生的学籍，撤换校长，

任命新校长，开除压制学生爱国行动、提倡买办洋奴教育的教师何树昌，

另有部分推行洋奴教育的教员被解职。当时，16 班是毕业班，学校方

面也不得不批准全班同学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

罢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中山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刘广生、

黄健、孙康等恢复了学籍以后，更加积极领导学生运动，他们发动大批

进步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帮助组织农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中

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了一批干部。

在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发令通缉刘广生、黄健和孙康时，为了避开敌

人的锋芒，在新学生社和广州青年团的协助下，刘广生、孙康等三名同

学一齐转移到了广州，一边继续从事学运一边准备报考大学。

不久，孙康、黄健等被介绍到了广东省教育厅举办的“高级训育员

养成所”参加学习，这个养成所实质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学习完

毕，1926 年夏天，刘广生、孙康、黄健等又接着被介绍进入了广州青

年团举办的“青年运动养成所”学习。在学期间，刘广生、孙康、黄健

等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杨殷、罗绮园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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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刘广生、黄健是“青年运动养成

所”第一期学员，孙康是第二期学员。

刘广生、黄健、孙康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组织在中山的主要组织者和

领导者。不少新学生社社员在革命斗争中，加入了青年团、共产党，成

为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为革命奋斗终生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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