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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生故居

刘广生故居位于中山市南区街道

北溪社区树涌村中心街 100 号。

刘 广 生（1901—1928）， 龙 眼 树

涌（今树涌村）人。五四运动爆发后，

时在中山县立中学念书的刘广生受到

进步思潮的影响，以满腔爱国热情投

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开展爱国

学生运动。1925 年初，刘广生、黄健

等进步青年学生与中共广东区委、广

州新学生社取得联系，并在广东区委

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沈宝同等的帮助

下，刘广生、黄健、高宗濂等成立了

新学生社中山分社。该社社员从进步

青年学生发展到进步教师、青年工人、

青年农民等共 150 多人。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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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生任主任委员。同月，

刘广生、黄健、高宗濂、黎奋生等联

合全县中小学进步师生，在石岐召开

中山县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中山县学联会，刘广生当选为学联

会主任委员。学联会中的共产党员和

青年团员在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

红色革命遗址

刘广生故居正面外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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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化侵略，反对洋奴教育和反对禁

止学生爱国行动等活动中发挥了作用。

他们通过办平民夜校，创办《仁言报》，

组织学生街头演戏，散发传单，张贴

标语，配合共产党在中山的革命活动，

使自五四后一度沉寂的中山青年学生

运动走向复苏，呈现出新的气象。

1926 年初，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在

广州举办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学习班，

刘广生、黄健、孙康等 10 多位进步学

生分两批到广州参加学习。刘广生在

学习期间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后，刘

广生等人回到中山继续领导青年学生

运动。同年 4 月，共青团中山县支部

重建，刘广生任组织委员。6 月，刘广

生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中山支部

恢复建立后，即成为中共组织在中山

领导青年学生运动的得力助手。共青

团支部通过创办《仁言报》《学生喉舌》

《中山学生》《中学生》等进步刊物，

以及组织戏剧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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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

边学校，长洲、白石等乡村也建立了

团支部。到 1926 年底，全县共青团员

已发展到 40 多人。同年底，共青团中

山县委成立，刘广生为首任团县委书

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

迅速壮大，中共中山县委于 1926 年底

成立，刘广生任县委委员。

刘广生故居侧面外墙五四运动的历史宣传画和周边全景（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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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生故居旁入团誓词广场全景（黄春华摄于2020年10月）

刘广生故居内部大厅（南区街道供图　摄于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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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4 月 23 日， 刘 广 生 参 与

领导卖蔗埔起义。卖蔗埔起义失败后，

他被国民党中山县当局通缉，被迫转

移到澳门坚持斗争。八七会议后，刘

广生受组织委派，从澳门回到家乡组

织发动小秋收暴动，在此先后召开一

区、石岐地区的党团骨干会议，部署

在一区和石岐地区开展小秋收暴动。

1928 年 1 月，刘广生不幸遇害。

该故居建于民国初年，为砖木结

构民房，建筑占地面积 60 平方米。

刘广生故居展示区范围面积现为 500

平方米。2019 年 3 月、2020 年 5 月，

刘广生故居进行了两期修缮建设，依

托刘广生故居及周边庭院建成团史走

廊、团旗广场、刘广生革命事迹展览，

打造了树涌村党群服务站和村史馆。

刘广生故居现为中山市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南区党员教育基地。

2021 年 10 月，该故居被中共中山市

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中山市中共党史

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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