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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洪流中锻炼成长

20 世纪初期，香山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工业只有香山机

器制砖有限公司、朱英利织袜厂等屈指可数的工厂及加工厂，但大部分

的农业耕地却掌控在占总人口 10% 的地主、官僚、劣绅手上。连年的

政治变动、地主豪绅的重租重利、民团土匪的猖獗，加上灾荒频仍，广

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借债、典当、出售田地和房屋、卖妻、鬻子、

第二节　中山农民运动的青年力量a

溺女，当乞丐、娼妓，或被卖“猪仔”到外埠做苦力的惨况时有发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农民运

动在大元帅府辖区内成为合法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先后两

次发布关于农民运动的“宣言”，表示要维护农民利益，扶助农民运动，

引导农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部，由共

产党员林祖涵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孙中山亲自审核批准农民部所拟的

《农民协会章程》。不久，又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由谭平山、廖仲恺、

戴季陶为委员。为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彭湃向国民党中央

 

 

a 本节中的中山地方史料，除注明外，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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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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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提议倡办农民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

际的农民运动工作”。

1924 年 7 月 3 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下称“农讲所”）在

广州开班。3 名香山籍的青年参加了这期农讲所学习。一位是粤汉铁路

工人、中共党员梁功炽，由杨殷介绍参加该期学习。另两位是萧一平（肖

一平）和郑千里。他们在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彭湃亲自

带学员到广州市郊实习，向学生传授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

1924 年 8 月 21 日，在大元帅府礼堂举行第一届农讲所毕业典礼及

第二届新生开学典礼。孙中山到会训词，鼓励学生“到各乡村去联络农

民”，指出“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a 参加者有萧

一平、梁功炽、郑千里、李华炤、梁岐玉、冼雄标、吴兆元、梁坤、梁

瑞生、关仲、朱子雄、陈官祥、杜泽荣、黎汉庭、王杰儒、郑议、马卓

腾等 17 名香山籍青年学生。

1924 年 7 月 3 日至 1926 年 9 月，共举办 6 届广州农讲所，在中共

组织的关怀下，前五届中山先后选派了 32 名青年人到农讲所学习，他

们中除部分在学习前已是中共党员，其他青年在学习过程中亦纷纷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7 月 3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决定“组织香山

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指定谭平山、彭湃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 3 人为

委员，筹备该协会各种计划……”b 孙中山对此尤为关注，曾亲自过问，

并拟将香山农会作为全国模范农会，委派廖仲恺、谭平山到香山进行具

体指导。8 月 22 日，香山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告农民书》，号

召全县耕种农民同胞“速起团结组织农民协会”c。

1924 年 8 月中旬，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到香山九区大黄圃，宣传革命，

发动农民，组织农会。8 月 12 日，广州农讲所所长彭湃通知青年学员

萧一平，要其提前毕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跟随

省长廖仲恺到香山大黄圃开展农民运动，并亲自带他去见廖仲恺。廖仲

a 《帅座对农民运动讲习所训词》，《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 8 月 23 日—28 日。

b 《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 7 月 31 日。

c 《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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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让萧一平准备好行李和用具，并发给一支曲尺手枪自卫。

8 月 14 日，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

长谭平山一行乘坐战舰从广州开赴香山，视察县城后，便转到九区大黄

圃出席香山九区民团成立大会，视察农民运动情况。随行人员有中共广

东区委派出的梁九 a 以及农讲所一期学生萧一平等，香山县长等有关人

员以及卫队等也一同前往。九区民团成立大会会场位于黄圃镇郊小山岗，

参加大会的 5000 多人，大都带有长枪短枪。省长亲自到中山发动农民

运动，使中山广大农民备受鼓舞。随后，农民运动在中山逐步兴起。

廖仲恺省长离开香山后，萧一平、梁九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留

在香山做农民运动工作。梁九是东乡人，对该片的人和环境都较熟悉。

他提出，四区的麻子、濠涌一带村庄较大，人口较多，农民受压迫重，

出外谋生的人也比较多，见识广些，较开通，且附近村庄也多，如果能

在麻子打开局面，影响一定很大。两人遂决定先从麻子乡着手，每天白

天到村外田头地角，找寻机会接近农民，渐渐与村中较有威信的陈崇维

交上朋友，联络了一批中青年村民，向他们宣传要解决好农民生活问题

和不受剥削压迫，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的道理，宣传孙中山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把廖仲恺省长亲自到九区参加

民团大会讲话的情况告诉大家。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离麻子乡很近，农

民对他很是敬仰，对其“扶助农工”政策深信不疑。

此时，农讲所首届毕业生、青年共产党员梁桂华、梁功炽也以国民

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回香山，组织领导农民运动。

他们到麻子乡与梁九、萧一平会合。梁功炽本是麻子乡人，工作进展更

为顺利，参加聚会的村民越来越多。他们把带来的农民协会章程分发给

大家阅读，逐条解释。经过充分的筹备，1924 年 9 月，麻子乡农民协

会成立大会在梁季安祠堂召开。前来看热闹的妇女和小孩以及老人把祠

堂挤得满满的。当祠堂门口挂起了麻子乡农民协会的招牌时，鞭炮齐鸣，

众人热烈鼓掌。麻子乡农民协会不仅是香山县成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

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成立的首个农民协会。

a 梁九，中山四区人，早年在广州当机器工人，由杨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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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子乡农民协会成立后，即提出“平均土地，耕者有其田”和“二五”

减租（即减 25%）的口号，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针对香山军政部向该

乡勒收每亩白银一毫的“自卫总局费”，麻子乡农会发动农民进行抗缴。

由于农民团结力量大，斗争取得了胜利。为维持地方治安，巩固农会组

织，防止地主和土豪劣绅的破坏，该乡组织起农民自卫军。30 多名青

年农民报名参加。枪支有农民自带的，也有本乡公产，又把村后门山一

部分大树砍下卖掉，买了一批七九步枪，合共 30 多支。自卫军经常进

行军事训练，晚上巡逻，乡村治安好转，乡里的事情有农会负责处理，

大家都拥护农会。

麻子乡农会在维护本乡农民利益和敢于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方面，

为以后在全县范围内发动更多的农民组织农会树立了榜样。至 1924 年

9 月底，四区濠涌乡和九区的陂头沙乡、二股乡、浪网沙乡、小黄圃乡

农民协会以及香山第九区农民协会筹备处相继成立。

在中共党员和农民特派员的组织发动下，同年冬天，四区的左步、

岐山，九区的大黄圃、孖沙，六区的翠亨、上栅，一区的树涌、深湾、

长洲、长命水等区、乡农会陆续建立。九区大黄圃农会还选出了共产党

员、农运特派员卢达云为该会的会长，他是本县最早担任群众组织领导

职务的共产党员。

中山先后选派到广州农讲所学习的 32 名青年，他们毕业后，有的

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被分配到省内各地或派回

本县工作，有的回到家乡成为领导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的农民运动逐步深入。1925 年初，随着各区、

乡农会的陆续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上级中共组织为了加强

对中山领导，又先后派黎炎孟、韦健、陈周鉴、梁九（梁有善）等一批

青年中共党员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中山加强工作。他们奔赴农村各

地，宣传革命，扩大农会组织，区、乡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中

山全县 9 个区中，7 个区成立了区农会，两个区建立有区分会，建立了

131 个乡农会，参加农会的农民达 17037 人。中共中山组织在中山农村

活动力量的壮大和各级农会的建立，为建立县农会打下了基础。

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加强对区、乡农民运动的组织

领导，使各级农会在开展向土豪劣绅的斗争中更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中山青年运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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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4 月在石岐仁厚里召开了中山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各级农

会代表近 100 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庄严宣告中山县农民协会成立，通过

了农会章程和行动纲领，号召全县农民与工人结成联盟，团结起来，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

迫和统治。大会还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凡农会会员，除交会费外，其他

的一切杂费如沙捐、亩捐或更谷等一律免交；决定酌量减租和反对高利

贷，确保佃权；提出“自筹自卫”的方针，农会有权接管祠堂的公款和

地主的武装、举办农村的文化教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成立农民自卫

军，捍卫农会会员的利益和镇压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

大会选出了县农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绝大部分为青年中共党员。

这是由共产党员直接参加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常设机构。从此，中山农

民运动从组织上直接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农会成为农民运动的有力支柱。

县农会成立后，统一领导全县各地农会会员进行斗争，各农民特派

员全力以赴，努力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且办事有效有序，声望日高。

农民渐渐觉悟到农民协会是真正为农民谋利益的，都真心拥护农民协会。

在中共中山组织和各中共党员的努力下，中山农民运动发展迅速，

自 1924 年 8 月起至 1926 年 1 月，共成立区农民协会 7 个，乡农民协会

126 个，会员共 18000 余人。到 1926 年 11 月，增至 152 个乡农民协会。

各乡均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县农会领导全县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

动，在抗苛捐杂税、与土豪劣绅做斗争、开展互助自救、增设农村教育

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果。

1924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

表大会，通过《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以正式文件提出“农民协会在

国民政府治下，宜从速组织农民自卫团”a。6 月 9 日，广东革命政府

发表《农民运动宣言》，号召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组织农民自卫军。

据此，农民自卫军成了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合法的群众组织。中山县农民

协会成立后，各区、乡农民自卫军也相继成立，各个村乡的青年积极踊

跃参与，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全县先后成立了 12 支农军，共 3336 人，

并配备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农民自卫武装队伍直接受农会的指挥，在配

a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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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农会开展抗缴苛捐杂税、减租、接管祠堂公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

38

作用。

至 1925 年底，中共中山县支部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广东区委，

支部书记李华炤（时年 23 岁），党员有冼雄标、卢达云、梁仕坤、梁

瑞生（梁九胜）、梁岐玉、梁发、梁伟民、梁九（梁有善）、陈军凯、

严庆瑶、吴兆元等十多人，他们全部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而他们中

的绝大部分都参加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

由受过培训的青年人组成的中共中山支部，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成

为领导中山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核心力量。随

着中共中山组织的建立，中山的工农革命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和明确的

奋斗目标，全县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推动了中山地区革命统

一战线的发展，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山地区迅速掀起高潮。

1926 年，共青团中山支部恢复建立后，团组织从中山县立中学迅

速向全县扩展，很快先后组建了乡村师范学校支部、女子师范支部、竞

修学校支部、张家边学校支部，并向农村发展，建立了龙眼树涌、长洲、

白石乡等团支部，还在工人青年当中发展团员。1926 年底，共青团中

山县委成立，刘广生任书记。此时，全中山县共青团员已发展到 40 多人。

中山青年运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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