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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讲所走出的中山革命先驱（一）

文/ 黄春华

在 20世纪 20年代，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学堂——毛泽东、周

恩来、彭湃、萧楚女、恽代英等在此授课或主持工作，孙中山为

首届毕业生作讲话，瞿秋白、林伯渠、何香凝等在此作过报告……

这就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下文简称“农讲所”），第一次国

共合作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从 1924年 7月至 1926年 9

月，广州农讲所共举办了六届，培养了近 800名毕业生，他们如

星火燎原般在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领导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

反帝反封建斗争。当中，由中山（香山）选派的学员有 32人，还

有多位其他县市籍的毕业生被派赴中山工作，这批学员，如李华

炤、黎炎孟、萧一平、罗若愚、严庆瑶等，其后都成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早期在中山开展革命工作的骨干。

第一届：星星火种成燎原之势

广州农讲所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

习所”或“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冠着国民党的头

衔，但从 1922年海陆丰农运到 1924年提出办所，实际发挥主要

作用的是共产党人，历届所长（或称主任）和大部分教员均为共

产党人。

1924年，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以全力助其发

展”的方针。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先后两次发布关于农民运动的

“宣言”，强调国民党对于各地的农民运动，必须“根据主义，

作切实之辅助与诚恳之指导”。维护农民利益，扶助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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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农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1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了农民部，

共产党员林祖涵（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彭湃于 1922—

1923年在海陆丰开展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深切意识到宣传和

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因此，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议创办农民运

动讲习所并获得赞同。1924年 7月 3日，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

开学，彭湃任主任。

农讲所第一届招收了 38名学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

于 1924年 8 月 21日毕业。农讲所教授的科目，第一注重三民主

义及五权宪法的解释，第二注重国民革命基础知识的灌输，第三

注重农民运动理论及其实施方法，第四注重集会结社的实习及宣

传训练，尤其注重于军事训练。如第一届，就专门在位于广州黄

埔长洲岛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安排了 1/5的时间进行军事

训练，目的是“一方可以当指导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为拥护

革命之真实武装或防御敌方阶级之侵害，一方可以养成有纪律有

组织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2

第一届学员毕业时，与刚刚入学的第二届学员一起，聆听了

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孙中山说，“我们解决的农民痛苦，归结是

要耕者有其田。”“现在农民自己只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

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农民出的，不是地主出的，是很不公平。”

“诸君（是）去实行宣传的人，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

是为农民谋幸福。要在最快的时间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

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农民都联络了之后，

我们的革命，才可以大成功。”3

1 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95
页。
2 参见罗绮园编：《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第三章。本部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
3 《孙中山先生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训词》（1924年 8月 21日），孙贻记，载《农民问题丛刊》第一种，

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 9月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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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讲所第一届毕业生共 33人，其中香山籍有 3人，他们是：

梁功炽、萧一平、郑千里。此外，同一届毕业的学员梁桂华、梁

复然（燃）等也先后被派到香山（中山）县开展农民运动。

萧一平1是香山大涌南文人（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由

于之前曾在陈独秀创办的“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学习2，并在国民

党一大的筹备工作中表现出色，大会结束后被吸收进国民党中央

党部组织部工作。1924年 5月，中共党员刘尔崧到香山县指导国

民党香山党部改组，杨匏安派他随同前往，协助组织国民党香山

县党部筹备处。同年 7 月，萧由杨匏安介绍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

所第一期的学习。当时，萧在国民党中央商务部任干事，工资每

月 70块大洋，毕业后搞农运工资才 30大洋。但他不喜欢整天与

商人资本家打交道，认为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才能成功，

所以，萧一平是“顶住了有人笑我傻瓜的压力”3进农讲所的。

但到了 8月 12日，所长彭湃便通知萧一平要提前一周毕业，

让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随同省长廖仲恺到香山县

九区大黄圃视察农运情况。

于是，1924年 8月 14日，萧一平带着廖仲恺发给他的一支曲

尺手枪，紧跟省长乘坐战舰从广州开赴香山县城，视察一番后便

转到黄圃出席香山九区民团成立大会，并视察农民运动情况。同

行的还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党员谭平山；随行人员中

还有一位在后来中山农民运动中发挥较大作用的人物——梁九，

1 许多史料、书籍使用简化汉字后写为“肖一平”，这是因为《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字简化方案》

颁布以后，很多人认为“萧”是“肖”的异体字，或认为“肖”是“萧”的简化字，于是不少“萧”姓者为

书写简便，把“萧”写作“肖”。中山大涌南文村的萧姓应为“萧”，而梁复然在 1962—1964年写的《广东

党组织成立一些情况的回忆》里也是用“萧一平”。
2 参见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一些情况的回忆》（1962年 3月—1964年 5月），刊载于中共广东省委党

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合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粤出字第 158字，1981年版，

第 148页。
3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版，第 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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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梁有善，香山四区人，早年在广州当机器工人，由杨殷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 5月，已有相当农运经验的梁九还回炉

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届的学习。

跟随廖仲恺出行视察给了萧一平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香

山九区，廖仲恺发表讲话，他以救溺水的人作比喻，说一个人去

拉溺水者，反而会被他拖下水，但抛个救生圈就不一样，救生圈

就是农民协会。作为一位革命前辈，廖仲恺深知农民的疾苦，讲

话全无官腔滥调，明了直白，深入浅出，很有宣传震撼力。现场

群情激奋，掌声雷动，这让萧一平倍感振奋，后来还写了《关于

我随廖仲恺到中山宣传农运的回忆》。在省长离开香山后，萧继

续留下开展农民运动，与梁九及几位同是农讲所第一届的同学一

起，排除万难，在香山县麻子乡成立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首个农民

协会。

1925年 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成立，萧一平担任首任

秘书长。省农协跟中共广东区委关系密切，重大问题都向广东区

委汇报。那里的工作也十分繁忙，每天有大量的文件和报告，通

常都是先由萧一平处理，较重要的则交给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

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罗绮园签发。省农协的主要工作一是开展

农民运动，例如帮助各地组织农协和农民自卫军，购买枪支和子

弹发给斗争激烈的地方农协；二是宣传，如出版犁头周报等。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在广东省农会礼堂召开了一次重

要党员干部会议，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中山舰事件经过的政治报

告后，萧一平第一个发言，表达了对共产党员都退出军队后不掌

握武装怎么革命的忧虑。周恩来、谭平山等回答：将把重点放在

工农武装这方面来。会后，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萧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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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在顺德办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的建议。他认为，当时已有

80万农民协会会员，20万农民自卫军，要是能集中调度使用，广

东的革命力量也会操在中共手中。但陈独秀没有采纳这建议。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据萧一平回忆录记述，罗绮园等

在广州萧的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决定省农协各路办事

处负责人马上撤离广州，做好斗争准备，不要在反动派进攻时措

手不及。当时开会的有中山（1925年 4月，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

的县委书记李华炤，十天后的 4月 23日，他在中山领导了卖蔗埔

起义。1

之后，萧一平被派往澳门，联络中山、顺德的农军策应广州

起义，再后来，一度转往越南，抗战时才回国。

同为农讲所第一届学员的梁功炽和梁桂华均与杨殷有着密切

的关系。在农讲所毕业后，他们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

派员的身份来到香山县。梁功炽为四区（今南朗、火炬开发区一

带）麻子乡人，曾在粤汉铁路当工人，1922年经杨殷发展成为铁

路工人“十人团”的第一批成员，是既有工人运动经验又接受过

农民运动培训的骨干分子。与萧一平一起来香山开展农民运动的

梁九也是四区人，他们对南朗横门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梁九提

出先把麻子乡作为农运工作的突破口，因为这一带村庄较大，人

口较多，农民受压迫较重，华侨等出外谋生的人较多，思想较为

开通。于是，1924年 8月，梁九、萧一平、梁功炽、梁桂华等相

继来到麻子乡，筹组香山县第一个、也是珠江三角洲第一个农民

协会。2正如之前预料的，由于当地群众基础较好，筹备工作十分

顺利。每天，他们下田头，访农家，向农民讲解为什么在受苦，

1 以上两段关于萧一平的回忆参见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

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72—274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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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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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团结起来组建农协，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同年 9月，麻子乡农民协会在一片鞭炮声和雷鸣般的

热烈掌声中成立了。3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农民自卫军，乡里

卖了一些大树买了一批步枪，加上部分村民自带的，共 30多支。

农协提出了减租的口号，发动农民抗缴不合理的“自卫总局费”；

自卫军组织军事训练，夜间巡逻维持治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赢

得了乡民的积极拥护。

麻子乡农会成立后，香山县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四区濠涌乡，

九区浪网乡、小黄圃乡等一批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到 1925年初，

全县 9个区中有 7个区成立了区农会，2个区建有区分会，建立了

131个乡农会；短短几个月间成立了 12支农军，共 3300多人，并

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器。1925年 4月，中山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

会在石岐仁厚里召开，各级农民代表近百人出席大会，中山县农

民协会也在此宣告成立，大会还通过了农会章程和行动纲领。

梁功炽后来参加了 1924年 5月成立的广东工团军，参加过广

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在省港大罢工中他成为工人纠

察队的骨干。1925年 8月粤汉铁路各工会合并组成总工会，梁功

炽当选为粤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是粤汉铁路总工会工

人纠察大队英德中队的中队长。1大革命失败后，梁功炽去了印尼。

第一届农讲所的香山籍学员郑千里也是一位颇具领导才能的

人物。他是张溪乡人。1924年 7月，作为农民运动特派员的郑千

里介绍番禺县鹿步司夏园乡人徐挺全参加了农会组织。同年 11月，

徐挺全组织本乡农民，成立夏园农民协会。该会选举徐挺全为协

会主席兼会长，初期有会员 118人，后发展到 200多人，遍布附

1 参见陈志文：《大革命时期广州工人运动》，收录于政协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

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1980年印行，第 31页；郭昉凌：《杨殷传》，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45—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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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5个乡村。1925年在郑千里、韦庸之的组织下，番禺县二区农

民协会成立大会在鱼珠召开。在高要县（今属肇庆市），1924年

10月，端源乡农民在领村成立端源乡农民公会（1925年 4月改名

为农民协会），会址在领村陈家祠。中共广东区委、国民党中央

农民部等分别派出代表陈树仁、陈维康、黄侠生、郑千里等人前

来参加成立仪式。端源乡农民公会成立后，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

领导农民向地主开展减租抗租斗争。1

同一届毕业、后来曾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被派往

香山工作的还有佛山人、中共党员梁复然（燃）。他可谓受命于

危难之中，因为当时的香山县农民协会筹委会由郑雨初把持着。

郑还主持着香山县军政部，前文所述麻子乡农会抗缴的每亩白银

一毫的“自卫总局费”就是他的“发明”。梁复然到香山后，大

大加强了农民运动工作的力量。1925年 11月，梁复然与李华炤等

一道协助广东革命军在中山平定“林、袁之乱”，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袁之乱”的时代背景是省港大罢工，当时中山二区（今

沙溪、大涌及横栏部分地区）的乡绅摧残农会，或借成立农会的

名义让地痞、土匪从中掌权，“强迫乡人入会，入会费视其身家

之肥瘠而高下之，自六毫起以至数百元不等”。21925年，省里派

罗绮园来处理此案，触犯了二区土豪劣绅的利益，激化了矛盾。

于是，大涌安堂村人、曾于 1924 年 8月至 12月任香山县县长的

林警魂，以及西江第一路总指挥袁带纠集 5000多民团兵及二区地

方势力组织“竞进长生社”，于 1925年 10月 25日分三路攻进石

岐，盘踞十数天，捣毁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抢掠店铺，枪杀

工会会长。11月 5日，广东革命军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兼广东

1 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革命史迹通览》，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734页。
2 罗绮园：《中山县事变之经过及现在》，原载《中山农民报》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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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团总局局长李福林亲率 11个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出秘书罗

绮园，特派员梁复然、李华炤、卢达云等，与中山县县长黄居素

等兵分两路平乱。林、袁不敢抵抗，率部撤出石岐。11月 12日，

中山县农协、县总工会、商民协会及各团体举行万人祝捷大会。

梁复然还是南海农民运动的开创者之一。1925年，受中共广

东区委委派，他以国民党工人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前往香港从

事工人运动，参与了省港大罢工的组织发动工作。1927年“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梁复然与杨殷一起在南海林岳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遭反动派追捕，出走香港、南洋一带。以后他从

事过医生、报贩、水手等职业，1959年应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邀请，

回到广州，在广东省文史资料馆任研究员，于 1975年病逝。

梁桂华是广东云浮人，是梁复然发展的中共党员。梁复然知

道梁桂华是个老实可靠的工人，便向他宣传马列主义。梁桂华只

读过两年私塾，识字不多，但在梁复然的热情帮助下，于 1922年

春夏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梁桂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团结了佛山 600 多名理发工人，

成立了佛山市理发工会，并被选为会长。中山县是国民党右派势

力比较雄厚的地方，姓氏宗派矛盾比较尖锐和复杂。梁桂华从第

一届农讲所毕业后，知难勇进，来到中山县上下栅，以理发为掩

护，访贫问苦，深入发动群众。地主豪绅和反动武装破坏农民运

动，梁桂华对他们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成立了中山县九区农民

协会和上下栅农民协会，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为进一步开展农运

打下基础。

苏兆征和杨殷都是香山籍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梁桂华曾

协助他们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 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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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梁桂华出席了两个大会，

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委，同期，他又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

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成为杨殷的得力助手。同年， “五卅”事

件后，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时发出了反对英帝国主

义的宣言，并派邓中夏、杨殷、杨匏安和梁桂华等到香港，协助

苏兆征等发动罢工。12月，为迎接国民党二大，中共为了确保出

席大会的中共代表和国民党左派代表的安全，特命杨殷组织特别

保护大队，梁桂华是该大队的小队长。

1927年，广东“四一五”事变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梁桂华

在香港被捕入狱。狱中，虽身受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仍守口如

瓶，后来，因证据不足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

1927年 12月 11日，广州起义枪声打响，梁桂华身先士卒，

带领敢死队，配合教导团包围市公安局。他浴血奋战，爬越铁门，

攻占了公安局。12日傍晚，梁桂华在肉搏战中身负重伤，被送到

附近的韬美医院（现广州沿江西路 151号）救治。13日，国民党

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大举反扑，广州起义失败，梁桂华不幸

被捕，在韬美医院门前壮烈牺牲，时年 3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