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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讲所走出的中山革命先驱（二）

文/ 黄春华

第二届：战火中成长

由于第一届农讲所毕业学员才 33人，以当时广东 94县之广、

农民 2400万之多，为大规模开展农民运动之计，第二届扩充学额

至 225人，学习期也延长至两个半月，罗绮园为主任。该届学员

中，香山籍有 19人，最后 14人经过战斗的洗礼顺利毕业。1其中，

李华炤、梁岐玉、梁瑞生（梁九胜）、吴兆元、冼雄标等回到家乡

成为农民运动的主力，李华炤在革命中迅速成长，其后成为中共

中山县第一任支部书记和第一任县委书记;梁坤（梁仕坤）在新会、

开平、顺德从事农运工作一段时间后到了中山，后来还成了中共

中山县委书记。

第二届农讲所学员于 1924年 8 月 21日开学，他们与第一届

毕业生一起聆听了孙中山的讲话，开学伊始所有男生就改组为农

民自卫军。9月，孙中山亲率警卫队、军官学校学生第一队、吴铁

城警卫军、赣军滇军各一部移大本营于韶关，在 20日誓师北伐，

并电令广东“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赴韶关训练，以维护后

方。21日，由第二届农讲所学员组成的“农民自卫军”，在谭平山

的带领下与“工团军”一起抵达韶关，再次亲聆了大元帅孙中山

的讲话。农民自卫军发表《北伐宣言》，略谓：此次大元帅移师韶

关，实行北伐，“在此时刻，我们变更城市中的固定训练，跑到前

锋，散之各地，作我们响应革命的武装训练，武装宣传”“要使每

个军队经过的乡村农民都懂得起来自卫，起来赞助革命政府，起

1 参见罗绮园编：《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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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抗军阀之压迫。更要使革命军士明白共同的敌人乃是反革命

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宣传各地农民要参加国民革命，谋工农兵

的大联合，这就是农民自卫军同着工团军出发的要义。”2到韶关次

日，学员们就分为十个小队，分别往乡村及城内调查、宣传，发

动组织农民协会，甚得当地农民欢迎。

学员们返回广州后，又经历了“双十惨案”和平定商团叛乱

之役，到 10月 30日毕业时，他们已在战火中锤炼成为坚强干练

的战士。

说到“双十惨案”不能不提一位香山籍的农讲所学员梁岐玉，

他的负伤经历被写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一年来

工作报告概要》。

“双十惨案”是 1924年商团叛乱中的一个章节。广东商团原

是辛亥时期创建的商人自卫团体，后被外国势力插手，成为帝国

主义支持下与孙中山革命政府相对立的反动武装。1924年 8月，

商团违法从外国购进大批枪械，被大元帅大本营截获，商团聚众

包围帅府，以罢市相要挟，要求无条件发还枪械，遭到孙中山的

拒绝。于是，商团把总部移至佛山，与陈炯明联络，密谋武装叛

乱，煽动罢市。10月 10日，广州举行“双十”纪念大会，会后游

行，由农讲所学员组成的农民自卫军当然也在其中。当队伍行至

广州太平路时，突遭商团开枪射击。3梁岐玉是农民自卫军中受伤

最重者，“身中四枪并受刺刀伤二，倒卧地上，商团见其不死，复

以足踢其颅，皮破血出，晕不省人事，幸航空局长陈友仁汽车驰

至，即送韬美医院救治，得免一死。”4因此，在农讲所第二、第三

2 李新、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23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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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12页。
4 参见《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之经过》，罗绮园编：《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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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名单上，梁岐玉都榜上有名。毕业后，梁岐玉回到家乡从

事农民运动。1925年 8月，中山县召开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梁

当选为县农会执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梁仍在中

山三角团结农民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双十惨案”后，10月 13日，孙中山命令警卫军及部分湘军、

粤军由韶关返穗，会同黄埔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共同

讨伐商团。15日，各部兵分五路包围西关，经几小时激战，革命

军全歼商团，扑灭叛乱，巩固了广州这个革命基地。可以说，第

二届的农讲所学员们用辉煌的战果交出了优秀的毕业答卷。

在平定广东商团叛乱中，梁桂华也参加了战斗。当时他在香

山县开展农运工作，接到命令后马上赶到南海，带领南海县南浦

农团军紧急开赴广州，配合国民革命军奋勇作战。5

第二届农讲所学员中，李华炤是一名骨干精英。其参加学习

时年方 22，风华正茂，但已在香港经历过轮船杂工、面包厂工人

等 8 年的社会历练。在农讲所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 4月，中山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中山县农民

协会，李华炤当选为执委。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李华炤致

力于组织农民自卫军，特别是第二次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后，再次

当选为执委的李华炤更加注重加强农民自卫军的组织训练，捍卫

农会会员利益，抗击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李华

炤组织的农军模范队，从每个乡的农民自卫军中挑选精干人员参

加，还从黄埔军校请来中共党员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其纪律严明，战斗力特强。

李华炤的军事才能和组织领导才能在 1925 年 11月的平定中

5 罗羽年、何初树著：《梁桂华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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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袁之乱”时崭露头角。当时，广东革命军 11个营前来平

乱，抵达小榄后兵分两路向石岐进发，其中一路就由李华炤率领；

长期负责农军发展的李华炤还得到四区各乡农军的策应，一路势

如破竹，兵不血刃，迫使叛军撤出石岐。张家边乡农会会长吴兆

元被土豪劣绅残杀后，李华炤又率领农军赶赴现场，追缉凶手，

并请革命政府严办。

1925年底，中共中山县支部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广东区委，

李华炤任支部书记。中共中山地方组织的建立，让中山工农革命

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和明确的奋斗目标。中山支部通过各种革命

群众组织开展工作，如以农会名义领导农民减租减赋，利用新学

生社组织青年开展学运，开办短期中山县训育养成所培养青年骨

干，开办扫盲夜校向贫困群众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短短大半年时

间，中山的中共党员从最初的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十多人

为主发展到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等领域，到 1926年 8月已

发展党员 27人，先后建立了低沙（位于今南头镇）、濠涌（位于

今南朗街道）、张家边（位于今火炬开发区）、长命水（位于今五

桂山街道）、茅湾（位于今三乡镇）、南屏（位于今珠海市）等支

部或党小组。1926年底，中共中山县委在全县群众革命运动的高

潮中成立，李华炤为首任县委书记。这一时期，中共党员已成为

全县农协、工会、青年团、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

者，李华炤还是“中山县农工学商协会”的负责人；中共中山县

委还在国民党军十三师派驻中山的三十九团政治部内发展了一批

中共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就连中山县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李华

炤也是委员之一。6

虽然肩挑起中山农协执委、党组织负责人这一重任时李华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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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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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到 24岁，但革命斗争的锤炼已使他成为了一位智勇双全、成

熟干练的领袖人物。1925年，驻军二十九团团长“围剿”麻子乡

农民自卫军，打死一名农军队员。李华炤领导的中山农工学商协

会到省署请愿，得到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省署、省农会的支持，

扣留了肇事团长并罚其赔偿几千元给死者家属，还解散了原有民

团。同一年，针对中山九区土匪、护沙队强行勒收苛捐杂税的情

况非常严重，李华炤与九区乡农会一起发动农民组织农军，向护

沙队开展抗缴护沙费的斗争，迫使护沙队最后解散。1926年春天，

中山县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会员 3000多人在石岐进行联欢会，县民

团畏惧农会的不断发展壮大，企图破坏，于是纠集附近各乡的民

团，扛来 100挺机关枪在石岐游行。李华炤沉着应对，分析敌我

形势，判定民团只是虚张声势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农协调动农

军在会场外围加强戒备，联欢会继续举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山县委遵照广东区

委的指示，准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县委在石岐以召开农工学商

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为名，研究具体计划，决定由李华炤任起义总

指挥，于 4月 23日在县郊卖蔗埔（位于今东区街道奕翠园、桃苑

新村附近）集结各乡农民自卫军 3000人，攻进石岐，夺取县政府

政权，再北上联合顺德县农军，支援广州起义。但由于起义的计

划被泄露，当大部分农军还未到达时，驻守在卖蔗埔的 100多农

军已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包围，战斗提前打响了。这时，李华

炤带领部分主力刚刚到达，便马上投入战斗，经过 2小时激战，

李华炤等在陆续赶来的部分农军的增援下带队突出重围，其余各

路农军撤回原地。起义失败，农军伤亡数十人。然而，这是中山

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打响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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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和教训。

卖蔗埔起义失败后，李华炤被中山县当局通缉，但他不为所

惧，继续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农运骨干开展地下革命工作，计划

发动小秋收暴动。然而，1928年 1月李华炤从中山三角往澳门后

被国民党密探拘捕，押回石岐审讯。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

李华炤宁死不屈。1月 12日，他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放声高唱《国

际歌》，高呼“打倒反动统治”“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就义时年仅 26岁。

第二届农讲所香山籍毕业生中还有一位英烈，他就是吴兆元。

毕业后，吴回到了家乡张家边乡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春，张家

边乡农民协会成立，吴兆元当选为会长。他带领农民反对土豪劣

绅的盘剥，实行减租减息，因而触及了当地土豪的利益。他们对

农会恨之入骨，布置爪牙每天潜伏于石岐至张家边的路上，伺机

杀害吴兆元。1926年的一天，吴在石岐开完会后返乡，行至该伏

击点即遭乱枪扫射，顿时身中 9枪牺牲，其时年仅 24岁。凶手还

恐其不死，往其头部再刺两剑。吴兆元的被害让广东农民认清了

土豪劣绅的真正面目，激发了他们参加农会的热情。据黎炎孟《中

山县农民运动状况报告》记载，农民们“感觉到自己本身利益……

于是有组织的农民渐次热心会务……未有组织的农民认识到了为

农民谋利的农民协会。”

第二届农讲所毕业生中一共出了两位中共中山县委书记，除

了李华炤外，另一位是梁仕坤（又名梁坤）。

梁仕坤是顺德人，在第二届农讲所毕业后，以国民党中央农

民部特派员的身份与同届同学、石岐理发工关仲以及第一届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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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李冠南一起，到新会县深入农村发动、宣传群众，在该县一

区青云乡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1925年 1月，新会县农民协会筹

备处在会城成立，同时正式建立该县第一个乡农会组织——青云

乡农民协会。1926年 7月，新会县农民协会已建立了 2个区农会、

45个乡农会，农会会员超万人，有 14个农会组建了农民自卫军。

同月，新会县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成立，李冠南、关仲等被选为

常务执行委员，梁仕坤为执行委员。

关仲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籍登记为籍贯香山县，但他实际

上是开平县百合虾边乡人，他在新会开展农民运动一段时间后，

就回到开平工作，建立了一批区乡农会，为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

不懈努力。1926年 5月，关仲作为开平县的代表参加了广东省第

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鉴于开平县农民运动有了较好的基础，关仲

被调回设在江门的四邑农民办事处工作。不久，四邑农民运动办

事处将梁仕坤调到开平县领导该县的农民运动。梁仕坤等 4位中

共党员在开平县致力于开展工农运动的同时，深入群众大力传播

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积极培养和发展骨干分子

入党，至 1926年秋，先后吸收了 6人入党，为开平县建立中共地

方组织打下了基础。李冠南和关仲在 1927年 12月 12日还参加了

江会暴动的策划部署。7

大革命失败后，关仲到了新加坡；梁仕坤与梁伟民（农讲所

第四届学员）1926年曾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顺德特派员，

8后到了中山县九区。卖蔗埔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山地方组织的工

作转入隐蔽活动，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几位骨干党员分别负责各

区工作，其中，梁仕坤与九区农会领导人梁健荣等继续在低沙（位

7 以上两段参见中共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江门地方历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版第 26—97页。
8 参见佛山市顺德区档案局：《中国共产党顺德地方史》，2007年印行，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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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南头镇）开展工作，另有多位同志负责九区其余部分地区的

工作，如梁岐玉负责三角的工作；县委书记李华炤则往返于澳门

与九区之间，因此，九区的农运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依然有序地开

展。李华炤牺牲后，1928年 2月、3 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先后派

特派员李冠南等到中山九区帮助健全县委的组织机构，由梁仕坤

任县委书记，委员有梁健荣、罗若愚、梁伟民、何坤等。县委地

下活动联络地点设在低沙。其中，梁健荣、罗若愚是农讲所第三

届的中山籍学员，梁伟民是第四届学员，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农民

运动工作经验。县委健全后，抓紧发展党员，半年内九区已建立

了 14个党支部，当时全县有 140多名党员。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壮

大，并利用一些灰色组织作掩护，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作

斗争。1928年 8月 6日，广东省委决定，中共中山县委改为中共

中山特别区委员会，书记梁仕坤。但中共在九区的活动引起了国

民党当局的注意，一个团的兵力被派驻进黄圃墟，接着他们发现

了一个中共联络站。梁仕坤等人只好转移到顺德隐蔽下来，直至

1929年该团撤离后，各人才陆续回到九区开展活动。当年夏天，

中共广东省委派李冠南到中山恢复重建中山县委，李任书记，梁

仕坤、梁健荣、罗若愚、郭祥带为委员。也就是说，中共中山县

委的前三任县委书记都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后来，在

革命低潮时期，由于在香港的省委机关接二连三地遭到破坏，李

冠南被捕牺牲，中山的中共地方组织暂时失去了与省委的联系，

部分党员转移到香港、澳门和南洋一带。直至 1937年，中共香港

工委派党员到中山九区，通过梁仕坤联系上了该区大革命时期的

农会积极分子，到 1938年 1月，中山九区又逐步发展了中共党员

十多名，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梁仕坤，隶属于中共广州市外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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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1937年 8月，中共中山县委再次成立，中山的党组织又恢复

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次年 6 月，中共中山县九区委员会成立，

隶属于中山县委，梁仕坤任区委书记。再后来，梁伯雄任区委书

记，梁仕坤任组织委员。

1938年 1月，以廖承志为主任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

办事处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大批海

外侨胞、港澳同胞回乡参加战地服务。同年 8 月 1 日，旅澳青年

乡村服务团（以下简称“澳青团”）分三批共 27人到中山三区、

九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通过梁仕坤、陈军凯的关系，辗转中山

九区及顺德容奇、桂洲等地宣传抗日。他们到各村庄发动群众，

组织儿童团、妇女会、抗日自卫队等，并配合当地武装迎击入侵

之敌。然而，澳青团的爱国行动因此遭到当地国民党当局及地方

势力的迫害，盘踞在中山县九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在九区制造了扣

留并驱逐澳青团出境的事件。当地群众知道后，连夜送信给梁仕

坤。梁于第二天清早赶去要乡长罗炳辉立即放人。罗囿于梁仕坤

在九区的威望，只好向澳青团的队员道歉。梁仕坤认为情况紧急，

即安排他们立即转移到南乡再转往高明。9

农讲所第二届香山籍学员中还有两位较突出的人物，一位是

冼雄标，另一位是梁九胜（又名梁瑞生）。两位都是中共党员、国

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冼雄标是中山县农民协会第一届三名执

委委员之一，兼任农会秘书。1925年 6月，南屏乡（位于今珠海

南屏）民团与土豪劣绅声言要捣毁乡农会，占领了乡周围的碉楼、

炮台，还打死打伤了一些农军。情况紧急。县农会接报后，冼雄

标带领 100多名农军赶赴南屏，与当地及赶来增援的各乡农军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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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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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把南屏乡的出入口围堵住。乡绅民团大惊，态度马上软了下

来，答应交出枪支，赔偿农会的损失，赔偿被打死打伤农军的抚

恤费、安家费和赡养费共 3500元，并改组民团。梁九胜也是中山

农军的一员猛将，卖蔗埔起义时，他组织发动、带领三区、九区

的农军从水陆路出发到卖蔗埔会合，后因枪声提早打响，他们没

有参加到最激烈的战斗中。卖蔗埔起义失败后，梁九胜曾在大黄

圃区农会下属的坡头乡农会担任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