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农讲所走出的中山革命先驱（四）

文/ 黄春华

第四届：有个文武双全的黎炎孟

第四届农讲所学员共 98人，其中中山籍学员 3人，该届于 1925

年 5 月 1日开课。是日适逢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于是，全体学

生到场参会，聆听各种农民问题的讨论，全方位接触各地对农民

运动具有丰富经验的代表们。成立大会连开 12天，学员们在思想

上享受了一顿盛大的“大餐”。

然而，开学不久就发生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事件，杨、刘

调兵遣将，将其布置于广州及郊区各军事要地。时局紧张，农讲

所决定暂将全体学生分别派遣回原籍，指导农民工作。直至 6月

中旬肃清逆军时，校舍物具已被洗劫一清。重新恢复上课是 1925

年 7 月 1日，然而，由于此时正值海员罢工，海陆丰的学员一时

不能返校，于是，农讲所继续招收了 25名旁听生。1

黎炎孟便是这 25名旁听生中的一员。他是番禺人，毕业后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中山工作。同届中还有两

位在中山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的学员：一位是梁九，又名梁有善，

中山人，是他提出以麻子乡作为中山农运的切入点，已有相当丰

富的农运经验，进入农讲所属于从实践回归理论的系统性学习和

训练；另一位是梁伟民，顺德人，到 1928年已成长为中共中山县

委委员、中山特别区委员会委员。

这里着重讲述的是黎炎孟的故事。

黎炎孟能文能武。文的方面，他曾深入中山农村开展调查研

究，写出 2 万多字的《关于中山县农民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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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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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民运动状况报告》；武的方面，他组织了上栅农民自卫军，轰

轰烈烈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在卖蔗埔起义中还担任副总指挥，三

四天时间调动 3000农军让敌人大为震惊。

其实，黎炎孟在小时候就显现出文才天赋，文章常被教书先

生贴堂作范例。他 17岁就在香港投亲谋生，在银行内工作。虽收

入不错，但他就是看不惯老板恃财经常无端大骂员工，愤而辞职，

转而进入船厂工作。在与工人们的接触中，黎炎孟认识了著名的

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在苏兆征的影响下，黎认真学习传播新思

想的刊物，参加香港的各种罢工运动。1924年，因组织船厂工人

罢工，他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广州。

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黎炎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

业后，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中山上栅（今属珠

海市）开展农民工作。半年后，上栅农民协会成立了，不久，农

民自卫军也组织了起来。南屏乡民团捣毁农会事件发生后，是黎

炎孟迅速指挥各乡农民自卫队前往支援的；1926年中山县国民党

改组，黎炎孟是改组委员会里的共产党成员之一。中共中山县委

成立，黎炎孟是首任委员之一（书记、委员一共 4人）。

黎炎孟的工作特点是注重调查研究，宣传发动得法。他写的

几个调查报告，对当时中山农村的农田作物情况、农民税赋、生

活状况、兵匪民团的作恶、土豪劣绅的利益分割及如何压迫剥削

农民等都一一细致记录，还有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对中山几年

来农民运动发展的脉络也有详细的记载。这些文件对于中山乃至

全省的农民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民运动讲习所在 1926年 9

月编印了《广东农民运动概述》，关于中路（中山、顺德、番禺

等地）的情况介绍便引用了黎炎孟调查报告中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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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卖蔗埔起义失败后，

作为起义的副总指挥、中共中山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黎炎孟被悬

赏1000大洋。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革命力量，黎炎孟接受

党组织的指示，辗转香港、澳门，做党组织联络工作。但他依然

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到前山、唐家湾、三乡等地与隐蔽下来的农

运骨干分子研究布置工作。他对妻子说：“如果我牺牲了，你好

好抚养大儿女，教育儿女为党工作，坚定对党的信念，共产党一

定取得最后胜利。”

1928年 1月，黎炎孟和李华炤一同前往澳门向组织汇报工作，

在澳门一间旅店住宿时被国民党密探逮捕押回中山。公堂上，黎

炎孟视死如归，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在极刑面前，黎炎

孟坦荡地说：“我死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最后胜利属于共产

党。”几天后，黎炎孟被杀害，年仅 2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