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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卖蔗埔起义青年是主力

“卖蔗埔”是中山的一个旧地名，位于现中山市起湾道与桃苑路交

界东南侧一带。

卖蔗埔起义是中山革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武装斗争，它是 1927 年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山人民的一次“讨蒋起义”。这一次武装起义，

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策划之下，中山青年成为革命武装斗争的主力。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1927 年 4 月 15 日，蒋介石反

动军队又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大罢工委员会、

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革命团体，解除了罢工工人纠察

队武装，缴去黄埔军校学生 500 余人的枪械，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 2000 余人（史称“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蒋介石集团对共产党

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的卑鄙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27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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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

而斗争。

第一编　洪流中锻炼成长

a

会上还具体决定与会人员分头到各地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在农军自

卫军中迅速组织队伍，李华炤、梁九胜等负责三、九区；熊晓初、廖桂

生、孙康、黄弥谦等负责四区；黎炎孟、柳通等负责五至八区；冯光负

责工人自卫军；王器民、韦健等负责国民党中山驻军的策反；黄如诚、

在广州目睹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黄健从广州返回中山后，即

向县委传达了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精神及报告了广州的情况。根据指示，

中共中山县委做出举行武装起义以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血腥镇压的

决定。1927 年 4 月 19 日晚，中山县委以召开农工学协会执行委员会扩

大会议为名，在石岐大街 11 号小洋楼内，研究筹划武装行动。参加会

议的有李华炤、黎炎孟、刘广生、韦健、冯光等。会议听取了黄健传达

区委关于应付目前紧张形势的指示，认真分析形势，根据区委关于各级

中共组织立即成立革命行动委员会，集中武装，听候命令的指示，决议

通过成立中山县工农革命行动委员会，由李华炤、黎炎孟、刘广生、黄

健、韦健、陈周鉴、冯光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李华炤、黎炎孟

任总指挥。会议并决定四天后，即 4 月 23 日在卖蔗埔集结，举行全县

性的武装起义。行动的计划是，动员全体农军投入战斗，做好国民党军

驻中山三十九团的策反工作，号召他们内部起义，联合农军，进攻石岐，

消灭国民党中山县大队，夺取县政府政权，北上联合顺德县农军，支援

广州起义。

刘广生等负责石岐的学生和近郊长洲、张溪等乡的农军。

4 月 22 日，李华炤派熊晓初到银行提取了县农会的存款，并于次

日清晨 6 时前到牛起湾村前的卖蔗埔集中。

李华炤、冯光、刘广生、刘梓材、黄健、高宗濂、黎奋生、杨觉虚、

杨北维、汤伟鹏、何玉伦、苏子良、李守素、甘卓环、黄锡铭、黄直之、

李植良等再度开会讨论通过以中山县工农革命行动委员会名义发出《告

群众书》。

a 本段及以下各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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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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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准备，一场由共产党所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卖蔗埔爆

发了。

卖蔗埔位于中山四区牛起湾、齐东、濠头先锋宫交界的山丘地带，

离县城只有 3 千米。山丘的左侧有一座葵棚大厂房，是四区得能都区农

会所在地。中山县工农革命行动委员会选择此作为起义总指挥部，决定

4 月 23 日凌晨，由农民特派员梁九胜带领的三、七、八、九区等四个

区农军，熊晓初、廖桂生带领的四区农军，柳通带领的五、六区农军，

分别由水、陆路向牛起湾进发。全县 3000 农民自卫军于 4 月 23 日清晨

在此集中，举行誓师后，由李华炤、黎炎孟分别带领各路农军进攻石岐，

与石岐工人武装会合，实行夺取政权。

当时国民党军驻守中山的十三师三十九团驻在中山石岐长堤江南酒

店，而十三师的师部在江门北街，三十九团的团长由副师长陈章圃兼任，

因团长多住江门，三十九团团内事务交参谋长周景臻代为处理。然而，

在策反周景臻时，其干儿子李其章（共产党员）竟失策把起义计划和盘

托出。当老奸巨猾的周景臻听到仅四、五区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就可以动

员 1000 多人进攻石岐，颇为震惊，但他表面上装着赞同此次行动计划，

还假惺惺地向负责做内应工作的该团中校政治指导员王器民（共产党员）

表示同情革命，愿率全团官兵参加起义，与农民并肩战斗，以迷惑王器

民等，暗中却进行军事部署，联合县兵及土匪武装星夜出动，准备伏击

农军。因此，23 日凌晨，在各路农军未到达集中目的地时，事前驻守

在卖蔗埔右侧山冈的四区农民自卫队队长熊晓初、指导员周秀文所带领

的 100 名农军，便被国民党军三十九团军和县宪兵大队包围了，战斗就

此打响。

战斗持续到天色蒙蒙亮，李华炤带领的农军部分主力到达，廖桂生

率领的张家边农军中队也赶到。他们立即投入战斗，在外围立即奋起还

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在陆续赶到的部分农军的增援和掩护

下，李华炤、熊晓初等带队突出重围，边阻击边向张家边、白企、贝

头里一带撤退，其余各路农军得此情况而退回原地，后转入分散隐蔽

活动。

县宪兵攻入卖蔗埔后，放火烧了四区农民协会的厂棚。在战斗中，

中山青年运动百年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4343

农军伤亡数十人，四区农军中队长廖桂生在突围中英勇牺牲，不少不幸

被抓获的农军，当场就被枪杀了。熊晓初也当场被捕，幸而被随县兵大

队到战场的郭应彪认出，郭向大队长求情，称其是县立男师的旧同学，

才被送进了监狱，幸免一死。

而在石岐城内，22 日深夜，由冯光率领的工人自卫军已枕戈待旦：

工人武装集结队指挥员为王予一、李斌；海员工人组成江防突击队，守

备河口、码头控制船只，阻击外来援军；茶楼工人组成手榴弹队，绸缎

和车衣工人组成手枪队，联合袭击敌人的指挥部以做内应；县总工会工

作人员李素与苏子良还将红蓝色的布匹撕成一条条的，共两箩，准备发

给负责攻打石岐的近千名农民自卫军作为识别。

可是一直等到天亮，仍未闻攻城的枪声，于是黄健带着李素到江南

酒店三十九团团部探个究竟。黄健一进入三十九团团部即被抓了起来。

在门外等候的李素见势不妙，马上折返，通知各人迅速撤离。留守县农

会的韦健当天晚上到三十九团团部找王器民，与王器民一同被周景臻拘

留，该团全部政工人员同时被扣留。李其章被扣押后叛变。周景臻连夜

将韦健、王器民及三十九团连指导员黄鼐（中共党员）、彭培亮，团主

力指导员李梦花等 12 人押往江门十三师部。王器民、韦健遭杀害，黄健、

熊晓初被转押至南海公署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拘禁，直到广州

起义始得逃脱。四区农协委员长廖富辰也于起义后被杀害。卖蔗埔起义

时被捕的县农会的何一戎夫妇、苏兆良（苏兆征之弟）、刘广生等，后

经中共组织的努力营救才逃过一劫。

反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的中山卖蔗埔起义，由于幼年时期的中共

中山组织武装斗争经验不足并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遭到了失败，但

此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以青年农民为主力，联合青年工人和国民党左派反击蒋介石反革命集团

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农武装起义，目的是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其

反动统治。中山在全省乃至全国较早地树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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