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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坚持斗争a

中山卖蔗埔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组织在中山不能公开活动，农会、

工会、共青团、妇协、新学生社等群众团体，也被迫解散或停止了活动。

中山的革命活动由高潮转进了低潮，共青团和共产党的革命工作转入了

隐蔽的地下武装斗争。

卖蔗埔起义失败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山当局即派县宪兵到四区、小

榄等地围剿农会。随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员到中山进行“清党”工作，

并发布通缉令，通缉刘广生、黄健、孙一艺（孙康）、李华炤、黎炎孟、

冯光等 36 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国民党中山当局与地方的各种反动

势力互相勾结，动用军队，四处搜捕、围攻各地农民自卫军，解散农民

协会。

面对国民党中山当局加紧“清党”“通缉”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

气焰非常嚣张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山组织根据上级指示，为避敌锋芒，

保存革命力量，将部分党团员转移到外地进行隐蔽活动。黎炎孟、刘广

生、林岳昆等暂避澳门，黎奋生、柳通等在茅湾隐蔽，孙康、马庾庵等

转移八区（今珠海市斗门区），李华炤、梁伟民等转移到九区（今中山

市黄圃、南头、阜沙镇）一带坚持活动。

“四一五”政变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于 4 月 27 日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对策，决定区委机关暂时撤离广州，迁驻香港薄扶林道。区委委员

杨殷撤到香港后，负责安排撤退到香港的党员和工运骨干。其时，中共

组织派黎炎孟到香港负责联络工作，他在西营盘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中共

组织的秘密联络点。5 月，中共广东特委（下称“粤特委”）成立，杨

殷负责肃反工作，机关设于澳门。黎炎孟、陆侠云夫妇随后也转到澳门，

在沙岗租了一间小屋，作为与内地中共组织的秘密联络地点。中共广东

省委委员阮啸仙、杨殷和候补委员罗绮园等时常到那里碰头。不久，省

农会的萧一平亦派驻澳门，负责联络中山、顺德两县的工作。为了保持

与内地组织的密切联系，开展隐蔽的革命活动，黎炎孟经常往翠亨、前山、

a 本节主要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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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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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唐家等地找隐蔽在当地的农运骨干分子商讨工作，张贴宣传标语。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下称八七会议），

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继续为革命而战斗。

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实际，部署在隐蔽中积极筹划秋收起义。

同年秋，刘广生从澳门返回中山发动秋收起义。他回到家乡龙眼树涌村

后，召开了两次一区和石岐地区的党员、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党员、青年团员等数十人。反动当局随即下令通缉刘

广生等人，并派兵四处追捕农会骨干。刘广生等人即转移到南朗亲戚家

隐藏。县兵探知他们的下落，又派兵前去包围。刘广生逃脱后转往三乡。

可是当其路过一山村时，该村刚好发生了耕牛失窃事件，村人误认为刘

广生是偷牛嫌疑犯，将其抓住交到三乡乡公所。后刘广生被送到县警察

局审理时，不幸被认出。在赴刑场途中，刘广生挺直胸膛，一路高呼“打

倒贪官污吏”“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年仅 27 岁。同一事

件先后牺牲和被捕杀害的还有共产党员刘华安、刘炳禧，树涌乡农会主

席刘庭芳及刘连安、刘伟棠、刘开业 6 人。

李华炤则往返于澳门与九区之间，与原驻九区的中央农运特派员梁

伟民、梁坤（又名梁仕坤）、梁九以及九区农会领导人梁健荣等共产党

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一方面派人乔装，到石岐了解敌情，一方面又

派人到香港、澳门与黎炎孟联系，向粤特委汇报请示工作。1928 年 1

月 4 日，李华炤与黎炎孟前往澳门，向省驻港澳的中共组织汇报和请示

工作。在澳门某旅店住宿时，被国民党密探拘捕，押解回石岐审讯。国

民党县当局虽施尽了酷刑，威逼利诱，但始终无法让革命志士屈服。同

月 12 日，李华炤、黎炎孟在被押赴刑场途中，慷慨激昂，放声歌唱《国

际歌》，高呼“打倒反动统治”“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工农万岁”“共

产党万岁”等雄壮口号，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英勇

就义。李华炤年仅 26 岁，黎炎孟年仅 25 岁。

冯光、鲁易坚、黄杜衡、萧建红、李植良、陈知行等转移到广州。

留在县城的陈周鉴与中共党员李慕濂、李垣等在石岐租了一间房子做据

点，继续领导和组织革命活动。他们白天下乡宣传发动，与乡村农会干

部商讨如何恢复农运的工作；晚上在石岐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

的反动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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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蔗埔起义失败后，中共组织派到中山县立中学任训育主任的中共

党员黄贯如因身份暴露，由组织安排离开学校，由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

党员黄元经接替其工作。这年秋，国民党中山县党部青年部宣布改组县

学联会，选五名学生组成学联会改组委员。中共党员、共青团中山县委

代书记杨北维根据组织的指示，设法安插了未暴露身份的县女子师范学

校的中共党员缪诗梅、县立中学的团员黄弥谦、李福康参加学联会改组

委员会，通过合法手续，控制该会进行活动。

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下，不少进步学生离校或没到学校上课。县立

中学校长陈永强（国民党员）以缺席、旷课等理由，不准这些学生参加

这年的期末考试，因此受影响的竟有 50 名学生。黄元经引导学生通过

合法斗争，获得部分有名望的教师的支持，使这批学生获得了考试资格。

1928 年冬，八区青年邝任生在广州培正中学求学时结识了共产党

员陈杰、谢英，受其进步思想影响，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30 年下半

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秋，邝任生毕业回到家乡。起初，

他与同乡的知识青年邝叔明、邝振大、邝仲海等人在小濠涌兴办了一间

新兴小学，教授新文化，宣讲革命道理；还接办了松竹梅文具店，并成

立读书会，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籍，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八九人，最多时

有 20 多人。

1932 年初，陈杰、谢英通过邝任生，分别转移到网山、八甲新赤

水坑小学任教。同年七八月间，外出读书的八区青年李枫、赵约文、陈

特等也陆续回到家乡，分别在南山、李屋、网山等小学任教。同年 11

月上旬，邝任生、陈杰分别在排山、网山两地同时召开庆祝俄国十月革

命 15 周年群众大会，夜间还派出刚从广州回来的李枫、李成长以及进

步青年周钜、罗邦、周才等，到斗门圩张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

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内战”等标语。陈杰带领学生在村内

的大街小巷游行，还写了一副“徒挂共和名，仰望江山唯有虑；空谈民

主义，寰视党国太无能”的对联张贴在校门上。这些毫不隐讳的活动，

惊动了国民党八区当局，陈杰遭到通缉。陈杰在邝任生、黄鼎立和农友

们的帮助下，立即转移到香港。

与组织失去联系的邝任生仍坚持斗争。1933 年春，他在排山教书时，

用业余时间举办农民夜校，吸收了 20 多名青年参加学习，并在黄西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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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立农民协会，从中开展农运活动。同年冬，邝任生辞职返乡，与

同乡青年邝叔明、邝振大、邝仲海、陈特、黄展平等人成立读书会，学

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多次主持专题讨论会，使读书会成为一个传

播马列主义思想的阵地。

1934 年邝任生转回到南山沙龙圩协助民主人士陈守志办沙龙小学

和编辑《南峰》月刊。不久，又主办《八区青年》，为壮大党的队伍、

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共中山组织不畏强暴，共青团员积极配合参

与，继续与革命群众一道转入艰险隐蔽的斗争，坚持革命，坚持信念，

为人民谋幸福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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