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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讲所走出的中山革命先驱萧一平

一生在外奔波 惟愿家国安宁

萧一平幼时的居住地如今只是一片空地（右下），然而他关心
的家乡却发展得日新月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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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舅公萧一平，余均石感慨万千

站在大涌镇南文村四堡街祠北巷一处荒废的空地上，年过八旬的余均石感慨万千，他

想起了49年前的一个傍晚。时年33岁的余均石怎么也没有想到，期盼已久的舅公萧一平出

门漂泊几十年，终于抽时间回家看看了。遗憾的是萧一平在家仅呆了两天，此后就再也没

有回来。在余均石的印象中，为了信仰的事业，舅公一生都在奔波，是那种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只图家国安宁的人。

　　

统筹/吴森林

　　文/本报记者 卢兴江 实习生 李思蓓

　　图/本报记者 黎旭升 卢兴江

忆往昔

为革命事业 他放弃国民党高薪职位

2 月 26 日，元宵节，我们费尽周折，终于约访了余均

石老人。

余均石简要介绍了舅公的情况后，将我们带到了萧一

平的“故居”。说是故居，实际上只是包夹在新房丛林中一

处七八十平方米的空地。二十多年前，空地上的老宅子因年



3

久失修而拆除，再没建新房。如果没有余均石老人在场，即

便是周围的老邻居，谁都不知道这里就是革命先驱萧一平

儿时住过的地方。

萧一平，1902年出生在大涌镇（原隆都）南文村。大约

15岁初中毕业后，跟亲戚去到上海兴华制鞋厂做工，几年

后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爱国热情高涨的萧一平考

入由陈独秀等人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的“宣讲员

养成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习新文化知识。

1924 年国民党一大后，为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共产党

员彭湃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议倡办农讲所培养“农民运动

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同年 7月

3日至 8月 21日，第一届农讲所学习班在广州开课，三名

中山籍青年萧一平、梁功炽和郑千里参加了这期学习。进入

农讲所学习之前，萧一平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商民部、

农民部工作。

在商民部工作时，他每月的工资已经有 70多元，收入

可观。不过，萧一平认识到：革命没有农民参加是不行的，

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才能成功。因此，听说农讲所要

开班，萧一平果断辞职参加。

萧一平的入学介绍人杨匏安曾与他交谈：“毕业后去

搞农运，每月工资只有 30元，收入又少又艰苦啊！”萧一

平答道：“为了革命，我不计较个人得失。”就这样，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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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事业，萧一平放弃了商民部的高薪，进入第一届农讲

所学习。

据《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记载，萧一平

毕业后，彭湃（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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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了萧一平一次难得的

学习机会。廖仲恺离开香山时，特意让萧一平留下来开展农

民运动。随后，萧一平与几位同学一起，排除万难，在香山

县麻子乡（今南朗、开发区一带）成立了珠三角地区首个农

民协会。

1925年初春，萧一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

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成立，23岁的萧一平出任秘书长，

遇到重大问题可向广东区委汇报，他还在中共广东区委农

委内任委员，参加领导广东农运工作。

他热情不改 多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

　能约访到余均石，萧天祥帮了我们大忙。萧天祥原是大

涌镇一间学校的校长，退休后被邀请到史志办编写《大涌

志》，因为负责人物志部分，就注意到了萧一平。“到中山

市档案馆查阅史料时，我发现萧一平的政治性质前后有矛

盾，于是就对他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查证。”萧天祥说，当时

联系到了萧一平的儿子萧天佐，询问其父相关情况，继而

从萧天佐手中得到了萧一平亲手写的个人简历及相关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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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萧天祥将这些非常宝贵的史料复印整理，形成萧一平

的个人档案，收录于大涌镇档案室。萧老说，他已年过八旬，

具体细节记不清，建议记者到大涌镇档案室查阅。

在档案室工作人员的细心查找下，我们见到了萧一平

亲笔书写的“萧一平简历”。与其说是简历，不如说是自传，

字迹密密麻麻，足足 6页，记录人生最重要的过程。

关于参加大革命的情况，萧一平记录得较为详细。

1927 年，风雨飘摇岁月，组织派萧一平到澳门负责联

络党团员，开展革命工作。数月后，他奉命赶到汕头，欢迎

部分南昌起义将士，不料到达时，汕头已经被国民党军队

占领。萧一平只好借道厦门前往香港。特务获得情报，追至

香港，萧一平不得已流亡越南西贡，即今天的胡志明市。

即便到了异国他乡，萧一平的爱国救亡热情依旧不减。

通过种种途径，他联络到了和他一样流亡西贡的中共党员

刘一声、黎越庭、江伟恩等，他们一边做工，一边开展反蒋

抗日宣传。1932年，淞沪抗日战争爆发，萧一平用“东风”

作为笔名，在《华侨国民日报》发表社论等文章百余篇，筹

集几十万元经费，支援十九路军奋勇抗日。他还牵头在西贡

开办工人夜校，团结引导大批华侨参与革命。

时间来到 1934年底，为找到党组织，更好地参加抗日

救国斗争，萧一平返回上海租界，在中华日报担任记者，

继续通过手中的笔扩大抗日宣传。1937年 7月 7日，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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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全面爆发，萧一平立即辞职参加抗日。

他申请来到上海战区难民移植协会，任务是将战区的

难民转移到乡村拓荒种地，解决生活困扰，但任务遭国民

党反动派的破坏而搁浅。

是年春，萧一平被党组织派到海南省海口市，担任抗

日救国会秘书，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两个月后，萧一平

被国民党发现，就在下令逮捕的晚上，他幸运逃脱。

念相逢

他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

余均石从兜里取出一把钥匙，费了好大功夫才打开位

于大涌镇南文村四堡街祠北巷 31号的大门。余均石说，萧

一平的儿子两年前去世，打这以后，很少有人进去过。

院子不大，左侧是一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右侧是一片

荒废的空地，杂草有一人多高。按照祖上的划分，荒地位置

是萧一平的宅基地，而平房位置则是他哥哥家的。余均石说，

记忆中，自己只见过一次舅公，时间大概是 1972年。得知

萧一平要回老家看看，一大家人都很开心，以为萧一平会

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亮，没想见面时他穿得相当普通。

“他说话非常斯文，和蔼可亲。唯一与我们长辈不同的是，

口袋里装有一块怀表，时不时会掏出来看一下时间。”余均

石回忆说，舅公这次只逗留了两天，但留给大家的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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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关心和热爱家乡，还特意看了看南文的变化，询问了

南文的发展情况。

两天的接触中，余均石知道了新中国成立后舅公的一

些情况。萧一平婉拒了组织的安排，自愿要求到最需要的地

方教书。后来被组织分配到了肇庆中学任教。1972 年退休，

1982 年改为离休，给予离休老革命的待遇，居住于广州番

禺。

“刚刚收到您告知不来参加纪念大会的信，我们研究，

您一定要来，因为第一届学员只有您一个人，如果您不来

第一届就没有人参加了……”1986 年 4月，作为第一届唯

一健在的“农讲所”学员，萧一平还被广州农讲所纪念馆

邀请参加纪念大会。

1990 年，从农讲所走出的中山革命先驱萧一平因病逝

世。

看今朝

家乡是“亿元村”也是“幸福村”

萧一平故居所在的南文村位于大涌镇中心区，萧姓是

南文村的大姓。南文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早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南文村就成了大涌镇的首个“亿元村”。

上世纪 90年代末，随着中山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工

厂落户大涌。工厂快速增加，外来人口大量聚集，终因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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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理导致了卫生和治安等问题。

为治理这一难题，南文社区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由

集体出资，兴建一批宿舍楼，部分租给辖区企业，部分交

给第三方公司运营。同时，要求规定村民不得将空置房屋出

租。至2018年底，社区的集体物业快速跃升至30万平方米，

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村民红利快速增加，村居人居

环境大大改善。

老有所养是老年人依靠社会和家庭能够得到所需的生

活照顾和经济、物质保证。在南文村采访时，我们见到的许

多老年人精神状态都很好，打理完家务，大家就相约到老

年活动中心娱乐，安度晚年。余均石是南文村老年人协会的

会长，虽然年过八旬，但带我们漫步村里的大街小巷时依

然步履矫健，身板硬朗，背也挺得很直。接受完采访，我们

想载余老回到老年活动中心，但被余老婉拒：“你们年轻

人都很忙，我走路去就可以了！”

据了解，南文社区除了每年给居民送上固定分红外，

还是全镇第一个全额为居民购买社保、医保的社区。南文村

至今还给全体居民发放电灯补贴，给退休老人发放生果金。

即便是老人们外出旅游，也每天有 20元的茶水补贴，这些

都大大提升了居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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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传承红色精神

助力重振虎威

通读萧一平被水浸泡过的、已经泛黄陈旧的手写简历，

我们发现萧一平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因革命工作的需

要，换过的岗位不下 30份，他当过讲师、干过秘书、做过记

者、任过伪县长、指挥过战斗，当然，更多时间在做地下党，

做人民的教师等等，我们甚至难以用简历的形式呈现他的

一生。

硝烟已散尽，革命精神却永不忘。寻找先驱的足迹，体

味到的是共产党员萧一平自始至终不计个人得失，保家卫

国的初心。萧一平一生经历坎坷，命运跌宕。特殊革命时期

曾被污化为“贪生怕死，逃避革命”，虽然经历苦难、受尽

委屈，但他始终没有背叛信仰，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崇

高气节体现得淋漓尽致。

时光荏苒，回望那些印在流年里的生命痕迹，缅怀为

党的事业不惜奉献自己青春与生命的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

必将成为中山继往开来、重振虎威，实现“中国梦”的力量

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