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旧址（1939 年）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1939 年）旧址位于廉州镇儒家巷蔡屋 18——

2 号，这里原是一个三层碉堡楼，位置比较偏僻，现在已是一处砖瓦结构平

房的私人住宅。该旧址于 1962 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1939 年）旧址——廉州儒家巷蔡屋

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为加强粤西钦廉地区党的领导，以合浦

为中心，把钦廉四属的抗日武装力量团结起来抗击日军侵略者。1939 年 2

月，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派李士洋回到合浦，向县工委传达省委第四次扩

大会议精神和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报告指示，决定把中共合浦县工委扩建为

中心县委，以便加强领导发展党组织工作，同时要合浦党组织派出党员骨

干协助钦县、防城、灵山等邻县建立党组织，并对这些邻县党组织负有联

系、指导责任。



李士洋回到合浦后，即在廉州石桥街口李屋主持召开了中共合浦县工

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后，立即成立合浦中心县委，县委机关设

在廉州儒家巷蔡屋。经会议选举李士洋、张进煊、陈任生为县委常委；韩

瑶初、赵世尧、李英敏为委员。县委分工：书记李士洋，民运部长张进煊，

组织部长陈任生，宣传部长韩瑶初，武装部长赵世尧，青年部长李英敏，

粟稔协助搞宣传工作。中心县委成立后，先后派出党员前往钦、灵、防各

地建立党组织：派钟高鉴到钦州师范和黄文楷一起发展党组织；派黄文法、

谭承裕回灵山与蒙英翰组建党组织。在合浦县境内，建立了西场、公馆两

个区委和北海特别支部。公馆区委书记邹贞业，西场区委书记朱明，北海

特支书记由赵世尧兼任。随后，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还成立了廉北区委，

区委书记庞达，组织委员郭芳，宣传委员庞自，主要是领导沿海的廉州、

北海、南康、福成、营盘等地的党组织。中共廉北区委管辖廉州支部、合

浦一中大石屯支部、北海学生支部、白龙支部、龙潭支部、乃沟支部、南

康三中支部和常乐多蕉支部。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成立，使钦廉四属地区党的领导有了坚强的保证，

钦廉四属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有了统一领导的政治核心。

1939 年 6 月发生儒家巷事件，中心县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破坏。



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

——中心县委组织和领导的一次抗日青年大联合的盛会

在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组织和领导下，合浦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

勃发展，抗日力量不断壮大。

1939 年 4 月，为了更广泛发动和团结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合浦中

心县委常委张进煊授意合浦抗先总队和其它救亡团体联合发出关于召开全

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的倡议。这个倡议的动机就是为了达到显示抗日民主

的力量，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倡议得

到全县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以及广东

省第八区督察专员邓世增也表示支持。于是，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派张进煊

和赵世尧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使代表大会得到顺利召开，并使之合

法化，从而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县委领导人决定，提出以一

七五师政治部的名义主持这次代表大会，并以师政治部的名义邀请合浦县

上层人物出席会议，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欣然接受。应邀出席会议

的国民党合浦党部的那些反对派虽然持反对态度也很不情愿参加会议，但

也不敢贸然与之公开对抗，只好应诺师政治部的邀请。就这样，一次由中

共合浦中心县委组织领导和策划的抗日青年代表大会就由国民党来实施

了。

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于 5 月 4 日至 6 日在张黄初级农业学校召开。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张进煊、赵世尧、韩瑶初和党员骨干张世聪、王文

崑、陈业昌、谢王岗、邹贞业、张家葆、罗永莹、邓筱筠（邓家珍）等出

席了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县各地的抗先队代表，青抗、妇抗的代表，



部队政工队代表，各中学宣传队代表和其它救亡团体代表，以及钦廉四属

的钦县、防城、灵山还有廉江、遂溪的抗日救亡团体代表等 100 多人。国

民党合浦县党政军的上层人物林增华、邓世增、周胜皋等也应邀作为大会

主席团名誉主席出席了会议。中共党员张进煊、赵世尧、李英敏等组成会

议“党团”，负责召开会议的各项工作。

会场设在农校楼上一个较大的课室里，会场前面挂着“合浦县抗日青

年代表大会”的横额。开会时，会场挤得满满的，气氛十分热烈。大会由

一七五师政治部少校科员陈培迪（芦荻）和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人张进

煊轮流主持，中共党员赵世尧、王文崑、罗永莹、邓筱筠等先后在会上发

了言。各地代表分别作了汇报，交流各地群众抗日救国工作经验。虽然林

增华和周胜皋也作了讲话，但大会实质上已成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

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等政治主张的讲坛。大会通过了军民合力惩办贪污、

严惩走私、防奸和“保卫大北海”等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议。

这次大会，由于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精心组织和领导，大批党员从中

积极工作，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会大力宣传了我党团结抗日的政治

主张，促进了抗日军民的团结，加强了全县青年的联合，使全县以抗先队、

青抗队为主体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活跃，把全县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

的高潮。会后，大会的决议立即变成行动，一七五师在南康的驻军和当地

救亡团体根据大会决议精神，截获了奸商从石头埠外运资敌大米一船，首

次展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



儒家巷事件始末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成立后，加强了钦廉四属党的坚强领导，推动合浦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和健康发展。然而，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

阶段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国民党却把矛头指向国内，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在合浦，特别是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的合浦抗日青年代

表大会在张黄胜利召开，其声势之大、人数之多、群情之激昂，令国民党

合浦当局十分震惊，并认为这一定是共产党从中组织和领导的。因此，国

民党合浦当局采取了跟踪、监视、密报等特务手段，密切注意着中共的动

向。

1939 年 2 月，李士洋任中共合浦中心县委书记后，认为原县委机关所

在地的房子破旧，经多次选择，确定迁到廉州墟地街儒家巷蔡屋他舅父家

的一个碉堡楼里，他不按照秘密工作条例秘密居住和处理好党的文件，让

很多人随便出入，谈笑高歌，引人注目。1939 年清明节过后，原在广州中

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曾和陈任生谈过恋爱的护士叶惠清，从韶关到廉州找陈

任生，她没有组织介绍信，属于来历不明的人，按秘工纪律，这种人是不

能知道和到领导机关的。但李士洋一见，就抓住不放，毫无原则地接她到

县委机关驻地廉州儒家巷蔡屋的碉堡楼上居住。叶惠清平常打扮得十分时

髦，烫头发、穿旗袍、涂口红、穿高跟鞋，在廉州这个地方很惹人注目。

1939 年 6 月上旬，叶惠清便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国民党特务跟踪

叶惠清来到廉州儒家巷蔡屋时，发现这个地方异常，有的人怀疑她是私娼，

有的人怀疑她是日谍，就派便衣持续监视，怀疑更大。情报科长罗宝湖向

师长莫树杰报告，说发现敌特嫌疑秘密机关，莫树杰即下令搜捕。



事情发生前，在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任秘书的地下党员庞达，就送来了

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给李士洋等人看过，但并没有

引起他的重视，既没有清理文件也没有撤退人员，仍然保持原状。

6 月 16 日晚上 11 时，罗宝瑚和参谋陈泽民（陈浙民）带领特务连一个

排突然包围蔡屋，以查户口为名强行闯进蔡屋搜查。罗、陈二人派兵把李

士洋、陈任生、张九匡、利培源、叶惠清 5 人集中到三楼控制起来，然后

逐层严密搜查，在三楼李士洋床下的一个藤箱中搜出了几本油印的《党的

建设》和一本传达中共六中全会和广东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的记录本，

还有在其他地方搜出一些抗日救亡书刊。罗宝湖看后对陈泽民说：“是中

共。”在问讯中，李士洋等人只好承认是共产党员。于是，罗、陈两人便把

他们留在原地囚禁起来，带着搜到的文件离去。

两三天后，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广东省第八区专署专员邓世

增、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一七五师军法处长廖克勤、参谋处

长曾乃勤，由罗宝湖、陈泽民陪同，到蔡屋三楼逐一审讯被囚禁的李士洋

等 5 人。李士洋、陈任生等提出强硬抗议，要求无条件释放，但他们不理。

两三个星期后，又有三四个一七五师军官前来，提出要被捕人员在报上发

表声明，承认错误，办理自首手续，才能释放，遭到李、陈等人的严正拒

绝。随后，合浦地区国民党当局和一七五师发电向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

和桂林行营白崇禧请示，但两处都不答复，便拖了下来。

就这样，李士洋等人被一七五师武装秘密囚禁在碉堡楼一个多月，最

终无计可施，只好将他们转解到廉州镇平田村一七五师一 0 四六团团部驻

地囚禁。过了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把李士洋等人押解到灵山县武



利一七五师师部囚禁。1939 年 9 月，一七五师调离钦廉，便将他们寄监在

设于石塘钟秀岩（石洞）的灵山县监狱。1940 年 4 月，日军自钦县向灵山

攻击，进逼石塘。此时石塘钟秀岩监狱附近机枪声密集，监狱的负责人和

守狱人员仓皇逃遁，李士洋等 5人便和狱中的其他囚徒一起乘机破门而出。

他们成功越狱之后不久便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李士洋等 5人从合浦县城被捕至灵山县石塘钟秀岩监狱的全部过程中，

一直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始终没有说过有损于党组织的话，

没有泄露过党的秘密。

1940 年，经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反复审查，认为发生

合浦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县委机关主要负责人对

国民党反共实质认识不足，对国民党的反共逆流没有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

准备，以至于思想上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没有切实清理和处理好党的文

件，工作上违背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最终导致党的工作的损失。儒家巷

事件的发生，也暴露了合浦党组织领导上的重大缺点：党的工作重点在城

市，在上层和知识分子中，对农村工作重视不够，工农出身的党员太少，

农村（北部山区）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存在着幻想和

依赖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