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炮台悲壮的往事

西炮台是北海一个有名的遗迹，始建于光绪六年(1880)，它因在 1885 年中

法战争期间防御外敌入侵而闻名。

西炮台位于中山路西端外的一片荒坡，那儿荆棘丛生、乱坟遍野。北海审判

厅位于中山路东端的崩沙口（旧址为市中级法院），那时经审判厅判处的死刑犯，

在处决前都要押上街头示众，最后押赴西炮台刑场处决，西炮台因此再度出名。

民国期间的北海审判厅作为国家机器，除在西炮台刑场处决各种危害群众生

命财产的罪犯外，还通过处决的手段，杀害持不同政见者。在大革命时期，蒋介

石破坏国共合作，于 1927 年 4 月 12 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钟竹筠同志就是在北海被杀害的一位女共产党员。她以对党的

忠诚，对爱情的忠贞，用鲜血在北海西炮台刑场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钟竹筠原是广东南路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和领导人之一，她在 1927 年 9 月

被捕，她的丈夫也遭杀害。在狱中，敌人对她用尽威迫利诱手段，说只要她“改

过自新”，即可获得自由。先后有两名审判官见她年轻漂亮，说若愿嫁他，可得

到自由，但她不为所动，视死如归，于 1929 年 5 月 31 日在西炮台刑场高呼革命

口号，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 26岁。

同年 7月，原中共南路特委巡视员易一德同志在北海被捕，于当月被杀害于

西炮台刑场。

在 1927 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原广东南路在北海的党组织和工人运

动的负责人江刺横、李雄飞、潘国鼎、钟辉廉、潘铁汉、冯慕周、冯其五等七位

同志先后被捕。在狱中，他们受尽严刑，但没有一个人变节。1927 年 5月 3日那

天，敌人在中山路及西炮台刑场布岗设哨，整条中山路挤满了人。一位老北海回

忆当时情景时说：“一条街都黑了。”但罪恶的枪声突然在审判厅前的沙滩（今海

滨公园内）响起。因为钟辉廉等 7 人是北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敌人害怕各工会



组织劫刑场，故使出“声西击东”之计，7烈士被杀害于崩沙口的沙滩上。

1932 年 12 月初的一天，北海市民听说要“押一批斜阳贼（国民党反动派对

农军的诬称）到西炮台打靶”那时称处决犯人为“打靶”），故中山路两边人山人

海。约近中午时分，从中山路东面反复传来单调而沉闷的号声（称“打靶号”）。

随着号声越来越近，只见行刑队每两人押着一个“犯人”，且各人都手握一把刺

刀。据当年目击这一情景的一位老北海说，这是以往押解犯人处决时所没有过的。

据说如果有人中途劫犯，行刑队则立刻就地用刺刀杀死。这批被押赴刑场的共 40

多人，男女老幼都有，他们实际上是坚持革命斗争的斜阳农军，后被军阀陈济棠

对他们出动海陆空三军进行围剿。1932 年 11 月底他们终因敌强我弱，弹尽粮绝

而被捕，最后集体血洒西炮台刑场。

先烈们在西炮台英勇就义，至今已有 70 多年了，西炮台刑场也早已不复存

在，但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在南路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

页。

图为斜阳农军被押赴西炮台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