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建立

与工农运动高潮的形成

一、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并且日益同北海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从酝酿、准备到建立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

构，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决定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是在中共广东区委的

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1926 年 1 月，广东省农协会为了指导各地农民运动，派共产党员苏其

礼、潘兆銮、黄学增、林增华（林丛郁）、韩盈等来北海地区指导工农运动。4 月，广东廉江

县成立中共廉江支部，这是南路地区最早成立的中共地方组织之一，廉江也就成了南路工农运

动的中心。5月，按韩盈、钟竹筠的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兼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

黄学增，从廉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刺横、简毅、李雄飞、冯五其、冯慕周等来北海，联合国

民党左派筹建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并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和共青团组织。

江刺横一行到北海后，分别深入到农渔村、海岛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传播马克思主义，

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培养和教育工农

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先后发展了工人运动积极分子钟辉廉、潘铁汉

和青年运动积极分子潘国鼎等入党、入团；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

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一步步地成长起

来，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北海地方党

组织建立的时机已趋成熟。6月底，在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潘兆銮主持下，北海市召开第一次

党的会议，成立北海党小组，江刺横任组长，共有党员江刺横、简毅、苏其礼、李雄飞、冯五

其、冯慕周、钟辉廉、潘铁汉等 8人。不久，党小组吸收了一批党员，扩大为中共北海市支部，

江刺横任书记。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联系人先是潘兆銮，后为韩盈。

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海市支部，有团员 12 人。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建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和北海工农

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它是北海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给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北海工

农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北海工农群众在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斗争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可靠

的领路人。刚建立起来的北海党组织尽管力量还很弱小，但已成为北海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核

心，使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在对工农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组织领导革命运



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始积累起斗争的经验，为共产党在北海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

掀起革命的高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协助建立国民党北海市党部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成立后，认真贯彻党的二大制定的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

领，即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

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组织，动员工

农，建立统一战线，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的方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建立国民党党部，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孙中山先生肃清军阀后进

行政权建设的必要举措。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实现了第

一次联合，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可以参加国民党党部工作。中共北海地方

组织成立后，积极协助筹备建立国民党北海市党部。

当国民革命军第十师进驻北海、廉州之后，在中共党员潘兆銮、韩盈等的指导下，于 1926

年 6 月 4 日成立了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但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筹建工作却进展缓慢。6 月 24

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奉命参加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进驻北海。6 月 30 日，第十

一师驻高州总部成立了国民党党部。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成立以后，为了加快革命进程，充分

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广泛团结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与第十一师

取得共识以后，北海加快了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筹建工作。7 月 11 日，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成

立，党部设于升平街。党部设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商民、农民、工人 7个部。下设区部

5个，区分部 12 个，党员 2000 多人。共产党员江刺横任组织部长、简毅任工人部长、苏其礼

任农民部长，陈国兴任青年部长，国民党左派人士张达超任妇女部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江

刺横、简毅、潘国鼎、黄敬初、张达超、钟宝琪、廖竹洲等为执行委员，李雄飞、冯五其、谭

呈祥等为监察委员。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成立标志着国共合作已在北海完成。实际上国民党北

海市党部已是中共公开领导群众运动的一个统战机构，通过它广泛地发动各阶层人民起来革命，

发挥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独特作用。这时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内的革命气氛很浓，党部大厅内

正中挂着孙中山像，两边挂马克思、列宁像，里面布置为红色，墙上张贴的标语是：打倒列

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内的活动也很活跃，每

星期都进行一次集会，每天晚上都进行讲课和讨论等活动。江刺横等中共党员常到党部讲课、

演讲，宣传革命道理，介绍革命形势，解释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分析中国近代落后

挨打的原因，还与各基层领导研究当前开展的工作。江刺横本来就多才多艺，他演讲时声情并

茂，慷慨激昂，说理深入浅出，深得听众喜爱，演说大厅内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北海

市党部内也通过发文件等形式，指导全市的工农群众运动。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北海工

人群众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三、党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成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北海工

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掀起了北海历史上空前的革

命高潮。与此同时，也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使之呈现出新的

面貌。

在中共北海组织成立之前，北海的工人运动多是自发和零碎的，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

构，革命内容也主要是提出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经济要求，对共产党革命的

最终目标和纲领并没有明确了解。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成立之后，就把宣传和动员群众放在首位，

以总工会的形式将各阶层群众团结在一起。1926 年 7 月，钟辉廉率先成立北海市第一个基层

工会车缝工会。随后在群众运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各行业工会相继成立，涉及码头、海员、

驳船、装船、手车、店员、建筑、理发、爆竹、屠业、洋务、木器、首饰、茶居等 10 多个行

业。其中鞋业工会人数最多，约 200 多人，其余的也有 100 多人。10 月，各行业工会联合成

立北海市总工会，共有会员 5000 多人，简毅、钟辉廉为总工会负责人，钟辉廉（兼）、潘国鼎、

冯慕周等分别为各区工会负责人。11 月 5 日，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也组织成立合浦县总工会，

会员 2300 多人。北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北海工人阶级已走上了政治舞台。

北海总工会成立后，北海的大革命运动就以工人为中心，推动着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

女运动的发展。在总工会成立的影响下，农民协会（会长朱为智）、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潘国

鼎）、妇女联合会（负责人张达超、崔雪珍）也先后成立。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领导的农民运

动迅速发展，至 1927 年底，北海已建立了垌尾、石子岭、铜鼓岭、沙湾、红路岭、十二间屋、

牛角塘、驿马等 8个基层农会；合浦已建立了何屋坡、东校场、吴屋坡、石头岭、双江桥、平

田、闸口山子背等 7个基层农协会，北海、合浦的农会会员共 2000 多人。每一个农会的成立，

各阶层的群众都敲锣打鼓、燃放爆竹，举行示威游行进行庆祝，因此各街道常常热闹非凡，革

命气氛相当浓厚。江刺横、李雄飞等还深入到涠洲岛，发动岛民举行打倒土豪渔霸的示威游行，

组织建立渔业工会。

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项主要内容，并把组织和领导妇女

运动列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很重视妇女运动，1926 年 11 月，在广东省妇

女解放协会和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领导下，成立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北海分会，省协会指定张达

任北海分会主任。北海分会下辖组织有：妇女驳艇工会、女工夜校、女工学生会和家庭妇女会

等，会员 80 多人。12 月，在广东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后，各地妇女解放分会相继成立，广

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合浦分会也成立了。随后，北海妇女运动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得



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广大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明显提高，群体意识大为增强，

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1926 年底，国民党北海市党部通过妇女解放协会将积

极分子罗道诚、沈卓清等分别派往广州，参加由何香凝主办的广州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和

参加广州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北海的妇女解放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妇

女们开展了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争取婚姻自由、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斗争。她们剪发、放足、

上夜校、参加社会活动，婢女们罢工抗议雇主的虐待和迫害。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北海分会还

派张达超、罗道诚等代表北海妇女界赴广州慰问省港罢工委员会，向报界发表慰问信。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北海地方组织

领导的青年运动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各校都组织学生宣传队，拿着旗子，打着摇铃，到街头

宣传抵制英、日货。1927 年 1 月，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学生自治会在街上举办民众夜校，

招收学生免费入学；还组织剧社，演出革命戏剧；成立青年同志社、青年运动委员会，进行革

命宣传。

此外，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发动下，还成立了商民协会，创办了工人俱乐部、讲习班，

组织各阶层群众学习革命理论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每逢节日或纪念日总工会和各群众团体都

组织集会、游行，沿街大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高呼口号。一些群众还耍龙灯、踩高跷、

燃放烟花爆竹，夜间则点上灯笼火把，其盛况空前。这些群众性的革命活动，震动了北海城乡，

让广大人民深切感受到了革命气氛，从而了解革命，壮大了革命声势，显示了新生的中国共产

党的强大力量。

为了更进一步壮大革命势力，将全市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更好地实现共产党的纲领，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又推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筹备成立全市工农商学联合会。1926 年 11 月 18

日，万余群众集会，宣布北海市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全市各农民协会、基层工会、商会、学

生联合会和妇女解放协会等 31 个群众团体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共同推举朱为智（农民代表）、

潘文伟、廖竹洲（商人代表）、陈国兴（学生代表）、张达超（妇女代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撤办贪官陈椿熙、追究侵贪公款的豪绅王大朋的责任等议案。从此，

北海除了总工会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广泛的群众联合体，促进了革命运动的高涨。

开展大规模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动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在宣传和动员群众中，顺从民意，按照国民革命的宗旨，在北海领导开

展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群众运动，即破除封建迷信活动。由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北海

的封建迷信风气甚浓，人们只能把个人命运寄托于神灵，以封建迷信寻找解脱。北海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市区就遍布着龙皇庙、三皇庙、社王公等 10 多座庙宇祠堂，求神拜佛几乎是一部

分居民的日常生活内容，这种现象显然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相悖。为了彻底打碎禁锢人们

思想的枷锁，摧毁旧势力的思想基础，树立新的思想观念，让革命理论深入人心，中共北海地



方组织于 1926 年秋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规模浩大的遍及城乡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动。

在市区，在总工会的号召下，手持木棍铁锹等工具的各阶层群众分别拥入三婆庙、龙皇庙、

地皇庙等庙宇，一阵猛扫，神炉、香台、泥菩萨等顿成碎片，打不碎的木神、木菩萨，群众就

将它们抬到西炮台刑场焚烧。这一行动震撼了北海各阶层人士，群众纷纷赶来围观，拍手称快，

神棍和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接着，工人们又将各庙宇打扫布置，贴上马克思、列宁画像和革

命标语，把这些庙宇改造为总工会和各分会办事处，或工人俱乐部和夜校。

在廉州，国民党合浦县党部执委冯道先联合进步青年也投入破除封建迷信，打泥菩萨的群

众运动。他们带领县城小学的师生，冲进庙宇，捣毁了神台、神像，然后又向城郊和石康等乡

镇行动，震动了合浦。

在涠洲岛，江刺横、李雄飞组织各界群众举行反教会游行，他们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

的口号，冲进教堂，赶走了神甫，捣毁了教堂的神品，一扫涠洲沉闷的空气。这次反教会游行

是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主旨的群众革命运动，形成了一定的

声势，一方面使一部分受洋教束缚禁锢的群众解放出来，强化了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也使全体

市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帝教育，加深了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发动和领导的这次大规模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是北海革命早期的一场

思想解放运动。尽管还显幼稚和不成熟，但却显示了北海人民对大革命的支持和政治热情。

四、党在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发展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成立后，在发动和领导北海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加强自身的建

设。而北海在建党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扩大党组

织。

国共合作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帮助国民党建立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广泛宣传和传播；党在领导国民革

命运动的斗争中也得到锻炼，培养了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从而使党组织有了长足发展。至

1927 年 4 月，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党员从 8 人发展到 26 人，共发展党员 18 人，其中市总工

会发展党员 10 人，共青团北海市支部发展党员 3人，市青年同志社发展党员 3人，市学生联

合会发展党员 1人，以及钦廉农运特派员 1人（中共党员）。

在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的同时，党还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教育。通过组织广大党员学习有

关宣传马列主义和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书刊，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以提高

党员的素质，培养一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优秀干部。

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党的工作又多是围绕国共合作这个主题来进行的，所以

这一时期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党的队伍的发展以及思

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日益高涨的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新党员的教



育和培养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失误。然而，党的自身建设在建

党初期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使党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出现在北海

民众面前，获得北海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这为发动和领导北海革命走向高潮提供

了有力的保证，为以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