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论

中国共产党北海地方组织，是在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在北海传播，

并初步与工农运动结合的基础上，于 1926 年 6 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起

来的，这是钦廉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它在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本地实际

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和任务，为北海

人民的解放事业，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

全面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它的光荣历史是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组成部分。

北海历史悠久。从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建合浦郡、合浦县，直到宋、元、明、

清，北海先后是合浦县的三村乡、古里寨、靖海团。清康熙元年（1662 年）设“北海镇标”，

是北海地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解放前，北海除曾于民国十五至十八年(1926-1929)成

立市政筹备处由广东省直辖外，历属广东省合浦县辖镇。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成立地级

市，1952 年划归广西省，1955 年重归广东省为省辖市，1956 年为县级市，1965 年又划归

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县级市，1983 年恢复为地级市，1984 年被列为全国 14 个进一步对外开

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1987 年合浦县归北海市管辖。至 1994 年底，北海市辖一县三区

（合浦县、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总面积为 3337 平方公里。1996 年末，全市总人

口 135.42 万人。

北海地理位置优越。北海位于北部湾东北岸，处在中国华南、西南、中南和东南亚结

合部的中心位置，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早在 2000 多年前，北海已是中国重要的对

外贸易港口。西汉时期，北海港（古合浦乾体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从西汉以来，北海港一直是“外洋各国夷商”的商船云集和“滇桂货物输出”之要地，是

广东南路的主要港口，是与东南亚各国贸易的商埠，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北海人民富于革命传统。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76

年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从此北海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掠夺的地区，农村经济日趋

哀落，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如响应太

平天国农民起义、辛亥革命等。但辛亥革命成果被封建军阀所窃取，人民痛苦益甚，要革

命、求解放的要求更加强烈。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苦难中的人民看到了希望。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北海革命人民也从此逐步会集到中国

共产党的旗帜下，革命斗争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书按四个历史时期分作四编。

一、第一编（第一至第三章）写党的创建和党在大革命时期（1926 年 6 月至 1927 年

7 月）



这一时期，中心任务是初步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进行反帝反封建的

国民革命。第一编可分为两大段：

1926 年 6 月以前，是北海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准备时期。北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倡兴

办学，培养人才，形成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人民总体文化素质较高，容易接受新思想、

新潮流。五四运动在北海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产生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知识分子，并迅速与工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特别是党的三大召开后，革命

宣传与组织工作进一步加强，在全国工农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北海工农运动迅速兴起。从

而，在思想、理论、干部和群众基础上，为在北海建立党组织准备了条件。

1926 年 6 月至 1927 年 7 月，是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

革命。第一篇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1926 年 6 月至 1927 年 3 月，国共合作后，促进了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钦廉

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北海支部的建立、发展，北海与合浦的工会、农会

以及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步团体相继建立，使北海工农运动迅猛高涨。

（二）1927 年 4 月至 7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已向右转，破坏国共合作，

压制工农运动，北海党组织在反对新老右派的斗争中继续推进工农运动；蒋介石在上海发

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国民党右派在北海发动四二

三事变，北海党组织被破坏，大革命运动在北海遭到失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虽然失

败了，但共产党已打下基础，影响深远。

第二编（第四至第五章）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 年 8 月至 1937 年 7 月）

这一时期，中心任务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广泛传播马克

思主义和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为党组织的重建奠定基础；兴起抗日文化运动，开展抗日

救亡运动。第二篇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1927 年 8 月至 1932 年 10 月，在中共南路特委发动的遂溪农民武装暴动对国民

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给予沉重的打击后，部分遂溪县农军转移到北海斜阳岛，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疯狂地进行反共的军事“围剿”和杀戮革命人员，国民党广

东当局纠集海陆空武装围攻斜阳农军，农军英勇抗击，终因弹尽粮绝而至失败。斜阳农军

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在斜阳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符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道路的思想，为后来南路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并对南路地区农军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

（二）1932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北

海进步青年学生先后建立“绿波书社”、“未名社”、“艺宫学术研究会”、“静励斋”等进步

组织，逐步形成一个以学习革命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反蒋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运动；北海爱国军民刺杀日本间谍中野顺三（即北海九三事件），北海九三事件打击了日

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造成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困难，极

大地促进了北海人民的觉醒，振奋了北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掀起了抗日反蒋、

逼蒋抗日的热潮；北海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思想

觉悟，为北海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和干部基础，使北海党组织重建的条件日

趋成熟。

三、第三编（第六至第九章）写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条件下进

行的。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存在抗日与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性，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更实

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因而整个时期交织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斗争历程异常

曲折复杂。北海地区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对国民党当局既联合又斗争，独

立自主地领导北海地区人民坚持抗战。第三篇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7 年 7 月至 1939 年 6 月，贯彻全面抗战路线，重建北海地区党组织，成立

中共合浦特支，组织和领导抗日群众运动；日军侵占涠洲岛后，北海成为抗日前线，为了

加强北海地区党的领导力量，开辟钦廉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不久

成立中共合浦县中心县委，领导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四县党组织；北海地区党组织的

重建和发展，使北海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统一组织领导下逐步走向高潮，并推动北海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和健康发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发生了合浦儒家巷事

件，合浦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北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

（二）1939 年 7 月至 1940 年底，恢复合浦县委机关，成立合浦县工委，开展党组织

的整党审干；创建白石水、龙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抗击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学校的代理人、反对奸商运米资敌；

开展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进行武装自卫。

（三）1941 年春至 1944 年冬，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

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陆续将已暴露的党员转移到农村和别的地方，以隐蔽的方式开

展工作；开展整风运动，严肃党的纪律，增强党性和党的战斗力；发生的合浦永信烟庄事

件，破坏了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地下机关，钦廉四属的中共组织活动基本停止。虽然停止了

党组织生活，但广大党员毫不动摇，仍然坚持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

（四）1944 年冬至 1945 年 8 月，发动全面武装起义，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组建由共

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队伍，革命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南路抗日解放军第

二支队主力挺进合浦，建立白石水抗日根据地，钦廉地区的武装队伍组编为南路人民抗日

解放军第三支队，第二支队回师高雷地区后，第三支队仍然坚持战斗，巩固抗日根据地；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和中国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日军节节败退，



涠洲人民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全歼涠洲岛上的日军。

北海地区党组织遵循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当地的实际，在极

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长达 8 年之久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战

的胜利。

四、第四编（第十至第十三章）写解放战争时期（1945 年 9月至 1949 年 12 月）

这一时期，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党的各项工作充分展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北海

的胜利。第四篇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5 年 9 月至 1947 年春，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北海地区党

组织贯彻党中央关于争取和平与“分散坚持”的方针，从武装自卫斗争逐步转变为分散隐

蔽、保存积蓄力量的斗争。

（二）1947 年春至 1948 年春，开展公开武装斗争，建立十万大山、六万大山、镇龙

山互为犄角的游击根据地；钦廉四属党组织全面恢复，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加强党的建

设；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挫败国民党的第一期“清剿”；巩固和发展农村

根据地，发动群众反抗国民党“三征”（征兵、征粮、征税）。

（三）1948 年春至 1948 年年底，挫败国民党的第二期“清剿”，发展壮大武工队和民

兵队伍，加强情报交通工作，扩大民主统一战线，逐步改变北海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

（四）1949 年 1 月至 12 月，发动春季攻势，建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随

后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建立大块根据地，使高雷地区与十万大山和

六万大山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权，加强城市工作；

加强支前工作，配合解放军南下，为全面解放北海而斗争，并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历史表明，北海党组织是经得起严峻斗争考验的、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光荣的地方

党组织，能够坚持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历史，是党和人民长期浴血奋战的光荣史篇，内容十分丰富。本

书以大量史实记述党领导北海人民 23 年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希望能给读者以启迪，以

史为鉴，面向未来，使历史经验教训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把北海的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