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 道 先（1905－1936）

冯道先是合浦革命事业的先驱者，最早的革命真理传播者、启蒙者。

1905 年，冯道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原籍广东省合浦县岛木山子背村（现为广西合浦

县闸口公社山背生产队）人，自小勤奋好学，成绩优秀。1919 年（十四岁）考上县城廉州中

学，当时廉中是四年制的。1923 年秋季，他中学毕业后，到广州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堂（中

山大学的前身），靠亲友资助读了两个学期。后因家贫，中途辍学，回到合浦县城当小学教师。

当时广东南路（即现在的湛江、钦州两个地区）仍在军阀邓本殷统治下，冯道先一边当教员，

一边勤奋读书，接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25 年冬天，国民革命军第十师解放了合浦县。师长陈铭枢、县长钟喜赓、教育局长钟

喜焯都是合浦人，当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省里也先后派了江刺横、李雄飞、简毅等一批共产

党员来合浦，结合当地先进分子，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二十一岁的冯道先，被任命为

合浦县立女子小学校长。他除了冲破封建束缚，锐意教学改革和妇女解放运动以外，还带领师

生参加社会上反帝反封建宣传工作，办夜校、上台演白话剧、打泥菩萨，在如火如荼的革命运

动中，冯道先是个中坚人物。

1927 年“4 .12”反革命政变，合浦也陷入腥风血雨中，江刺横等七名共产党员被捕牺牲。

冯道先也以“共党嫌疑”被捕，坐了半年监狱，在亲友和社会人士的营救下，才得到释放，当

时廉州北海中小学生，还列队欢迎冯老师出狱，可见他影响是很深的。

出狱后，他一度离开合浦，在广东省新会县，创办了新会县师范学校和新会县女子师范学

校，并担任语文老师。

1929 年秋，他返回北海，担任合浦一中（现在的北海中学）的教师。这些年，他坚持不

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革命真理。在担任一中教师期间，他创办了“绿波书社”，出售

传阅革命理论书籍和文艺书籍，进行革命启蒙运动，传播革命种子，影响遍及北海、廉州、南

路。解放后在各级领导机关担任职务和名列专家学者的赵世尧、苏觉民、黄铸夫、林诗均、庞

自、劳家顺、李英敏、何承蔚等，都受到他的熏陶。

1933 年秋天，冯道先回到中山大学复学，读社会学系。他找到党，实现了多年愿望。他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思想更加活跃，干劲倍增，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团

结组织同学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山大学很有名的学生领袖。

1935 年“12·9”学生运动爆发，冯道先挺身而出，和其他学生领袖一起，组织和举行几

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每次他都站在最前列，担任中山大学三千余学生队伍的纠察

队长，和捣乱破坏的反动军警特务搏斗。在 1936 年 1 月 13 日，在著名的“荔湾惨案”中他被

捕，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监狱。反动派把他作为头号要犯，不许探视，不许保释，他坚持和

反动军警斗争到底，绝不妥协。1936 年 9 月，反动军阀陈济棠倒台前夜，下令公安局长何荦



把冯道先秘密杀害了。

1936 年 11 月 25 日，中山大学抗日爱国师生员工，开了一个悲壮的追悼会，悼念这位为

国为民甘洒热血的勇士。冯道先烈士在他短暂的三十一年中，为革命事业作出那样大的贡献，

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中大师生心中，也活在故乡百万革命人民的心中。

冯道先烈士有弟弟冯廉先（冯德），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和教育工作。遗孀劳瑞梅尚健在，

有儿子两人，一家已儿孙成行，不愧为光荣烈士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