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 世 尧（1917－1970）

赵世尧，1917 年农历 3 月 6 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原广东省合浦县北海镇）

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排行第二，参加革命后，同志们尊称他为赵二哥。

1924 年开始读香坪小学，1929 年小学未毕业考入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1936 年 7 月

在一中高中部毕业。在中学时，受进步老师冯道先、杜君慧影响，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和同学

黄铸夫、苏觉民、冯廉先等一起，秘密阅读共产党、马列主义书报，组织“未名”读书会，参

加校内外抗日爱国活动，並和廉州中学何承蔚、何世权领导的“艺宫”联系配合，使廉中、一

中成为抗日进步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同学，后来大部分参加革命参加党。

1936 年 8 月，国民党爱国将领翁照垣带领新建的十九路军六十师进驻北海，赵世尧等动

员抗日进步青年，积极支援抗日军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惩办了日本间谍中野顺三，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海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派了七艘军舰到北海海面进行

武力威胁，国民党外交部派了两广特派员公署秘书凌士芬配合日本人来

“调查”，被赵世尧等动员学生、工人、农民进行面对面斗争，痛斥这些卖国贼和侵略者

的无耻行径，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气节。但在蒋介石卖国妥协政策下，翁照垣的抗日军队终于

被迫撤离北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

1936 年 10 月，赵世尧到了广州，和杜渐蓬、何承蔚、何世权等在一起，参加广州的抗日

活动，在此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青），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

赵世尧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1937 年 11 月，赵世尧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北海，开始重新建立党组织的活动。1938 年 2

月，赵世尧和张进煊、何世权一起，共同决定在廉州、北海开始建立党组织的工作。赵世尧在

2月份先后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其中有庞文隽、郭李晃、谢祖祐、利培源、王文昆、罗刚等，

北海许多受革命影响的男女青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带路人。

1938 年 4 月，合浦县特别支部成立，书记张进煊、委员赵世尧、何世权。赵何两人分别

担任北海、廉州支部书记。党员的数量剧增，党员由廉州、北海，发展到白沙、西场、寨圩等

地。在这期间，赵世尧担任北海图书馆主任、北海抗敌后援会总干事。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又广泛深入开展起来。

1938 年 1O 月，经广东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1939 年 2 月，成立中共合浦中心

县委，赵世尧被选为委员，分工负责领导北海党组织工作，对北海党组织（包括西场、南康）

的壮大发展，作过艰苦努力和重要贡献。

1939 年 5 月，发生第一次党案事件，县委机关被国民党军队破坏，李士洋、陈任生等五

人被捕。在反共逆流中，赵世尧和张进煊、何世权一起，坚持领导全县党组织进行斗争。1939

年 8 月，省委派温焯华来合浦处理此案，在白石水金街小学（现属浦北县大成公社）召开县委



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县委领导机构（第三届县委），赵世尧仍然被选为委员。

当时合浦县委是负责领导灵山、钦州、防城、合浦四属的。赵世尧对发展北海党组织作过

重大贡献，对发展防城的党组织也做了很多工作。

1940 年以后，赵世尧调离北海，先后在湛江、化州、廉江等地，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

活动。1944 年参加南路抗日武装起义，担任过南路人民解放军一支队三中队副队长。1945 年

以后，在越南、澳门、香港进行革命活动。1949 年任粤桂边纵队侦察参谋。解放后，先后在

湛江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工作。“文革”前担任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在漫

长的战斗岁月里，他曾一度和组织失掉联系，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千方百计回到党的怀抱，这

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在“文革”中，赵世尧被诬为“大特务”，遭受到精神和肉体残酷折磨，终于在 1970 年 2

月 10 日含冤去世，终年五十三岁。

赵世尧在逝世前一年，曾在监狱中写了几首词，其中一首写道：

……………

可笑几片乌云，

浮浮沉沉，

妄遮天半壁。

蜀犬狂吠叹无知，

夸父追日叹何及？

驱开雾锁，

消溶冰封，

大宇澄如碧。

正大光明，

还我英雄本色。

打倒四人帮以后，赵世尧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广东省的领导部门，沉痛地为赵世尧同志

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战友们和乡亲们永远不会忘记北海人民解放事业的开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