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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源芳（1880—1931），字萱行（后改先行），男，壮族，广西

凤山县长洲乡百乐村八龙屯人。

少年时在私塾和县立高等学堂念书。1910—1914 年，先后到南宁、

贵州、云南等地求学、经商。

1915 年，经同乡廖月林引荐，结识韦拔群，两人一见如故，志

同道合，结为“老庚”，从此交往频繁。

1916 年，随韦拔群赴黔从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后

进贵州讲武堂学习军事。结业后，被委任贵州省宜北县知县，他坚辞

不就。

1918 年返回家乡，在八龙、久加、社更等地办学，向青年学生

灌输反帝反封建思想，为农民运动打下思想基础。1919 年，积极参

与邓卜才领导的凤山“瑶党起义”，担任军师，为其出谋献策，起义

队伍攻破凤山县城。

1922 年，在家乡组建凤山县第一支有 30 人枪的农民武装。次年秋，

这支武装迅速发展到 400 多人。

1925 年 9 月，他到武篆北帝岩（后改列宁岩）协助韦拔群创办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资助 100 块光洋，并携其子廖熙英全程参加

学习。

1926 年，在长里区八达、那爱、平江等乡建立农民协会。8 月，

任凤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主任。12 月，任凤山县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

领导全县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革命斗争。

1927 年 2 月，凤山县农民协会成立，任凤山县农民协会主席。

1929 年 12 月，率领农军攻克凤山县城，为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

根据地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是月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第三纵队

副官处副官长。

1930 年 4 月，率领红军转战天峨、南丹、那地等县。8 月，经韦

拔群、陈洪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

他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任红七军第二十一师 63 团团长。

1931 年 6 月 2 日，率队到隆梅乡隆维村筹备粮食供应部队，其

行踪被敌方预先侦知，敌在隆维村对面河竹林中埋下伏兵等候。他不

知情，将部队停于村外，只带 4 名战士入村，并高喊亮明自己身份，

被伏兵射出的一颗冷弹击中腿部动脉，血流不止，抬至东兰县巴奥乡

砦桂时牺牲。时年 51 岁。



红七军 21 师 63 团团长、革命烈士、八龙人氏廖源芳誓言，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墨狂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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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锦成

凤山县是闻名遐迩的革命老区。这里曾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策

源地和核心区之一，是韦拔群同志革命活动和战斗过的地方。全县

现保存有红军战斗遗址 85 处，建有革命烈士陵园 14 处，革命者的

足迹遍布全县。

八龙屯是韦拔群亲密战友廖源芳的故乡，是凤山革命的发祥地，

是凤山农民革命运动的杰出代表。全屯有 47 名优秀青年参加百色起

义，有 32 位红军和农军为革命英勇献身，其中团级革命烈士 1 名，

班排连级革命烈士 7 名。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烈士们长眠九泉之下，但是他们那

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仍为人们传诵，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铭记在

人们的记忆中。

毋庸置疑，八龙屯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武装夺

取政权的全过程。在这里，人民可以触摸到中国革命艰辛、曲折的

风雨历程，可以触摸到一个个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不顾身的英

雄生命，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 , 感受到精神的力量，看到

这些精神所折射出的伟大光芒！

毛泽东主席跨越七十多年时空的肺腑之言“成千成万的先烈，

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

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至今，言犹在耳，语重心长，

依然让我们感动、感佩、感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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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七军创始人之一邓小平说：“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

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

以极大的便利。”

1931 年 8 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又名邓岗）在给党

中央汇报广西形势时说：“革命运动最普遍和最深入的地方，首推东

兰、凤山两县。”

东兰、凤山两县，因革命而形影相随，因革命而声名远播！

风起云涌的 20 世纪初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貌合神离，军阀割

据各自为政，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民不聊生，更有甚者，

任由日本侵略者肆意宰割国土、蹂躏国民，全然不顾国家存亡和民

族独立。为拯救劳苦大众于水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一大批

仁人志士苦苦求索，在白色恐怖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东兰、凤山

两县鼎足而立率先组建农民协会、建立与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工农

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

地。当时，总人口不足 6 万人的凤山县，就有 3 万余人参加农民协会。

在今天凤山的版图上，同时诞生两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凤山县苏

维埃政府和凌云县苏维埃政府。而且，这两个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

间比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还早一年零十个月！

因此，很自豪地说：凤山革命根据地不愧为中国早期革命根据

地的佼佼者之一，而八龙村不愧是凤山革命的先锋和凤山革命的摇

篮！

为着不忘却和纪念，为着弘扬和光大，凤山县委、县人民政府

决定编辑出版《八龙诗歌集》。

受主编廖庆堂同志之托，我为《八龙诗歌集》作序，深感荣幸。

同时，对邓成老领导、老同志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仍然满腔热情为

革命史倾心尽力深表敬意！

这本集子，不是普通的 “诗歌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

诗歌集。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诗人的：他们中一部分是革命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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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作。他们用诗歌宣示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一部分是革命的亲历

者直抒胸臆，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他们的艰

苦战斗，他们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他们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无

限忠心，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的最伟大的诗篇。正

像韦拔群烈士所写的：

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

今日处境恶，但相信，雾散天会晴；

想起好前景，浑身劲，苦菜也甜心……

三把洋铁打把刀，挂在腰间动摇摇；

谁人敢拦革命路，不断头来也断腰！

诗歌的意境恢宏 , 气势磅礴，诗如其人，是大时代特有的诗韵。

还有不少的诗作，或赞颂八龙先辈们的高尚情操，或咏赞八龙

得天独厚的人间仙境，或赞美八龙人的热情好客、浓情厚意，情致

高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著名诗人罗伏龙先生的《诗友八龙聚会》七言绝句：“应约骚

朋聚八龙，谈今论古敞心胸。搜寻妙句歌先烈，首首新诗颂骏雄。”

和七律《即席赋谢八龙父老》——

马年盛夏八龙游，故友重逢语不休。

美酒千杯人未醉，皆因东主意情稠。

八龙父老意情浓，盛宴佳肴庆聚逢。

一介书生何以报，小诗答谢表心衷。

在诗里，诗人从“语不休”“ 意情稠”“ 意情浓”“ 表心衷”

的角度，传达八龙村父老乡亲的热情，使抽象的“热情”变得具体

而又清晰可见，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

八龙人不仅能“武”，而且也能“文”，能武能文，好学成风。

正如廖氏家属的长老廖源填《勉励学子》的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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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不应恋家乡，十载攻书苦练肠。

将士友邦磨剑利，儒生忧国为民忙。

频话桃李盈门弟，堪羡诗书满户窗。

莫叹眼前屈苦旅，他年荣耀故乡还。

腹有诗书气自华。诗里行间洋溢着先辈对晚辈的循循教诲，也

彰显了廖氏族人厚德载物、厚学致远的博大情怀。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八龙村艰难曲折的革命史为凤山县革命

老区品牌增了光添了彩；同样，八龙村的文化风采亦为凤山文化繁

荣发展添了砖加了瓦。

八龙，乃至凤山无数的革命烈士，有的留下了姓名或著作，更

多的是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土壤，泰山不能

成其大；没有细流，河海不能就其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革命

过程，是漫长而曲折、艰苦而残酷的过程，没有千千万万先烈的抛

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约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

国人民就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主编匠心独运，将诗歌集分为“红色八龙”“文化八龙”“风情八龙”

三个辑子。既搜集整理了八龙乃至八龙革命领导人流传下来的诗歌，

也有八龙村廖邓族人的诗作，同时向全国各地诗词学会的诗人征稿，

诗、词、赋兼收并蓄，雅俗共赏。诗歌集多方位展现了八龙厚重的

革命历史、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细细品读，

静静思考，不仅能感受情怀、滋养心灵，而且陶冶了情操、升华了情感，

不愧为八龙村乃是凤山县革命史书及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材。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之际，在廖源芳烈士牺牲 85 周年

之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出版这本诗歌集，

重温历史 , 激扬文字，不仅非常必要 , 而且意义深远。

是为序。

注：廖锦成系凤山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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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八龙光荣革命传统
弘扬先辈奋勇当先精神

邓　成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

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

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

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

——邓小平　　

早期革命活动

八龙屯有个廖源芳，1880 年出生，字萱行（后改先行），少年

时在私塾和县立高等学堂念书。1910 至 1914 年，先后到南宁、贵州、

云南等地求学、经商，见多识广，颇负盛名。

1915 年 2 月，广西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慕名来到八龙屯，

专程拜访大他 14 岁的廖源芳，两人谈社会，谈民生，谈革命志向，

一见如故，遂结为志同道合的兄弟，互拜“老庚”，共谋革命大业。

1916 年 3 月，韦拔群和廖源芳带领家乡 100 多名优秀青年，前

往贵州参加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同进贵州讲武学堂学习军事。

1918 年，廖源芳在贵州讲武学堂学习期满后，被委任贵州省宜

北县（今属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乡境内）知事，为了救亡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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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断然弃职还乡，投身凤山县农民革命运动。

1919 年，廖源芳率领凤山县长里区八龙乡青壮年 50 多人，参加

凤山县巴旁村拉威屯瑶民首领邓卜才（又名邓仁善）组织的“瑶党

起义”。该起义队伍有凤山、东兰、百色、凌云等县瑶、苗、壮、

汉等各族人民，廖源芳亲任瑶党军师，出谋献策，攻破了凤山县城。

1921 年秋，廖源芳到东兰参加韦拔群发起的革命同盟，加入“改

造东兰同盟会”。会后，在长里区八达乡举行凤山首次革命同盟会，

提出“支持改造东兰同盟会，实行社会革命”的主张。

1922 年 10 月 28 日（农历九月初九），廖源芳秘密组织凤山的

陈天经等十多名进步青年，到东兰武篆银海州参加韦拔群组织“九九

同盟”大会。会上，与会者杀鸡饮血，宣示同盟，提出“打倒军

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决定建立“农民

自卫军”，以保护民众，打击民团、劣绅等反动势力。

1923 年春，廖源芳以八龙为据点，在凤山各地发动农民群众购

买枪支弹药，建立有 500 多人的农民自卫军，亲任总指挥。同年 10

月 20 日，廖源芳率领该队伍到东兰参加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

经受战火洗礼的凤山农民自卫军，后来编为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三团，

下设六个中队，廖源芳任团指挥员。

1923 年，廖源芳在八龙屯创办八龙劳动小学堂，开展革命宣传。

大革命时期

1925 年廖源芳资助韦拔群 100 块光洋，在北帝岩（后改列宁岩）

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派农讲所学员廖源芳和东兰县黄大叔

等人回凤山，发动农民革命，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廖

源芳把八龙劳动小学堂更名为八龙国民学堂，聘请韦秀明、王子雄、

廖庆华、廖训凯担任教师，廖源芳兼任校长。教授五四运动、俄国

十月革命、帝国主义侵略史、东兰农运故事、农运史、农民协会章

程等课程。培训全县农运骨干，共办六个班，先后培训农运骨干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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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培训后，学员在全县各地宣传发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

自卫军。

1926 年初，廖源芳到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汇报工作，经农民部

批准，他在长里区八达乡建立凤山县第一个乡农民协会。4 月，又组

织成立长里区农民协会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8 月下旬，他在长里

区巴林屯成立凤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任主任。12 月，凤山县农民

协会办事处在本农区央洞乡乾烈峒成立，他就任主任，黄文通任秘书。

1927 年 2 月，凤山县农民协会成立，廖源芳任主席，成为广西

最早农民协会成立的县。在廖源芳的领导下，全县 10 个区 116 个乡

就有 7 个区 81 个乡建立农民协会，会员有 31200 多人，建立农民自

卫军 2000 多人。这支农军编入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

军第三团，廖源芳任指挥员。当时，八龙屯青、少、壮年踊跃参加革命，

最小的 15 岁。以卖田卖地、卖耕牛、油茶林地等换取银票，再购买

70 多支枪，3000 多发子弹，有 70 多人加入县农民自卫军，成为韦拔

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三团骨干。

凤山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廖源芳在全县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

地革命斗争，召开人民群众诉苦大会，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焚烧

契约，没收地主恶霸田地 2 万多亩，分给 6300 多户贫苦农民，并颁

发土地证。廖源芳在长里区八龙乡组织共耕社。

土地革命时期

1927 年 4 月 12 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

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

派及革命群众， 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凤山也笼罩在白色恐怖

之中。

1927 年 8 月 15 日，廖源芳率领农军第三团与桂系军阀黄明远部

激战于久加，击毙敌军连副一名，士兵数人，农军伤亡 5 人，迫使

黄明远部退回凤山县城，不敢侵犯苏区，保护了苏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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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8 月 29 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桂系军阀黄明远乘八龙革

命根据地兵力空虚，率兵配合地方反动民团 1000 多人攻打八龙山寨，

烧毁八龙屯民房 52 户 206 间，掳夺牛马 323 头。

同年 12 月 12 日，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宣布停止东兰县党部的活动，

并“进行改组”。省政府批准国民革命军第 7 军第 5 师中将师长刘

日福的呈文，悬赏通缉韦拔群、廖源芳等 23 人。悬赏最少为 500 元

光洋，最多为 5000 元光洋（韦拔群）。为了回击敌人，韦拔群组织

暗杀队对付敌人的搜捕。廖源芳带领部分暗杀队，活动在凤山，镇

压土豪劣绅，袭击小股敌人。

1928 年 4 月，国民党广西省府发出“第 83 号令”，命令凤山县

团督总局没收廖源芳、黄文通、陈天经、王子雄等农运领导人的家

产作县民团经费使用。桂系军阀和地方民团狼狈为奸，联手血腥镇

压凤山革命群众，全县农民革命运动遭受重大损失。

1928 年 11 月，在牙苏民、黄大权率领的东兰农军配合下，廖源

芳率凤山农军分兵三路围攻盘踞泗务岩、拉托岩、隆恩岩的龙显才

民团武装，农军英勇奋战，攻破匪岩洞，击毙龙达宏、龙显和、龙

达元等民团首领数人。

1929 年 12 月 11 日，廖源芳率领凤山农民赤卫军 624 人参加邓

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其中八龙青年 47 人，凤山 500 多名

优秀青年编入红七军第三纵队，廖源芳任第三纵队副官长。

1930 年元月，中共参里党支部及参里区、八龙乡苏维埃政府，

在八龙屯廖训安家成立。

1930 年 10 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师长韦拔群、副师长黄松坚

回凤山与廖源芳组建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廖源芳任团长，八龙赤卫

军成为该团骨干。此间，廖源芳率部转战滇、黔、桂边，坚持敌后

斗争，指挥军民反击黔桂军阀及地方反动民团围剿东凤革命根据地

上百次大小战斗，先后两次攻破凤山县城。

1930 年 8 月，经韦拔群、陈洪涛介绍，廖源芳在那地（今南丹县）

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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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11 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革命武装力量薄弱，桂

系军阀疯狂向苏区人民进行残酷围剿，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到

八龙与廖源芳共商对策，教导苏区人民，要背靠大山，实行坚壁清野。

1931 年农历二月，桂系军阀廖磊军长勾结黔军王海平部两个团

配合地方反动民团 1000 多人，围剿八龙山寨，廖源芳率领红军 63 团

二个营和特务连 390 多人配合八龙赤卫军与敌军血战三昼夜，打死

敌军 70 多人、伤 30 多人，敌军逃回县城。在这次反“围剿”战斗中，

红军排长、八龙屯人廖训安壮烈牺牲。

1931 年 3 月，黔军逃回贵州，桂系军阀杨一峰营及地方反动民

团 1000 多人再次攻打八龙砦久山寨，寨内军民在廖熙英的指挥下，

凭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之地利，与敌人激战七昼夜，战斗到弹尽

粮绝，仍以石头、大刀、木棒与敌人血战到底。在这次反围剿激战中，

毙敌 40 多人，我方红军参谋廖源洪、连长廖源秋、赤卫军战士廖源佑、

廖训保等 27 名战士英勇牺牲；班述妹（八龙乡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

罗三妹（八龙乡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赤卫军战士廖熙和、廖训

德 4 人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抱敌跳崖殉难。山寨失守，敌军攻进山寨后，

大人、小孩惨遭屠杀 84 人，惨不忍睹，革命群众 130 多人被押到国

民党凤山县关押。

1931 年 6 月 2 日，廖源芳率领红军 63 团二个营在凤山砦牙乡拉

龙村弄维峒与敌人作战壮烈牺牲。

廖源芳牺牲后，次年冬，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

转入低潮，红七军余部化整为零，分散各地；廖源芳的儿子、时任

红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一营副营长的廖熙英的家产田园被国民党没

收，他携一家老小隐姓埋名潜往南丹县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31 年至 1949 年，在八龙建立革命地下交通站，走线为：参

里（八龙）亭蒙—那爱—板隆—东兰巴英—砦桂—孟港—贵州望漠—

贞丰—泽亨，并派党员廖熙月、廖源丰在黄举平领导下开辟革命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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