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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南

海县农民协会筹备

处日址一一附设于

广州市东皋大道一

●走研心固自革命烈

士纪念碑一一为纪念参

加1927年广州起义牺牲

的烈士而立。



▲南湔村。1924年5月29日南浦农团

：在此成立。

▲大革命时期的农军武器
▲太革争时期农军识别蒂



▲农民协会舍女证

▲太革命时期农民协套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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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证

章。其标志为§时农民协套

旗帜一一犁头旗

▲是革命时期省农民协奇刊印的宣传品

●走革命时期南海晏农民协会鲁A证章。卤

卜南海县农军保护广：一铁路工友凯旋留影I『笛"q年中共广东区委常妾．收

民珥动委n套书记阮啸仙蹑。



■广东省农民协会H犁共

旬掇"第日期关于192 5年6月

南海农军参与平定滇，桂军阀、

柄(希闭)刘(震囊)叛乱的

报导

Tl 927年喜．南海县农军

协助广三铁路赤皂工套平定黄

色工会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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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z仓．1 925年1n月在此

清算是jI}堂劣绅蕞目

卜夏教附近河自一自．1938_年-【n

月T自是勤组镕的抗日z自队在此

伏击日军两艘运精船。



▲并被前龙滇}农民居住的茅房

●走∞龙蛇南}的封建禁例

卜地王阶级剥州农民的加走开．空心秤一砣v



▲土改时人民政府发培农民的土地房

产所有证(存根)

婪目州翦虿可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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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部钢

笔l|写油印刊物

▲土改肌队自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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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20世纪80

年代，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现了经济繁

荣，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

面。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组织编纂了《南海县农

民组织志》成书出版。
’

回顾建国前的历史，农民组织的存在及其活

动，大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性质。由于时代的局

限和阶级的偏见，旧方志和史籍的记述，往往对农

民起义诬蔑为“贼寇一。在近代史上，揭开了中国

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序幕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其
主力是广大劳动人民，其领袖及多数群众都是农民

(也有工人、团练、义勇、爱国士绅等)但是他们
的丰功伟绩，很多也被统治阶级所抹煞，甚至把三
元里等村人民抗英斗争说成“系先由举人何玉成柬
传各村糟引起的。

《南海县农民组织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去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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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去粗取精，并吸取建国后有关部门，专家对史
料研究的新成果，力求写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建

国后史事的记述，则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力求实事求是

地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客观地记

述历史事件兴衰起伏的发展规律。

南海农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多次有名的农

民起义，如邵宗愚、黄萧养、陈开等等，成为不同

历史时期农民斗争的旗帜；近代反抗帝国主义的先

锋——三元里平英团，也出现在南海，这次斗争已
经不仅是停留在反抗压迫剥削，而且上升到反抗帝

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那种爱国爱乡，捍卫民族尊严

的英气，“令侵略者为之震惊；公元1 92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揭开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新的一页，与此

同时，南海农民爆发21万农民自发抗茧捐的斗争，

也为社会各界所瞩目；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下
的工农运动，南海农民也较早投入革命的洪流，经
历过不少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可歌可泣的斗

争。南海农民斗争的业绩，理应受到后人景仰l缅

怀过去，继往开来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农

民组织在清匪反霸，土地革命等翻天覆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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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翻盘踞南海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统治，改革封

建土地制度，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后来

历史发展的几次转折时期，都发挥了它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这些，历史是不能遗忘的。

“志重在用一，地方志的编纂，旨在矗存史、

资治、教化"。《南海县农民组织志》作为南海县

地方志丛书的出版，不仅有着存史的作用，为后人

提供资治、借鉴历史的材料，同时也是一份很好的

乡土教材，是加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和热爱祖

国，建设祖国的好教材。希望本志的编纂出版，能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为

“四个一现代化建设服务作出贡献．

●

吴永锐天水锐

1991年12月



凡 例

一、南海县农民组织志是记述本县农民组织的兴起、发展，

挫折，复兴，胜利的历史，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纵横结合地记

载，并附录必要的图表。

二，本志结构分编，章，节，目几个层次，各个层次均按事

类划分，前后次序一般按事类发生时序排列，也有按性质、主次

记述，横排门类后，纵向记述时，则不为其他事类的时序所限。

三、本志遵循叠志尽在用”， “详今略古"的原则编写。鸦

片战争以后的详，以前的略，历代旧志无记载的详，已有记载的

略，尽可能达到“补史之缺，详史之略"o

四，本志重点记述农民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活动和作用两方

面的内容：按详略要求，分类结构以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

和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这两个时期为主，把两个方面

分开详记，其余时期采用两者综合记述方式。

五，本志断限。时限方面，上限以可追溯到的有代表性的历

史起，或自创建起，下限至1990年，或事业终止时止。地限方面

以1990年县境为范围，历史事件则以当年县境为限。

六、本志纪年，建国前按当时通用习惯使用年号，并附括号

甩公元注明，为省编幅略去公元及年字，只注数码，同一节中的

同朝代同年号，只注其首次出现者。建国后以公元纪年。数目字

一律按中央七部委联合发布的试行规定书写。

七，称谓和计量单位，均按记事当年的习惯记述，必要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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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当今之习惯称谓或标准。人民币则—律折算现行币值记述·

八，人物立传以。生人不立传”和叠本籍为主弦的原则，排

列以生年为序，客籍人除主要生平业绩发生在南海县而又符合人

传条件者外，采用以事系人记述，不立传。

九、各个历史时期机构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均按当时全称

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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