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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湘

浙南特委建立及其活动

浙南特委成立于1928年9月，是浙江省委为

了领导发动浙东南农民武装起义而建立的。特委

建立后最成功的是领导发动天台“杀朱闹当"斗

争。但由于缺乏白区工作的经验，当年12月即遭

破坏。浙南特委存在的时间虽短，却在浙东南燃

起了星星之火，在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

文就浙南特委的建立及其失败的原因作一简要的

评述，砖以引玉。

一、浙南特委建立的背景

浙南特委当时在海门建立，是有其特殊的历

史条件的。

l、党号召以革命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

大革命失败后，整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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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牺牲在反动派的屠

刀之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迅速制定出新的全

党行动纲领。1927年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

委发布通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行到一个

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要求党领导进行农民

暴动，建立革命武装，以保障土地革命。8月1

日，党领导举行了南昌起义，从而走上了武装夺

取政权的斗争道路。8月7目，中央在汉口召开

紧急会议。会议通过《告全体党员书》和有关农

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等三个决议，

确定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屠杀政策及其反动统治的方针。

此后，在各地，我党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以及孝感、洪湖、宜章、郴州等地的起

义，一时，武装暴动的烽火燃遍了神州大地。

2、台州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在这一形势推动下，台州党组织也加大了发

动农民暴动的斗争力度。1928年6月，中共宁海

县委向省委提出“采取准备暴动政策，于工作上

注意军事训练发展组织。"温岭县委“正着手组织
'



史志园地

农军，以最烈的红色恐怖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在

海门，发生了省防军第五团机枪连士兵哗变事件。

省委在给台州党组织的《关于台属六县工作

的决议案》中，对台属的农民斗争、工人运动、

士兵运动、改造组织、政治宣传等作出具体指示，

要求台属“目前即须领导农民从事于军事的训练

及武装的准备，以便很快的发动游击战争。”“积

极发动工人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以扩大到与乡村

革命高潮相结合。’’3月下旬，省委派王瘦竹同志

到宁海具体指导武装斗争工作。各县的农民运动

蓬勃兴起，如天台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军事特

捐斗争。4月玉环古顺农民协会建立，提出“政

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特别是5月发动的宁海

亭旁农民暴动，建立了亭旁苏维埃政权，在全省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台州各县党组织的迅速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台州各县党的组织先

后遭到破坏。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县党组

织即恢复建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27年5

月，宁海支部恢复活动，7月成立临时县委。9

月，临海县委和黄岩支部相继建立。12月，天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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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支部成立，次年3月建立县委。1928年2月，

温岭县委建立。6月，仙居中心支部建立。各县

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亟待

有一个统一的领导组织，统一领导各县党组织有

效地开展斗争。

4、统一领导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亭旁起义失败后，中共浙江省委总结了起义

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对农村武装斗争领导的

重要性，为配合发动秋收斗争，省委于9月23

日发出《关于台属各县工作总方针》的指示，决

定在秋收斗争中“为使台属六县及温属各县工作

更便利，迅速指挥和相互适应起见，省委决定召

集台温各县联席会，成立浙南特别委员会。”并指

示时在台州的省委特派员龙大道负责筹建工作。

由于前期工作受到左的干扰，在时机没有成

熟的情况下举行暴动，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暴露了

自己，因此，各县的党组织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省委意图成立浙南特委，以统一领导，改变斗争

策略，着手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重组党的

力量。

这就是浙南特委成立的背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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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南特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1928年9月，省委常委、特派员龙大道根据

省委决定，在天台县栖霞乡蓝田村主持召开台温

各县党的联席会议，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9人(台

州7人，温州2人)。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精

神，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南特别委员会，选举管容

德为书记，林去病、王逸仙(卢经训)为常委，袁

佐文、钟鼎文为委员，领导温属四县和台属六县

党的工作。会议特委机关的选址也作了一番研究。

台州地处浙江中部，三面环绕着高山峻岭，

一面濒海，陆路交通不便，而海上交通还是比较

方便，在清末就已经开通海门至上海、宁波的航

线，海门成为台州与外界交通的门户。当时，党

的机关设在上海，到台卅li般先到海门，即便是

杭州，也是经由宁波或上海坐船到海门。因此，

省委在信中特别指示，特委机关顶好设临海(临海

当时是台州专署所在地)，如不可能则设海门。鉴

于当时临海反动势力强大，特委无法开展工作，

就决定将机关设在海门。

浙南特委机关原设在葭浊“省立六中”附近

的一户农民的家中，因六中当时学生思想较激进，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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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就因为学生的爱国活动而受到反动分子的指

控，当局将其移离其统治中心，移到当时比较僻

远的葭浊。就这样，敌人也没有放松盯梢。机关

设在这儿，虽然能够接近学生，但危险性也较大，

故经研究，特委决定将工作机关移到海门小衙门

警察局附近的一所民房里，直到12月15日被国

民党保安队破获。

浙南特委成立后，即根据省委指示，着手发

动群众，开展抗租反霸斗争，特委委员分赴各县

指导工作，特委书记管容德则到各县巡视指导。

其间比较成功的是天台县党组织在特委书记管容

德的指导下发动的“杀朱闹当”斗争。1928年初

冬，“泰宁押’’当店失火，烧毁了店内所有的当物。

大地主葛逢源拒不赔偿当物，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天台县委征得在天台指导工作的特委书记管容德

的同意，发动群众包围了葛逢源家，并杀死了前

来威吓群众的国民党天台县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朱良庆，这一事件震惊了台州各县，甚至整个浙

江省都受到震动。但因时机没有成熟，过早暴露

了党的力量，结果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县委

书记石瑞芳在天台立足不住，不得不走避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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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委员也因此而外出隐蔽，有的此后便与组织

失去了联系。天台县委仅剩下包定一人支撑局面。

后包定被捕，县委组织瘫痪。

11月下旬，在椒北道感堂召开浙南特委第二

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温州、台州各县代表

20多人。因原书记管容德调省委工作，会议改选

卢经训为书记，增选金学河为常委，王金梅、叶

信庄、石英为委员，包定、郑高设为候补委员。

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等问

题，并根据各县的具体情况确定工作重点。会后，

代表们即回当地开展工作。

会后，特委机关即由葭泄迁至海f-I+衙门前

椒江大戏院对面一所民房内。

但是，没有多少时间，特委机关即遭破坏，

台州各县党组织又失去了统一的领导。

1928年12月10日，为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

也为向海门市民进行宣传，特委机关工作人员连

夜在海门大街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时海门

上下舆论哗然。但也引起了驻海门浙保五团的警

觉，特委机关所在的民房己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25日，特委机关工作人员擦枪走火，引来军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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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内工作人员当场被捕，并被搜去组织名册和

文件60多份，以及手枪和印刷器械。次日，省立

六中党组织遭破坏。

浙南特委建立时间过短，以至还没来得及发

挥他的作用。特委领导在工作上仍然没有摆脱

“左”的影响，在工作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从而

导致失败。

l、没有注重发展党的组织，壮大自己的力量。

在敌人相对还比较强大的情况下重视保存有生力

量，而泥于执行错误的工作方针，一味强调武装

对抗，致使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党的力量遭受严

重损失。如天台杀朱闹当事件，其本身并无多大

意义，但却招致天台党组织受到重大压力，主要

领导人走避他乡，组织几近瘫痪。原基础较好的

温岭，也在错误的指挥下，叫农民赤手空拳与地

主硬斗。结果，几个积极分子一被关押，其他人

就都妥协了。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也就随之丧失。

2、工作片面，方法简单，只注意力量较强、

基础较好、容易出成绩的地方的斗争。省委特派

员龙大道也好，特委书记管容德也好，基本上都

在温岭、天台两地跑，对其他基础较差的县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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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顾及。从浙南特委成立到被破坏，能独

立开展工作的也只有天台、温岭两个县，其他地

方的工作毫无进展。

3、只重台州、不重温州。因为特委的领导和

成员大多是台州方面的人，工作上就只看到当地，

没有照顾到温州。温州本来党的基础就较薄弱，

参加会议的仅两人，实际情况也只是这么几个人

在进行工作，党组织的发展、党的宣传工作也就

没有什么进展。

4、没有适时顺世，工作机械呆滞。如在海门，

相对来说，党的基础薄弱，连外围群众的发动也

不够充分，而海门经济发达，为台州交通枢纽，

国民党政府十分看重，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力

量相对较强。特委机关却不顾这一点，在广州暴

动一周年时，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不顾白区工

作的原则，冒险地在街市上张贴标语，引起敌人

的警觉，结果暴露了自己。

三、浙南特委机关遭破坏的原因

浙南特委机关被破坏，固然由于敌人力量强

大，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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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将机关设在

国民党势力较强大的海门，以致难以开展活动。

一开始活动，就引起了敌人的警觉，终于遭到破

坏。

二是机关工作人员缺乏在城市作地下斗争的

经验，设址国民党警察局附近，固然可以起到较

好的掩护作用，但却忽视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

动，陌生的人进进出出多了，照样容易引起旁人

的注意。促使其遭破坏的直接原因是机关工作人

员不慎，擦枪走火，但这只不过是提前被破坏而

己。即便没有这一因素，机关也很难在海门坚持

多久。

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特委工作上的失

误，没有重视在海门市民中发展党的力量，海门

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台州的第一个党组织就诞生

在这里，以后又建立过海门独支机构，群众觉悟

较高，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大多是外地人，如有本

地人做掩护，就不容易暴露，且工作也易于开展。

浙南特委机关的破坏，导致六中学生支部被

破坏，梅其彬等同志被捕，海门党的活动停止。

所幸各县党的组织均未损失。之后，中共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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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将台温两区改为特派员制，指定卢经训为台州

特派员，到1929年5月，建立台州中心县委，台

州六县委党的组织才有了统一领导。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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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长春林桂清

椒江工人运动史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
海门工人运动

(191 9·5—1 949·6)

声援“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中

国政府代表提出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取

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无

理拒绝，德国在山东强占的租借地等权益，均为

日本帝国主义所夺取。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

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

一片哗然。1919年5月4日，北京1 3所大专院

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并举行游

行，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

条”、“还我青岛”等口号，要求拒签和约，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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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贼。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学生当场被捕

32人。6月3日，学生运动再次遭到镇压。这一

情况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慨。各地纷纷举行游行，

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消息传到海门后，‘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的

爱国师生，立即行动起来，以演讲会形式，宣传

新民主主义思想，并联合椒黄两地学生，成立台

州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喊“外

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等口号，激

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接着，发动学生、工人、商

贩罢课、罢工、罢市，在海门影响很大。

海门商学联合会建立

在学生的爱国热情鼓舞下，海门商界的商人

和职工纷纷罢市以相呼应，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其后成立海门商学联合会，开展反帝宣传和抵制

日货斗争。

7月14日，海门信远商行贩卖日货，被学生

会查扣，老板黄楚卿态度强硬，并欲转移存货，

激起群愤。16日，黄岩商学各界近百人，临海、

天台、仙居、温岭等县数十人，齐集海门，与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