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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香

花县是现代史上我省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早的地区之一．．

一远在一九=o年已有九湖乡王福三倡办的自卫农团及九湖乡．

自治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一年又有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

的先进人物徐茂均在公益村倡办的实验性的广东省花县共产

农团．这些组织活动，大大提高了花县农民的阶级觉悟，为

以后进一步开展农运工作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推动下，进

行了国共合作，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
、 党．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这一时期，．彭湃、阮啸仙．黄

‘学增，周其鉴等农民运动领导人先后来花县农村，深入进行

，调查了解，领导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从此，花县的农民运、

动，便由自发阶段转为自觉阶段，轰轰烈烈地全面地开展起

来了．从一九二四年四月份起，先后建立了九湖、元田、宝
： 珠岗，田螺湖等三十多个农民协会的组织，地区遍及原la花

·县一．二，三区，并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正式成立了广

东花县农民协会． ‘．

新成立的农会，掌握了乡村政权，取消了保甲长；废除
一

了一切苛捐杂税：收回了村中公有财产；没收了各村的公

枪．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选送优秀会员到广东农讲所学习．

培卸l农运骨干分子，同时，积极开展。=五’减租运动．这。

． 工



些强有力的措施，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

风。然而，地主阶级对农会的组织却恨之入骨，从造谣中

伤、谩骂攻击到组织’。花县田主维持会”和。民团局’针锋

7相对，节节对抗；他们无端挑衅，唆使民团、土匪进攻农，

会，妄图一举扑灭、扼杀我农会于摇篮之中，因而激起了我．、

农会、农军奋勇两坚决的反击。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

的三年期间，武装冲突达十余次之多。战斗之激烈，震撼了

广东全省。花县农会不仅在县内和地t阶级进行尖锐的斗

争，还多次通电支援省内各县农会，并以武装力量支援清远
‘

农民和参加南昌、广州的武装起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影响深远而重大。 、

这时期我县农运史料十分丰富，其中有一些是珍贵的资

料，能进一步调查了解，广为征集，汇成专辑，可为史学界

研究现代史提供一些活的资料，和教育后代发扬先辈革命光

荣传统，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为。四化”作出贡

献。今年十月十九日我县农民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出版

这个专辑，更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为此，我们从去年四月开始集中精力进行此项征集工‘

作。首先，我们邀请曾经亲身参加农运的革命老人和有关部

门的代表以及老区所在地的中、小学教师举行了第一次国内 ．

革命战争时期花县农运资料座谈会，请他们撰写文稿或提供．

线索，其次，有重点地深入各区乡召开座谈会了具体了解当

地当年农运情况；第三，编印调查提纲，发给老区所在地的

中小学教师，就地进一步调查了解或访问当地农会老同志．

以访阕记，回忆录的形式写成资料；第四，约请省市有关单

位提供历史文献资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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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年多来的持续发动，不断调查了解，现在，我们
。

从众多的来稿中，选编这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花县

农民运动资料专辑》．这本专辑，按资料的类别，归纳为四

一 部份：(一)花县农运历史文献资料；．(二)花县各区乡农

运概况；(三)回忆录和访问记；(四)花县农运主要人物

。事迹简介．(另附历史照片若予帧)．

有两点必须说明；《花县文史》从一九八_年下半年开

始迄今已出版了五辑，每辑或多或少都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

‘资料，为免重复，本专辑一般不再发表；其次，这次征集，

虽然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调查工作，但因年代久远，加以我

们的人力不足，一定会有所遗漏，有待于今后继续征集、发

表，以补不足． ’

、

这次征集历史文献资料，承农讲所纪念馆长陈登贵同

’志，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倌林鸿暖同志等大力支持，给我们
． 提供大批重要资料及一部份珍贵的历史照片，填补了花县农

运史资料的空白；花县县委宣传部，党史办、档案俏、民政

．局等有关单位给我们以具体指导和有力的支持，有些领导同

志还亲自撰稿等等。统此致以衷心鹩谢意l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时间紧迫，对本专辑的

’编写工作，难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敬祈读者批评．

花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一九八四年八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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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县农民运动概述

渠瀚整理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阔，花县农民受全国革命浪潮‘

的影响，予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七年，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

的农民运动．这次农民运动是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农

民自觉地组织起来的，是广东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以九湖乡为中心，遍及花山，新华、狮岭等地区，发展之

快，声势之大，使地主恶霸心惊胆颤，又恨之入骨．他们上

下勾结，一面耍弄阴谋，企图分化瓦解农民队伍；一面组织

反动地主武装，进行疯狂镇压。斗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

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但农民运动的中坚分子，站在斗争．

的前列，前赴后继，不为反动派凶狠的气焰所吓倒，坚持了

四年多时间。这次斗争，不只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大长

农民志气，并直接支援了镇压商团叛乱，广州起义，为花县 ．

播下革命火种，功勋彪炳。在斗争中，不少革命先烈不顾身

家性命，不怕道路艰险，，为革命事业，用鲜血谱写一酋首壮

烈的歌曲，为花县革命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一

一，革命种子的传播 ’j

’花县地处广州北郊，距广州市区仅三十二公里，水陆交

通方便，向与广州声气息息相通，革命形势的发展，占有地

． _ 1



理上的优越条件。民国初年，全县人13--_．十多万人，耕地十

四多万亩，封建地主和公尝dim J也A,成以上，贫雇农平均只

占田地零点三九亩，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以

地方上的豪绅士劣，族长约正，巧立名目，向农民盘剥榨。

取，农民生活异常贫困， 。放下禾镰无米煮，一家大小泪涟

涟”，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县的东北

部，山多地瘠，农民常处于饥饿辗转之中，一遇水旱灾害，

不得不卖儿鬻女，或背井离乡，远走外洋，以谋求生路．因

丽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蕴藏着极度的不满情绪，阶级矛盾

十分尖锐，革命风暴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九二。年，九湖乡绅王德孚，王志常，王辉在天和圩

建社学，贪污了公款，要变卖三约庙尝田一百多亩．九湖乡

群众哗然提出异议，推举乡绅王彦修、王天立等向均和局、，

县政府、广州法院等上诉，结果控告代理人和被告人串通一

气，反将三约庙尝田三百多亩也变卖花光，用于诉讼．乡人

王福三为人正直果敢，原在南海平地乡药店当店员，从南海

回来，目击本乡土豪劣绅一操纵公尝田产，鱼肉百姓，忿然

不平，使向乡中父老倡议建立自治会，清算公尝枨目，得蓟

群众赞同。旋即建立“九湖乡自治会”：群众公推王福三、

王礼芬、王德昭等为委员，同时，筹建。九湖乡自卫农

团”，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自治会的主旨是处理乡中大小事

情，监督公款的收支，调解纠纷。这样一来，农民有事都找

自治会解决，不必再花钱去乞求地主豪绅和政府。自治会

的成立，虽然是属于自发性，但为后来农民协会孕育出雏

型． ，

、 一九二三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领导人阮

2



啸仙，为了团结社会青年，开展农运工作来蓟花县的九湖，

元田、莲塘等乡做宣传发动。在阮啸仙同志的启发下，王福

三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一九=三年(一说一九二二年)，榨油工人出身而在广

州工作的侯桂乎(花县布岗人)由黄寒尽，张瑞成(一说由

刘尔嵩)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接着担任广东省油业工会会

计主任．他随即介绍其亲戚陈道周(花县仙阁乡陈庄人。初

在南海五眼桥中药店当杂工，后任小学教师)到广州参加了

、由中共广东支部举办的平民教育学校——建国宣传学校(一
说为宣传员养成所)，陈道周在学习期间，认识了谭植棠、

谭平山等共产党员。后来，也参加了中国共党产．这两人是

花县较早的共产党员．侯桂平、陈道周都非常关心家乡的农
‘

民问题，每从广州回来，都向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广泛地

与当地的知识青年接触，又成为革命种子的传播者．

一九二四年—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

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

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国民党中央也

成立农民部，、指导农民革命工作。‘中共广东党组织抓住这一

时机，派出党员到各县从事农民运动。五月，陈道周又以农

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圆花县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工

作． ，

、

陈道周回到花县后，以教师作掩护，立即发动刘伯强。

卢季循、江汉如、江冲、欧阳端等分头深入农村，开展工

作。后又串连王福三，侯风墀，严湛芬，王岳峰、卢克文，≯’．

粱伯舆、·邝家驹、王镜湖等，．选择较贫困的宝珠岗，元田，

九湖、豸边、仙阁、陈庄等村庄进行宣传，介绍海陆丰，．广。



宁等地的农民运动情况。同时，利用两龙．象山两墟的圩

日．公开宣传，揭发地主豪绅勾结贪官污吏剥削农民的罪

行，号召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又于宝

’珠岗，元田、豸边、九湖、杨村等小学校里，设立小型图书

馆，将《人民周刊》、《响导周报》、《新青年》，《新学

生》等进步刊物和有关海陆丰、广宁等农会的一些宣传资料

公开陈设让群众阅览，并通过办识字班，讲读报刊等形式，

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
r， 陈道周同志在宣传发动农民的同时，并注意发展党组织

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吸收了王福三、刘伯强、侯凤墀、

严湛芬等为党员和发展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年(一九

二四年)，成立花县党支部，陈道周被选为支部书记。①

=，建立农会、组织农军，开展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解

放自己。九湖乡在王福三的领导下，又有自治会作基础，于

一九二四年四月，首先成立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接

着元田、宝珠岗的农会也相继成立。农会的成立，与地主阶

级的利益相冲突，他们指使流氓暴徒向农会办事处，肆行漫

骂，侮辱备至，甚至有发生捣毁的事件．农会干部由于经验

缺乏，不能应付事变，于是报请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员指

导。·九二四年六月中旬，中央农民部派出该部秘书彭湃同

志和顾问佛兰克(德国人)前来花县指导工作@。花县农

民运动又有新的发展。以后一区的庆隆庄，黄麻埯，杨村，

仙阁、陈庄，二区的曹家|帝、龙田庄，岭屈，大东埔．大成

庄、上古岭(即联安)，黄秀塘．黄竹沏，洛塘旆．朱坎



湖，三区的火烧圭帮、广蛉、莲塘、公益，石陂，横潭．西区

的石岗头、罗洞等乡村，象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出现了农

会组织．有些村庄人少，便并入邻村。花县农民运动，便象

燎原之火，向全县范围蔓延开来。。
‘

一

饱受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一经组织起来，便显示出巨

大的力量。他们首先取消保甲长，把乡村政权掌握起来；随

即收回村内公有财产管理权，实行二五减租，取消一切不合

理的科派；收圆村内公有枪械。组织农民自卫军，并在农会

范围内进行调整耕地，以解决无地或少地的困难户。经过一

系列的组织建设，加强了农民内部的团结，改善和提高了农
‘

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并初步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

由于运动日益发展，斗争越来越复杂，当时突出的问

题，主要是干部工作水平远远落后于形势，跟不上工作的需

要。—九二四年七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彭湃同志的主

持下开办。花县党组织及时选派了王镜湖、侯凤墀，侯静

山，王振柔(即王果强)等参加了第一届学习。这时候侯桂

平同志也在农讲所工作。嗣后二至五属都继续派员学习，作

为农运干部的培养。 ．

．

为了适应运动的发展，全县能统一行动，陈道周，王福

三等旋即在天和圩设立花县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九-'-I匿t年

十月十九let，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显承堂(王氏大宗祠)正．

式宣告成立。在花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公推壬

福三．江汉如、侯立池、黄毅雄、陈炳辉，刘伯强、欧阳

端、陈道周等为执行委员，并选王三福为副执行委员长(正．一’

执行委员长暂缺)兼任第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 、

在县农会成立的当天，所有参加大会的农会会员，都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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