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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共潮汕地方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概要地记述

了1919年五四运动起至1949年10月汕头市解放时止，中共潮汕

地方史中的重要事件。反映了中共潮汕地方组织领导潮汕人民进

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

本《大事记》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

的体例。既按时间顺序排列，又兼顾事件的完整性，对同属一事件

的作适当集中。时问跨度小的在一个条目内记述完毕，时问跨度大

的则分多条记述，两个历史阶段相交的事件则分别性质记入相关

阶段。记事采用公历纪年，详其月、日。日期相同的，均标同日或同

月I无月、日可稽者，则编排于适当位置。 ’

本大事所记地域范围，以潮汕地区分立三市(汕头、潮州、揭

阳)以前的汕头地区为主，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历史辖区和边界县

适当顾及。党、政、军、群、统的组织沿草及其负责人名录，又有《中

共汕头地区组织史资料》详加记述，本书只记及党、政、军县、团正

职j以免重复。所记的地-名、组织机构、会议名称、部队番号、职务称

谓，均沿用历史提法。组织机构重复出现时采用简称(如中共潮汕

地委简称地委、中共东江特委简称东特委)。

‘大事记》主要根据本室所征集到的党的历史文献和报刊资

料、老同志的回忆录以及党史专题研究资料编写；同时，参考了《东

江革命根据地史》、<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料汇编》、《潮汕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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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中共汕头地区组织史资料》以及原潮汕各县的，党史及大事

记等，就有关史实作了比照，对说法不一的史事：经反复查证核实

后作实事求是反映，最后，参照《中共潮汕地方史》(1998年版)作

了修改、补充。力求表述清楚，客观、真实、准确。

《大事记》的编写是在中共汕头市委党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并

按其工作部署进行的。从1981年3月开始着手组织人力进行编

写，五易其稿。先后负责主编的有高修一、余树之(第一稿)、蔡超

(第二、三稿)、黄学盛(第四稿前期)、最后由吴小坚负责主编；第一

稿由执笔者审核，第二稿由蔡超、刘纪铭审核，第三稿由蔡超审核，

第四稿由吴小坚审核，最后刘纪铭负责对全部书稿的审核和修改

补充。参加编写的人员：第一稿为高修一、王一帆、陈君弼、黄绍生、

余延年，第二稿以后为：李德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

期)；l叶晓英I、刘纪铭、陈植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君弼、吴小
坚、陈植枫(抗日战争时期)；方文中、余延年、许文彦(解放战争时

期)。《大事记》的编写出版，得到原市委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李习楷、

常务副组长庄明瑞、副组长黄平(初期还有方明生、方文瑞等)及全

体组员和本室负责人陈维烟、王天海及全室同志的关心、支持。

在编写出版过程，得到原潮汕地区各县、市委和党史工作者、

众多老同志以及省、地、市档案馆、市史志办、团委、妇联、财政等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l

本书编写人员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但限于水平，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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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

(1919年5月～1927年7月)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帝

国主义列强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1年，英国政府

以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及续增条约(1860年)，强迫清政府开

放汕头为通商口岸。从此，汕头成为列强倾销鸦片和洋货的重要港

口之一。潮汕人民饱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掠夺和压迫。许多

爱国志士为救国家民族于水火而奋起抗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曾

震撼潮汕；1907年5月，同盟会员、。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许雪秋

等奉孙中山指示，发动“丁未黄冈起义一11911年，孙中山领导发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潮汕人民积极响应。但是，辛亥革命并

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革命成果很快就被帝

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所窃夺，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与

混战的局面；在军阀混战中，潮汕地区最后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所盘

踞。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号角响遍潮汕，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潮

汕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潮汕开始兴起早期的工农运动。1925年3月，国共两党第一次合

作，领导发动了削平陈炯明军阀势力、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周恩

来参与领导了革命军东征，并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建立了中国共产

党潮汕地方组织。从此，潮汕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反

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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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5

1 9 1 9年5月

5月4日 北京学生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侵害

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爆发了。外争主权，内除国

贼”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5月6日 汕头《公言日报》发行“五四号外”，潮汕各报也陆

续报导了全国各地开展爱国运动的消息。

5月7日 汕头、潮州、揭阳、普宁等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和

示威游行，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稍后，澄海、潮阳、饶平、惠

来等县城乡的学生也相继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潮州30多所中小

学校2000多名学生愤怒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京卖国政

府!删严惩卖国贼l”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等口号。并冒

雨派出代表在沿途各商店查抄日货，将查出的日货焚烧，市民莫不

称快。各县、市还先后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带动社会各界开展反帝

爱国运动。

5月14日 经杨石魂(揭阳县学生会主席)等学生领袖倡议，

由省立汕头甲种商业学校发起，在汕头市华英学校(今市立一中)

召开汕头、潮州、揭阳、普宁、澄海等县学生代表会议，成立统一领

导潮汕学生运动的“岭东学生联合总会”，推选杨石魂等为负责人。

会后，与会代表与汕头市学生集队示威游行，并有工人参加；游行

队伍警告市总商会不得包庇奸商买卖日货，并冲入市警察局，捣毁

办公桌椅，警告勾结日本领事、包庇走私日货的警察局长，并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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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烧毁查抄出来的大批日货。随后，各县学联会组织学生到工厂、

农村开展救国宣传，使学生运动迅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同时在潮

汕地区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性查抄和抵制日货的斗争。

6月 岭东学联在汕头市创办《救国周刊》，在宣传爱国反帝

的同时，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化、

新思想，推广白话文和平民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推动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促进潮汕人民的思想解放。

同月 原于1917年12月由吴雄华等进步青年组织成立的

。潮安城东青年图书社”，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社员由十多人增至五

六十人，易名为“潮安青年图书社”。该社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

宗旨，积极投人工农爱国运动，并发展为潮汕地区最早的学习、研

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8月16日 经青年图书社社员发动组织，。潮州工界救国联

合会”在开元寺举行成立大会，以青年图书社社员张月樵为会长，

谢汉一、郭仰川为副会长。拥有缝衣、锡薄、首饰等17个工团组织。

同时，城郊各村成立了。农界救国联合会”；女校师生发动妇女成立

了“妇女救国联合会”，自由职业者组织了“爱国同志会”等。

8月 揭阳县奸商集隆昌等经营日货的洋行聘请劣绅周伯

初、律师饶公球为法律顾问，买通当地官僚加以保护。县学联闻讯

后，即组织学生包围该洋行，揪出周伯初游街示众，岭东学联也派

300名学生前往支援。10月间，岭东学联查获汕头明发公司运进大

批日本煤，即动员几千名学生到码头起煤，令该公司登报悔过，并

罚款5000元。在潮汕，各地学联会开展的抵制、查缴日货的斗争，

得到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商人的支持、合作，一直持续到1920年

的暑假。潮州城的学生、工人不顾军阀刘志陆部属的阻挠，坚持将

查抄到的日货在开元寺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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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9

9月13日 汕头缝衣工会成立，会长郑琴石，会员788人。这

是汕头市第一个工会组织。

lO月1日 岭东学联在汕头市创办一所。义学”，分日校、夜

校两种，实施义务教育，宣传新文化、新思想f1920年春，增辟课

堂，添聘教师，有学生200多人。潮州工界救国联合会也开办了工

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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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

1 9 2 O年

1月 潮安青年图书社在潮州开元寺内设立“新刊贩卖部”．

出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新生活》、《解放与改造》等数

十种进步刊物和丛书，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2月，华侨青年姚维

殷、廖质生从新加坡将《社会主义史略>、I五一劳动节史略》、《无政

府主义浅说》等8种2000多册的小册子带回潮州，在“新刊贩卖

部”出售。又在韩师校内设立“桥东青年书报社”和在庵埠、彩塘、金

石等乡村学校推销。1923年初，青年图书社提出。宣传新文化，介

绍新思想，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口号，集资将“新刊贩卖部”

扩展为“青年书店”，推销进步书刊的范围逐步扩展到澄海、揭阳、

潮阳、汕头等地。1924年，。青年书店”成为中共广东区委赠阅和代

销党内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的定点单位之一。潮安青年图书社

为在潮汕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5月1日 潮安青年图书社、工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各工团工

人3000多人，在开元寺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谢汉一向

到会工人群众介绍劳动节的来历。号召工人起来为争取八小时工

作制而斗争。青年图书社印发《劳动节史略》几千份分送给工人群

众。本月底，潮州工团组织已发展到27个，1．3万多人。同日，汕头

工人、学生3000多人举行集会纪念，当晚，提灯游行。这是潮汕工

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提高了阶级使命感。此后，工人阶

级的斗争开始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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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彭湃、李春涛、杨嗣震(1921年

由赴日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人

组织成立“赤心社”，出版《赤心》，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

经验，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参加“赤心社”的还有王鼎新、陈

卓凡。他们毕业后相继回国，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实

践。彭湃于1921年5月在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回

海丰办教育，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李春涛于1921年秋任潮

州金山中学教务长、代校长，主编出版《金中周刊·进化》，公开定

期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学说。1922年初，彭湃邀请李春涛、杨嗣震

到海丰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同年5月14日，创办《赤心周刊》，李春

涛任主编。该刊以宣传社会主义为目的。

同月 爱国青年许鞋魂(192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新加坡

／回潮安庵埠省亲，推动乡绅将旧制澄源学校改革为新制的凤歧小

学，开展新文化教育；又筹资创办凤歧女子夜校，冲破封建礼教束

缚，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推动了新文化教育运动的开展。

同月 广东早期共产主义者谭平山等人在陈独秀的．支持下，

在广州创办《广东群报》，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将

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该报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社会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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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2

反对无政府主义，刊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文件和重

要活动，报导各地社会状况和劳动界状况；并建立了通讯发行网，

在潮汕地区聘约了通讯员。至1922年4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

背叛孙中山，该报被迫停刊。期间，有关潮汕社会状况和工人运动

的报导达50多篇，对潮汕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

用。

12月22日 潮州工界救国联合会领导潮州锡薄业工人开展

加薪斗争，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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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

1 9 2 1年

1月 一位来自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张某，在返回客籍

家乡途经潮安时，与潮安青年图书社社员姚维殷等取得联系，建立

了潮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姚维殷、吴雄华、罗定伦等30多人参加，

负责人姚维殷。青年团建立后，组织团员青年学习进步书刊，宣传

社会主义，在工人中开展工作。数月后，与上海青年团失去联系，姚

也赴南洋谋生，活动随之中断。

2月 潮安青年图书社、工界救国联合会为反对税棍敲诈勒

索，领导城内数百名店员工人抵制县印花税局追加印花税款的斗

争；2月，又领导船工、瓷业工人抗“牌照税”、瓷税的斗争，均取得

了胜利。

3月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随后，汕头海员分

会在怀安街成立，负责人辛乐民。之后，汕头泥木、打索、内河航运，

榨油、汕樟轻便车路及店员工人在福平路成立“中华工会岭东支

会”，会长朱让卿、马宗汉，会员达2080人。

5月1日 潮州工界救国联合会在开元寺举行五一国际劳动

节纪念大会，到会的有潮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图书社、工农商

各团体及学生共万余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吴雄华等在大会上发

表了演说。会后巡行，发传单，高呼“劳动神圣万岁”等口号。一、二

日晚上公演白话剧。

5月 潮安青年图书社和工界救国联合会开展了揭露县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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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云贿选丑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8日，潮梅地方军阀洪兆麟

下令严禁各社团集会、演讲；9日，社团派出10支宣传队到各处演

讲。洪兆膦和陈友云指使特务营长姜寿南派军警逮捕了演讲员吴

雄华、洪馥芝、柯鸿才3人，封闭青年图书社。10日，各工团数千名

职工在开元寺集会并上街游行，散发“告各界同胞书”，通电广州各

工团，抗议军阀暴行。11日凌晨，潮安军政当局派军警包围开元寺

会场，逮捕工界负责人谢汉一、郭瑞芳等11人，查封工界救国联合

会。12日，部分工人获释，但上述5名主要骨干仍被囚禁。各社团

继续坚持斗争和进行营救活动，得到广州、汕头等地工人团体的声

援。在群众斗争和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局于8月21日释放了全部

被捕者。这场斗争表明潮汕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走上了团

结斗争的道路。

7月23日至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

海举行。大会制定了第一个党纲，选出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宣告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

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

党。
、

一
7月 潮州工界救国联合会领导骨干谢汉一等人总结斗争经

验，认识到工人阶级应当为。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封建军

阀官僚和一切剥削工人的恶财东”而斗争，将团体名称改为。潮州

工界联合会”，以明确工人阶级的责任和方向，并开始同工会中一

些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划清界限。

11月lO日 汕头市缝衣工会领导工人举行罢工，向资方要

求增加工资20％，日班和夜班分别按两个工作日计算，每月休息3

天。经过2天斗争，资方接受增资10％和其他条件。

12月 潮汕铁路工人酝酿成立工会受到资方阻挠。翌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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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铁路工人遂一致举行罢工以示

断，资方受到社会上的指责，被迫

潮汕铁路工会终于成立。工会随

当局害怕交通中断，经协商，资方

8％、12％、18％、20％，于3月17

社，在汕头开设“同兴”米店，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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