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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花骄人绽放
——纪念中共莺歌海党支部成立87周年

文/陈明发

星汉迢迢，海角遥遥。在令人向往的海南岛，从
名满天下的“天涯海角”西望八十里，有一个美丽神
奇的海湾--莺歌海。莺歌海有一望无垠洁白如雪的
盐海、盐山，有全中国最壮丽的夕阳入海景观，有中
国最大保护最好的热带雨林保护区……这里民风淳
朴，正气激荡，在这片滋养英雄的土地，勇敢的海汉
子、渔家女，87 年来，在猎猎海风中，在飘飘的党旗
下，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生生不息，如同一朵朵骄人
绽放的英雄花。

星星之火撒海角

1927 年 4 月 12 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
分子和新军阀势力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的三大政策，以“清党”为名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
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轰
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国共两党第
一次合作失败，革命跌进了低潮。不久，这股血雨腥
风也肆虐到了遥远的海南岛。4 月 22 日，驻琼崖国军
第三十三团团长兼琼崖警备司令部司令黄镇球开展

“清党”行动，在海口府城等地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 众 两 千 多 人 ，五 百 多 人 被 杀 害 。 在 残 酷 的 琼 崖

“四·二二”的反革命事变中，中共琼崖地委遭受重
创。

由于形势十分紧迫严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
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通知各地同志
可利用社会关系找职业做为掩护，分散到农村，或是
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开展农
村革命斗争。

1927 年 11 月，中共琼崖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
垂斌（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罗村人）作为负责南路领导
工作的特派员，参与组建了陵水县苏维埃政府、中共
崖县县委。1928 年 3 月，蔡廷锴率部“围剿”琼崖红
军，陵、崖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经中共琼崖特委领
导同意，1929 年初，陈垂斌带领陈文拔、陈业妃、郭仁
川、李福崇等几位党员潜回崖县四区沿海一带，开展
革命活动，并在老家乐罗村筹建中共乐罗特别支部，
组织一支武装特别队，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
持革命斗争。1928 年底，中共琼山县岐山村党支部
书记林克泽也来到感恩县（现东方市）新村坳，随后
把疏散到昌江和感恩两县的共产党员召集起来，成
立了感恩临时党支部。同时，陈忠、王国良、林六叔、
陈天儒、陈铭盈、李永才、林绍宽、郑昌凤等共产党人
也从琼山、文昌、万宁等地潜入莺歌海、佛罗一带活
动，以行医、售药、卖犁头、补锅、缝衣业为掩护，秘密
开展革命活动。

由于琼崖国民政府残酷的“清党”和“围剿”行
动，大批琼崖共产党员被杀、坐牢，幸免于难的，也逃
避到各地。中共琼崖特委指示迫切需要尽快恢复党
组织，积蓄力量，加强领导，打击敌人，推进革命。
1929 年 3 月，陈垂斌到达莺歌海，与陈忠取得联系，听
取莺歌海渔民协会领导渔民抗捐抗税，反抗大渔霸、
土豪劣绅等活动的情况汇报。陈垂斌向陈忠介绍乐
罗村的工作计划，要求陈忠等人积极开展工作，派人
与上级县委取得联系，并在近期内将潜伏在莺歌海
的共产党组织起来，成立临时党支部，领导渔民开展
反渔霸斗争。

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和琼崖红军，1929 年 11 月，
在共产党员林诗俊的陪同下，中共感恩临时特别党
支部书记林克泽前往莺歌海，在林诗俊同父异母弟
弟林超宇之妻陈宝姨的热心帮助下，以开裁缝店为
职业进行潜伏活动。由于林克泽的缝衣艺术较好，
莺歌海人都称他为“衣服爹”。

莺歌海当时是一个两、三千人的渔村。不久，林
克泽与陈忠等同志取得联系，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他经常赤脚串户，或在海边沙滩上，与进步青年陈文
光、陈世德、陈人芬、刘礼本、俞贤儒、李祖生、李一匡
等人促膝交谈，了解渔民的疾苦和要求，向他们讲解
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斗争觉悟，并用生活中的实例
与渔民分析苦难的原因，揭露了渔霸、渔栏、土豪劣
绅、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的因果，号召渔民要团结一
致，伸张自己的权利，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只有这样
才能铲除受苦受难的根源，才能解放自己。林克泽、
陈忠等积极向渔民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取得渔民的
信任。莺歌海人也非常同情潜入崖西地区的共产党
人，为他们提供有利的帮助。林克泽、陈忠等人被莺
歌海人的大方豪爽、仗义疏财、热情好客的人品所感
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莺歌海人的感情不断
加深，相互帮助，结义盟誓，称兄道弟。林克泽、陈忠
等人也捐资支持莺歌海渔民协会的各种活动，引导
组织青年“乐崇馆戏团”演出“大义灭亲”、“秋谨殉
国”、“孔雀东南飞”等琼剧，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
的宣传，积极发动进步青年参加革命，为莺歌海党支
部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莺歌海建立党支部

为了及时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林克泽等人四
处了解红军和党组织的去向。几经周折，获知中共
琼崖特委特派员王伯伦、张开泰等在崖县藤桥一带
活动，已恢复党组织，建立苏区。林克泽写了“父母
亲，生意已筹备就绪，只等哥哥来就可开张”的暗示
信，通过交通员送达王伯伦。

1930 年初，王伯伦派中共崖三区区委秘书、农会

主席蒙传良来到莺歌海，向林克泽传达几点指示：
一。及时建立莺歌海党支部，并恢复疏散在莺歌海、
佛罗地区的党员组织生活；二。物色当地积极分子
培养吸收入党；三。迅速恢复崖西各地（指崖城保
港、水南、港门、保平、红塘等地）党支部；四。争取同
感恩、昌江、儋县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从西路同琼
崖特委取得组织关系。蒙传良还带来一面红旗和两
本布尔什维克刊物。

接到指示后，林克泽当即召集陈忠、陈铭楹、李
永才、符经龙、王国良、林六叔、陈天儒、林绍宽、郑昌
风等 9 名共产党员，在陈人芬家的小楼上开会，正式
成立莺歌海党支部，恢复党员组织生活。林克泽当
选党支部书记，陈忠任组织委员，陈铭楹任宣传委
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支部把莺歌海村分为上寮、
中寮、下寮三区。郑昌风小组负责上寮，林绍宽小组
负责中寮，王国良小组负责下寮，主要任务是物色和
培养新党员。仅在当年，就发展了陈文光、陈世德、
陈人芬、刘礼本、俞贤儒、李祖生、李一匡、张妚赤、陈
俊士、郑昌美等十位莺歌海人为第一批新党员。随
后，李大和、张开芳、郑文泽等一大批进步青年也纷
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 年 10 月，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成立。为
使仲田岭星星之火燃遍陵崖大地，县委书记王克礼
指派蒙传良到莺歌海找林克泽，传达县委指示，要求
他抓紧恢复崖西地区的党组织活动，抓紧领导渔民
开展斗争和发展新党员，不断扩大党的影响。莺歌
海党支部成立后，林克泽又到崖城、港门、保平、红塘
一带串联，恢复党组织，崖城监狱里也成立了共产党
支部。共产党崖县基层组织的力量壮大了。按照上
级的指示，中共崖西区委在莺歌海成立，林克泽任书
记，陈铭楹、陈忠、吴秉明、陈文光、陈世德任委员。

1931 年冬天，中共崖西区委设法营救被关押在崖
城监狱的数十名共产党员和亲属。除了一人因被锁
链捆住不能逃脱外，其他人全部越狱成功。

莺歌海党支部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莺歌海的革命
面貌。从此，莺歌海地区乃至崖西大地上播下了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种子，革命活动在这片远离大陆的
琼西南边远之地展开。

领导组织武装斗争

1931 年秋，按照上级的指示，中共崖西区委以陈
文光组织的“乐崇馆”、陈世德领导的“青年馆”为主
要力量，成立崖西游击队，开展灵活机动的武装斗
争。

不久，游击队获知国民党民团团长、大商家周德
辉在春节前到莺歌海收帐。林克泽让游击队员化装
成财税人员，仿造国民党崖县县长王鸣亚的公文写
逮捕令，以走私漏税为由，抓到周德辉，罚他交出 800
块光洋。周德辉急求陈垂斌（周是陈垂斌在海口广
东省第六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担保。陈垂斌从
乐罗村到莺歌海后，同意林克泽的意见，罚周德辉
800 块光洋。莺歌海党组织用这笔款购买了武器武
装莺歌海游击队。周德辉被抓一事，激怒了国民党
崖县县长王鸣亚。他令大队长冯增全带兵到莺歌海
搜捕共产党，在当地民团的带领下，把陈文东、陈世
德、李祖生、李不赤等人包围在陈文光家里。当时情
况危急，林克泽当机立断，组织突围，指挥李一匡、王
忠志等人在外面打击敌人，吸引敌人向外的注意力，
缓解内面的压力，李祖生乘机要内从屋顶打开瓦路，
然而陈文光、陈世德等从屋顶跳出突围，敌人却尾追
不放。在此关键时刻，王文光带领丹村农会 30 多人
手拿猎枪、大刀赶来救援。敌人见有救兵才放弃死
追，陈文光、陈世德等游击队员才安全脱险。这一次
战斗，是在党的领导下，莺歌海游击队打响的武装革
命第一枪。

1931 年 10 月，游击队员在黄流市场抓住抱由峒
黎族奥雅、大财主王那统，提出罚十万光洋和六支驳
壳枪。据林克泽等人回忆，“为了达到目的，游击队
员以酒肉相待，但王那统很狡猾，假装答应只给两万
只 光 洋 和 两 支 驳 壳 枪 ，并 磨 磨 蹭 蹭 地 故 意 拖 延 时

间。王那统是王鸣亚经济合作的后台老板。王鸣亚
获悉后，立即带大队人马赶到黄流关公庙包围莺歌
海游击队。正时已是夜晚，敌人摸不清游击队的情
况，只能乱放枪壮威。由于游击队人少，枪弹有限，
只能边打边撒退。在关键时刻，幸有一位老百姓帮
助引路突围。为了分散敌人力量，由陈文光、陈世
德、陈忠等朝佛罗方向撒退，林克泽、吴秉明、李祖生
等人朝望楼港方向撤退。大家安全突围，王那统也
乘乱逃脱。”

通过几次与地主的斗争，游击队补充了武器枪
械，力量得到了壮大。崖西成为中共陵崖县委直接领
导下的革命武装游击区。1933 年 4 月，中共陵崖县委
派张开泰、林诗耀带领在仲田岭坚持斗争的 40 多名红
军、赤卫队员与莺歌海、望楼港等地方武装会合，编为
琼崖工农红军第五连，陈文光任连长，陈世德任副连
长，林鸿蛟任指导员，以尖峰岭为根据地，在琼崖西南
一带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成为与当
地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的重要力量。

在血和火中锻造

琼崖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遭致了国民党的残酷镇
压。广东军阀陈济棠派警卫旅长陈汉光赴琼崖展开

“围剿”，还与地方民团联合，在各地大搞“通共者杀，
窝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等“十杀”政策，琼崖
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在陵崖地区，王克礼被捕遇害，
有些地方党支部甚至完全解体，仅存少数党员分散
潜伏下来，在莺歌海、望楼港等地，等待革命时机，顽
强开展斗争。

1936 年秋，中共琼崖特委成立中共琼崖西南临时
委员会，杨启安任书记，刘秋菊、林茂松、陈克文为委
员，负责昌江、感恩、崖县、陵水等县的工作。琼崖特
委决定派遣刘秋菊、林茂松前往陵崖恢复党组织工
作。刘秋菊特地找到她的入党介绍人林克泽，详细
了解莺歌海、崖城、梅东等地党组织的情况。

1937 年 7 月，中共琼崖特委审时度势，向国民党
琼崖当局提出了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团结抗
日的主张。琼崖特委十分重视发展崖西南地区党组
织的工作。

是年冬天，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叶云夫到莺歌海亲
临指导抗日工作，琼西特派员史丹也从昌感来到莺
歌海，和张开芳、李大和、陈世德一起，组建“莺歌海
抗日救亡会”，使莺歌海抗日宣传工作不断深入与发
展。1938 年秋，在党员张开芳、李大和老师的带领
下，莺歌海四高学校师生，发起一场抗日学潮。当
时，何如愚等一批进步学生，反对校方墨守成规，不
讲抗日救国的教学方式，并上书给崖县教育局。为
了平息学生抗日救国的学潮，崖县政府要员亲临学
校进行训言，并要追查惩治为首者。这一行动引起
进步学生的十分愤恨，何如愚、王良史、吴多坤，周东
豪、陈金珊、邢诒才、刘城堂、陈侃、何施仁、吴清尧、
郑文泽等三十多人拿起童子军棍，一齐冲校长室，要
和他们论理，吓得他们惊慌逃走。这场抗日学潮的
斗争，在党的指引下，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之后，广大师生走出校门，奔赴渔村、农村等地

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他们采用各种形式，如漫画、歌
曲、戏剧、民歌、文艺刊物，以及读书会、讨论会等，广
泛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号召广大民众不
做亡国奴，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

莺歌海地区的抗日救国的热潮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一批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何如愚、何施
仁、刘城堂、陈侃、吴多坤、吴清尧、王良史、郑文泽等
人，他们在斗争中成长，成为为民族独立英勇抗战的
英雄。

永不凋零的海石花：莺歌海女党员

1931 年 5 月，在乐会县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是中国红色武装革命
中唯一的一支武装作战部队，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世
界革命的典范”的著名的“红色娘子军”。为世人所
未知的是，在莺歌海这片英勇的土地上，在 1930 年代
就成立了一支女党员队伍，这些勇敢的渔家妇女，用
她们的生命和鲜血，浇灌着始终飘扬在莺歌海的鲜
艳的党旗，默默绽放着独特的光彩。

1936 年 8 月，琼崖革命妇女领袖刘秋菊与丈夫林
茂松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梅山，以收买旧银首饰器皿
作掩护，主持恢复琼西南党务工作。年底，她们到达
莺歌海，组织成立“莺歌海妇救会”，发动广大妇女参
加支持抗日工作。刘秋菊是名震琼崖的女革命家，
农村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待人亲切，与群众打成一
片。她的风采，也深深地影响了勤劳朴实勇敢的莺
歌海渔家妇女，一批批渔家母亲、媳妇、女儿走上了
革命的道路，无私奉献，甚至献出了生命。

陈亚姨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39 年担任望楼港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为了
方便开展地下工作，她主动地把联络站设立在自己
家中。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敌据点散发传单、暗探
军情、掩护革命同志，大家亲切地称她“甘嫂”。1939
至 1944 年初，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叶云夫、常委何赤、
昌感崖联县办事处主任林庆墀等经常到望楼港村开
展工作，在她家吃宿、开会、研究布置工作。她负责
站岗放哨，许多重要情报，都经她手转送。在她的影
响下，丈夫甘亚养也积极投身抗日活动。1939 年 12
月，200 名抗日人员要从望楼港出发到角头村执行任
务，她让丈夫带领 7 艘渔船顶着狂风恶浪完成运送任
务。有一次，甘亚养冒着生命危险，巧妙越过敌人海
上封锁线，完成党组织交待的 100 多支枪支送达大洲
岛的任务。1940 年 10 月 8 日，我党地下组织有一秘
密信件急需从望楼港火速送到梅山崖县区委驻地，
但日军已封锁了海陆交通要道。甘亚养挺身而出、
冒 险 出 海 ，在 中 途 被 日 军 巡 逻 艇 撞 毁 渔 船 不 幸 牺
牲。丈夫牺牲后，陈亚姨动员女儿甘关玉、甘关凤加
入中国共产党和妇女抗日救国会，还把年仅 13 岁的
儿子甘亚禄也送去参加琼崖纵队。

1946 年初夏，为了掩护在她家开会的几名共产党
员脱险，甘嫂和大女儿甘关玉被敌人逮捕。尽管敌
人严施酷刑，但母女俩始终宁死不屈，还严词怒斥国
民党军官陈麟阁和国民党乡长符昌治。敌人无计可
施，当天将其母女俩杀害。母女俩在刑场上慷慨就
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林庆墀被甘嫂一家忠
贞报国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写下了“刑场牢笼斗恶
魔，母女报国血衣红。捐躯毁家无所惜，甘嫂满门皆
贞忠”的动人诗句。

陈玉新、方新来、陈兰新、蔡亚欧、陈来银、俞桂
玉、吴舅来、柯玉芳、冯兰春、冯三妹、冯兰姨、冯天
銮、吴益桂姨、陈来花、郑桂来、周英舅、陈月蛟……
从 1930 年党组织悄然成立，至 1950 年胜利的红旗高
高飘扬，莺歌海这个偏僻的渔村，一共培养了近 18 位
妇女党员，其中，方春兰等 6 位女党员光荣牺牲。与
这些为革命献身的优秀共产党员站在一起的，还有
一批坚韧勇敢的莺歌海母亲、妻子、女儿：童姑二、周
德妹、何秋兰、吴引舅、张开桃、何多璋母、李洲妈、亚
美妈……这些勇敢坚韧的渔村女子，把自己的子女、
丈夫、兄弟送上革命的道路，用自己的行动默默支持
革命事业，成为无私支持革命的“堡垒户”、“老屋
主”。

她们是莺歌海永不凋零的海石花！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共莺歌海党支部就在血和

火的斗争历程中成长壮大。在土地革命斗争岁月中
破土发芽，撒播革命的火种；在中华民族危急、抗日
救亡运动中迎着狂风暴雨的恶境中发展，成为夺取
抗战胜利的坚强堡垒和核心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
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以生死考验的关键时刻，顶天立
地，蓬勃发展。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共产党人
与莺歌海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冒着
敌人枪林弹雨，前仆后继、英勇杀敌，打不垮、压不
倒，百折不挠，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为民族独立立下不朽的功勋，为琼崖红色革命

“二十三红旗不倒”的光辉史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特
别篇章。

87 年来，中共莺歌海党支部紧紧依靠和团结勇
敢、勤劳、智慧的莺歌海人民，在激荡的海风里，炽热
的阳光下，红旗始终高高飘扬，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
党员带领渔家儿女，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保家卫国、建
设美好家园的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片
神奇而光荣的土地上，不断增添新的荣耀！

莺歌海渔民协会（党支部）成立旧址

在血和火的斗争中获得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