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人民广场东北角，有一个
以三位烈士雕像和事迹碑文为主要内容的纪念革命
先烈广场。其中，一位烈士的雕像高 4.2 米（含底座），
也是最高的雕像，他就是李源。

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
李源，1904 年出生于博罗县园洲镇禾山李屋村的

一个穷苦农民家庭。 幼年时，父母相继去世；少年
时，也曾念过几年私塾；辍学后，便替人家放牛。 15
岁那年，李源跟哥哥李桂森一起到香港谋生。 起初
李源当徒工，后来在昌兴公司一艘轮船上当海员。

那时， 香港海员遭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
削，工资待遇很低。 1921 年，李源由苏兆征介绍加入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参加海员的斗争活动，是会
内的积极分子。 1922 年 1 月 12 日，苏兆征、李伟民等
发动香港海员大罢工，李源加入了罢工行列，随广大
海员一起回到广州。经过 56 天的罢工，香港当局被迫
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胜利后，李源重返香港
继续当海员。

1924 年，李源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
秋，又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华海
员工业联合总会支部书记。 1926 年，李源受党组织派
遣， 担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检查队指导员，率
队开展反走私斗争。

革命低潮中临危受命
1927 年 4 月，国民党新军阀背叛革命，“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 3 天，在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
变， 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 李源化名李
昌、李泉，被迫转入秘密斗争。 同年 4 月下旬，李源被
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 利用在香港和广州海员
中的关系，继续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参与组织和建
立广州工人秘密武装。 同年冬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1927 年 11 月，李源组织工人武装，成功营救受
伤被捕入狱的广州工人运动领导人周文雍。 同年 12
月，李源组织领导广州工人武装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
义，并率领工人赤卫队在广州长堤一带，抗击前来镇
压广州起义的反动军队。

广州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被迫撤出
广州，李源奉起义指挥部命令，率领部分工人武装担
负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转移的任务。

1928 年 1 月起， 李源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2 月
被派往琼崖（今海南省）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同年
5 月代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任书记。

1928 年 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李源
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同年秋，李源秘密前往粤东传达党
的六大决议，指导党的工作。 临走前，他对爱人说：“你
已身怀六甲，不能随行，如果我不幸牺牲了，往后生下
或男或女，请你教育孩子长大后为烈士报仇，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 ”

李源抵达大埔三河坝时， 不幸被反动军警逮捕，
在狱中遭受了敌人的酷刑拷打和种种折磨，但他始终
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 24 岁。

李源的一生， 是短暂却不平凡的。 在他牺牲 90 多
年后的今天，能告慰烈士英灵的是，他曾为之奉献生命
的革命事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脚下的中华大地，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富足安乐。山河犹在，国
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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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郡惠州 ， 在中国现代史
上 ，曾是风起云涌 、号角声响的地方 。
自 1925 年 10 月二次东征胜利推进 ，
同月 ， 中国共产党惠州特别支部成
立 ，不久 ，周恩来受广东革命政府委
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 负责惠州 、
潮汕 、梅州所属各县行政领导 。 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 ，惠州的工运 、农运 、
青运 、妇运蓬勃开展 ，轰轰烈烈的大
革命如火如荼。 惠州成为东江革命的
中心。

1927 年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 ，
蒋介石背叛革命 ，疯狂抓捕和屠杀共
产党人，东江两岸，血雨腥风。 蒋介石
指挥第六军十八师师长胡谦进驻惠
州 ，4 月 16 日 ，逮捕惠阳农会干部 17
人 ，许多共产党人先后被捕和英勇牺
牲。 此时东江地方党组织建立时间不
长，但反应迅速，4 月 20 日，中共即成
立了东江特别行动委员会 （简称特
委 ）。 隐蔽下来的党团员勇敢接受任
务 ，抓住时机 ，采取各种办法 ，在商贸
活跃的水东街、在茶楼食肆和学校散发
传单，在通衢大道张贴标语，揭露蒋介
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阴谋（见谭力
希、朱生灿编写的《惠州史稿》）。 东江
特委的成立，昭示中国共产党没有被白
色恐怖吓倒，并领导东江地区广大人民
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
斗争。

岁月的流逝 ，并没有带走古城人
民的记忆 ，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 ，共
产党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给人
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史料记载 1937 年的冬天分外寒
冷 ，而惠州城的抗战烈火却在熊熊燃
烧 。 设在平湖门旁边的 “惠州民众教
育馆 ”，每天都有许多人聚集在这里 ，
在共产党人谭家驹和馆长古柏伟先
生等爱国人士的组织下 ，有序地进行
抗战的募捐和各种宣传活动。

抗战老兵 、 今年 98 岁的邹益泰
老先生回忆 ，他那时是 15 岁的少年 ，
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 “惠州儿童抗日
救亡工作干部培训班 ”。 谭家驹是这
个培训班的负责人。 他同时是广东省
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支队负责人。 邹
老先生还能忆起谭家驹的模样 ：斯文
儒雅 ， 经常笑眯眯地与同学们说话 。
然而他领着同学们四处演讲时 ，是那
样铿锵有力 ，激昂慷慨 ，极具感染力 。
谭家驹领着培训班青年教师张泽 、何
奕昌等人 ， 编写和演出抗日话剧 ，到
车站 、码头 、乡村 ，甚至到茶馆演出 。
邹老先生清晰记得每个场景 ：他出演
话剧 《两代人 》中一个角色 ，他粘上胡
子扮演老父亲 ， 同学罗子强扮演儿
子 ，女同学谭秀贞扮演媳妇 。 话剧讲
述了惠州城两代人积极投身抗日战
场 ，同仇敌忾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 邹
老先生说那出戏很成功，在城里，在乡
村 ，演了一场又一场 ，每次演出 ，都唤
起群众抗日的激情。他说，人们随着剧
情发展的呐喊和喝彩的情景， 至今仍
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根据 《广东省文史资料 》第五十
辑记载 ，抗战初期 ，惠州城的文化宣
传工作搞得风生水起。 中共广东省委
贯彻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 ，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 ，选派了 800 多名
爱国青年 ， 其中 120 余人是中共党
员 ，其他大多是抗先队员 ，由组织统
一安排参加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 ，
组成政工总队 ，开展新型的政治宣传
工作。

当年惠州籍画家刘仑， 就是队员
之一。刘仑教孩子们画抗日漫画，还经
常把自己创作的作品义卖， 捐出款项
给惠州民众教育馆做抗日宣传的费
用。 刘仑后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优秀的文艺战士， 创作了大量反映人
民军队英勇顽强战斗风貌的作品 ，享
誉画坛。

与刘仑一起为第七战区工作队
队员的 ， 有知名的文学家黄河天 、何
家槐，音乐家孙慎、黄凛等。 才华横溢
的他们 ， 从千里冰封的北国南下广
东 ， 为了抗战一起聚集到古城惠州 。
孙慎是青年歌咏队负责人 ，黄凛是儿
童歌咏队负责人 。 艰苦的环境 ，激情
磅礴的抗战歌曲成为鼓励人们的精
神食粮 ，人们唱起抗战歌曲 ，增添抗
战的力量 。 据当年的亲历者回忆 ，孙
慎会作曲 ，又是男高音 ，歌声高昂动
听 。 他经常指挥青年人演唱 《太行山
上 》 《黄 河 颂 》 《延 安 颂 》 《大 刀 进 行
曲 》。 他最喜欢演唱的地点是惠州梌
山的中山纪念堂。 梌山上的百年老木
棉树 ，见证了当年歌声嘹亮 、群情激
昂的历史画面。

有 “岭东雄郡 ”之称的惠州 ，从辛
亥革命推翻满清到建立新中国之前 ，
红色的星火从来就没有熄灭。 共产党
领导人民在这方土地有过多少英雄
的壮举？ 数也数不清———“东江纵队”
八年抗战的艰苦卓绝 ；水东街交通站
鲜为人知的秘密 ；太益行共产党联络
站的地下运输线打不垮 、压不烂的坚
韧 ；抢救并掩护文化人安全顺利过境
的惊心动魄，等等。 这些故事，都是一
部部可歌可泣的篇章。

岁月沧桑 ，物换星移 ，曾经的红
色星火早已化作漫天绚丽的彩霞映
照大地 。 那些藏在古城的红色印记 ，
像丰碑一样耸立 ， 成为古城文明建
设的精神指向 ， 激励新老惠州人继
续发扬岭东雄郡的雄武气魄 ， 勇于
创新 ，勇于赶超 ，在新时代书写新的
篇章 。

藏在古城中的
红色印记
特约撰稿 / 苗理洁

镌刻时光 铭记岁月，

日前，惠州召开全市红色革
命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推进会，
旨在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
精神， 进一步推动革命老区和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提升惠
州红色革命资源保护利用水
平，充分保护、利用、发展本地红
色革命资源。

惠州本身拥有丰富的红色
革命资源，红色历史悠久，红色
文化深厚。 近现代史上，伴随着
革命的发展脚步，惠州地区在不
同时期都拥有着重要的地位、发
挥着关键作用。

如今的东江，历经沧桑依然
奔流不息 。 而沿岸的这座城
市———惠州，在革命的历史洪流
中，也曾星火燎原，也曾生生不
息。 今天的美好生活，离不开革
命先辈的艰苦奋斗。 近期，羊城
晚报记者走访惠州多个地点，探
寻历史遗迹遗址，寻觅那段艰难
而又光荣的革命岁月，找寻惊心
动魄或精彩动人的红色故事。

记者来到惠城区桥东街道办事处上塘街 70 号，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欧式建筑。 灰色的墙体，显得静穆
庄重，有些地方留下了斑驳的岁月痕迹。 这栋建筑的
名字叫东湖旅店，是惠州最早的欧式建筑，也是香港
秘密大营救惠州接送站。 曾经，100 多位爱国人士和
文化名人在它的庇护下得以脱险，它见证了那段惊心
动魄的时光。

红色“地下交通站”
1941 年 12 月，香港全面沦陷，数百名被日军搜捕

的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突然神秘“失踪”，几个月
后却安然岀现在抗日大后方的根据地。 这场规模宏大
的秘密大营救行动，被茅盾称作“抗战以来最伟大的
抢救工作”，是革命时期的一曲赞歌。 东湖旅店在其中
起到接待护送交通站的作用。

香港沦陷后，党中央及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指示广东党组织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滞留香港
的几百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于是八路
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南方工委、广东抗日游击队等
立即投入秘密大营救中。

当时困难很大，惠州、淡水都被日军占领。 为了安
全护送这批文化人士脱险，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筹建
一个接待护送交通站，解决好吃、住、行等比较棘手的
问题成为首要工作。 东湖旅店由于隔街近江，交通便
利，且对外营业，便于掩护，于是惠州地方党组织负责
人将其选为营救中转站。

800 多人秘密转移
1942 年元旦，日军成立香港“军政厅”，限令所有

无工作、 无住所的华人向日军报导部申办离港手续，
并企图借机搜捕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 然而
这份政令恰好给了党组织实施大营救的机会。 在香港
党组织及进入港九地区的游击队员舍生忘死的掩护
下，600 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以“无工作、
无住所华人”身份，从九龙先后到达抗日游击队控制
的宝安县白石龙，然后再分批转移至惠州。

当时，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卢伟如扮成“香港
昌业公司”经理，由香港来惠州做买卖，并以香港商人
的身份包下东湖旅店二楼， 作为秘密交通站。“卢经
理”的朋友们纷纷住进东湖旅店，通过惠州中转，安全
转移到内地。 其中，茅盾、廖沫沙、胡绳、胡风、邹韬奋
等人都曾先后入住东湖旅店。

这次秘密大营救，历时 200 余天，行程万里，遍及
十余省市，共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
及家属 800 多人。 东湖旅店作为接待护送爱国民主人
士和文化界爱国人士基地，历时半年之久。

2012 年，惠城区政府公布东湖旅店为不可移动文
物，并于 2017 年出资 750 万元将其回购。 2018 年，由
政府修缮后的东湖旅店作为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
馆对外免费开放。

从建成之初占地千余平方米，到如今只剩下不到
300 平方米，时间斑驳了东湖旅店的风采。 然而，那段
惊心动魄的岁月，没有随时间消逝，而是镌刻在了建
筑中，铭记在史书里，被人们传颂缅怀。

“这里是私人住宅吗？ ”当记者看到大门两侧贴
的红色对联时，不禁向附近的居民发出这样的疑问。
居住在这条巷子的杨阿姨抬头看了一眼记者手指的
那栋住宅，告诉记者，这里的确是私人住宅，但是主
人并不在这里居住，也很少出现。 当记者再问到，这
里有没有政府经管时，杨阿姨摇头表示不清楚。

记者来到的这栋住宅， 位于惠城区桥西街道都
市巷 13 号，这里曾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事处旧
址，同时也是广东省农民协会惠州办事处、中共惠州
地方委员会、惠阳县农民协会旧址。

大门紧闭，且屋中无人，记者也看不到里面的情
况。 据资料显示，该建筑坐东向西，青砖瓦房，前后
二进结构， 中间有一个天井， 共 8 房 2 厅， 面积约
300 平方米。

惠州工农力量崛起
近代以来， 外国的侵略和广东的开放使惠州的

工农业发生了特有的变化。历史进入中华民国后，社
会动荡、 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工农运
动逐步形成规模。在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下，惠州工
农运动成为广东工农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9 年 5 月，惠州工人参加了五四运动。 1922
年 5 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
国劳动大会后， 惠州的工会组织逐步发展成为重要
的社会力量 。 1923 年 1 月， 中国第一个县级农
会———海丰总农会成立。 5 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
的农会扩大为惠州农民联合会。 7 月，惠州农民联合
会再扩大为广东省农会，辖粤东 6 个县的农会，会员
达到 13 万多人。

1925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攻克惠
州后，在惠州设立东征军惠州留守处，开展工农运动。
此后，在惠州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
立中共惠州支部， 成为惠州工农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1925 年 10 月 26 日，成立惠州第一个工会组织———理
发工会。 接着，船业、车衣、邮差、油业、茶庄、酒楼（制
饼）行业等 10 个工会相继成立，会员有 2896 人。

“农运”配合了国民革命
1926 年 1 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设立惠州办事

处，领导惠阳、紫金、博罗、河源、龙川、和平、连平、
新丰 8 县的工人运动。 此后， 各县的工会组织蓬勃
发展，到 4 月 30 日，惠州办事处下辖各县有工会 30
个，会员发展到 7885 人。1926 年 7 月 16 日，根据形
势的需要，中华全国总工会撤销惠州办事处，惠州工
人运动由本地工人代表大会负责领导。

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期间， 惠州农民运动有
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 1926 年 1 月 13 日，广东省农
民协会成立惠州办事处，统一领导惠属各县农会。同
年 9 月， 办事处下设各县特派员及宣传员。 办事处
成立后，负责指导惠州地区的惠阳、博罗、河源、龙
川、紫金、和平、连平、新丰 8 县的农运工作，帮助各
县发展农会组织，维护广大农民利益，反对地主豪绅
的压迫和剥削。

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事处、广东省农民
协会惠州办事处旧址保存尚好，1978 年由惠州市政
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由广东省人民
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它见证了大革命时
期惠州的革命历史，曾经是风云际会的焦点，如今又
流于平淡，静静地伫立在街巷中。

统筹策划 / 陈骁鹏 马勇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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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县园洲镇人民广场上的李源烈士雕像 园洲镇文化站供图

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事处旧址 黄翔宇 摄

情景再现：惠州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东湖旅店的房间内密谈，商量如何安全掩护身份 黄翔宇 摄

东湖旅店曾作为香港秘密大营救惠州接送站 东湖旅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