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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6 月，中国共产
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
斯科召开，李源因工作未出
席。会上，李源被选为中央
委员。

那时，粤东地区的斗争
环境也极端险恶，派往那里
工作的同志，往往是去一个
牺牲一个，被称为“不毛之
地”，1928 年秋，李源不避艰
险，亲自到粤东地区去。出
发前，他对妻子说：“这次我
要出发到艰苦的粤东地方
去，你已经身怀六甲，不能随
行。如果我不幸牺牲了，往
后生下或男或女，辛苦你抚
养成长。请你教育孩子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

李源到达粤东地区后，
对党员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大
精神，号召共产党员、革命干
部要有耐心，不怕艰苦，深入
联系群众，一点一滴地扩大
党的影响，逐步积累革命力
量，开展斗争。他还对当地
干部及工农赤卫团第三团党
代表方方等人说：“第一次革
命高潮已经过去了，第二次
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在这个
时期，我们的斗争方式必须
改变，不能采取武力暴动，不
能硬拼硬打，必须善于调动
群众。因此，必须积极领导
群众开展经济斗争，以改善
群众的日常生活。要由最基
础工作做起，先揭露反动官
僚、伪军官、土豪劣绅欺压剥
削劳苦大众的实际情况，揭
露他们丑恶面目、丑恶本质，

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进而发
动贫苦农民、群众，开展开仓
分粮和分鱼牧牲畜的斗争。
然后逐步引导群众开展减租
减息，再进而引导他们开展
抗租抗息的斗争。在斗争
中，要善于发现积极分子，及
时组织地下武装 ，待机行
动。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就
歼灭一股敌人，没有把握的，
则不要轻举妄动。要逐步积
聚革命力量，扩大农村革命
根据地。”李源与粤东地区的
同志经常披星戴月，风餐露
宿，活跃在深山老林，开展了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28 年秋，李源从丰顺
前往大埔，在途经三河坝渡
口时，被埋伏在四周的反动
武装伏击。李源被捕后，在
狱中坚贞不屈，坚决保守中
共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机密。
最后，他惨遭敌人秘密杀害，
时年仅24岁。

李源牺牲的噩耗传到香
港后，中共广东省委于 1928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次
扩大干部会议，举行沉痛悼
念活动，省委机关报《红旗周
刊》发表了《纪念死难诸先
烈》一文。中共广东省委委
员、香港市委书记邓发在《红
旗周刊》发表了《悼李源同
志》一文，称赞他对同志“谦
让和蔼”，对待困难挫折“没
表示过半点灰心和害怕”“而
且更努力更勇敢起来”，在跟
反动派做斗争中，“无一不是
表现不屈不挠的精神”。

【编者按】
李源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

记，并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
员，牺牲时年仅24岁。在李源牺
牲94载的今天，其故乡博罗县禾
山村仍流传着他的英勇事迹。

近日，记者从博罗县园洲镇
获悉，当地在去年李源公园一期
工程竣工的基础上，正建设二期
荷花池，整个公园占地近万平方
米，投入近400万元，预计今年年
底完工。建成后，公园将继续成
为红色文化阵地，在发展乡村旅
游和休闲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助力当地乡村振兴。（李海婵）

“一生奋斗的精神，都有深刻的印象
在无数的工农群众的心坎里，他的鲜血
可以凝成革命的鲜红的血花！”——这是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香港市委书记
邓发在 1928 年 11 月《红旗周刊》发表
《悼李源同志》的一文中，对李源革命精
神的高度概括和崇高的敬意。

李源（1904-1928），又名梦福、梦
九、梦龙、李昌、李泉，博罗园洲禾山李
屋村（原属东莞县）人，曾任中共广东省
委书记，并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 源 ，清 光 绪 三 十 年
（1904 年）出生于一个穷苦的
农民家庭。六七岁时，父母
相继去世。少年时代，曾随
当塾师的祖父念过几年私
塾。辍学后，替人放了两三
年牛。十五岁那年，他跟随
哥哥一起到香港谋生，起初
在木匠铺当徒工，后改行当
海员，在外国资本家开设的
昌兴公司“亚洲皇后”号海轮
上当侍应。

当时，香港海员遭受帝
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工资
待遇很低，工作环境很差。
1921 年下半年，李源加入中
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参加
海员的斗争活动，是海员组
织里的积极分子。1922年 1
月 12 日，苏兆征、林伟民等
发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李
源加入了罢工行列，随广大
海员一起回到广州，坚持反
帝斗争。经过了五十六天的
罢工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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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略有提高。

那时，李源、陈郁、陈权
等青年海员还在“ 亚洲皇
后”号等轮船上发起和建立
了“工余乐社”，吸收进步海
员参加业余文艺活动，排练
了反映英雄人物的文艺节
目，在轮船上或到香港海员

“馆口”里演出。“工余乐社”
的活动丰富了海员的业余生
活，演出所得的收入都用于
海员的福利。李源与海员同
事情同手足，发现外国资本
家、工头欺辱海员时，他总是
挺身而出，抗议他们虐待海
员的卑劣行径；如果碰到资
本家唯利是图、克扣海员工

资时，他就团结广大海员进
行斗争，迫使资本家把工资
补足。

1925 年 6月 19 日，震惊
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了。
李源与香港广大罢工工人一
道，回到广州，坚持斗争。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港
罢工委员会建立了武装纠察
队。李源加入了这支工人武
装队伍，被编入第三大队，接
受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受
训完毕，他和其他队员一起，
到广东沿海港口，截缉走私
货物，抵制英货，使英国帝国
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
极为沉重的打击。

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风
暴中，李源经受了严峻的考
验和严格的锻炼。1925 年
秋，经过中共党组织的考察
和苏兆征介绍，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共中华
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支部书
记，陈郁任支部宣传干事。

1926 年，李源按照党的
指示，到国民政府财政部属下
的缉私检查队任指导员。他
经常和队员们一起，不畏艰
险，到全省各沿海港口和珠江
三角洲地区巡查，缉获了奸商
和不法之徒的大批走私物
资。有一次，他带领缉私队在
中山巡查时，碰上帝国主义走
狗勾结奸商、土匪武装押运走
私物资，他率领缉私队队员果
断勇敢进行截击，把土匪队伍
打散，缴获了大批粮食、生
猪。在海陆丰巡查时，他还了
解那里的农民运动情况。回
到广州后，他向海员工人介绍
粤东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大
好形势，大大鼓舞了罢工工人
的斗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国民党当局在广州
制造了“四一五”大屠杀。国
民党第五国军军长李福林调
派反动武装包围袭击缉私检
查队，许多队员壮烈牺牲。
李源英勇突围，幸免于难。
他在广州一德西路“工余乐
社”的住地也遭到突击搜查，

“工余乐社”被查封。
李源没有被白色恐怖吓

倒，坚持留在广州。他转移
到大冲口附近的同德工会
（煤炭工会）隐蔽下来，化名
李昌、李泉，秘密活动于工人
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4
月下旬，中共两广区委改组
为广东省委，李源担任省委
特派员，负责与中共广州市
委联系。

同年 6 月 19 日，是省港
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李源
协助发动两万名省港罢工工
人在太平路举行群众大会，
提出了“保持罢工工人一切
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和

“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6
月23日，是沙基惨案两周年，
他又协助发动省港罢工工人

三万多人召开群众大会。反
动军警包围会场，李源指挥
工人突破反动军警的包围，
举行了反对新军阀的示威游
行。10月 14日，李源和广州
市委的同志又发动五千名罢
工海员在太平戏院前坪集
会。会上，决定反对反动派
控制的海员工会改组委员
会，并从海员中选出二十五
人组成“维持委员会”。会后
举行了示威大游行。

此时，张发奎从桂系军阀
手中夺取了广州政权。他为
了站稳脚跟，需要得到广州
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的
支持。李源、周文雍等决定
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
人代表大会转为公开活动。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
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向广
东政府要求：释放一切政治
犯；保证工会、农会自由存
在；驱逐一切改组委员；4 月
14 日前，工人与厂主所订协
约一概有效；保持省港罢工
工人的一切权利。会议还决
定于10月 23日举行总罢工，
准备从改组委员手中夺回广

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办事处。
这时的广州呈现出一派革命
的新气象：红旗重新在工会
上空飘扬，印刷工人驱逐改
组委员，工厂、商店工人要求
改善生活待遇，海员要求对
被开除的工人复工并增加工
资，煤油业工人袭击改组委
员。

但是，张发奎被重新高涨
起来的工人运动吓破了胆，撕
掉了同情工人运动假面具，派
出大批军阀镇压工人运动。
同时，反动宪警日夜巡逻，禁
止报刊刊登罢工宣言和散发
罢工传单。广州地区又重新
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鉴于此，李源和周文雍决
定改变斗争策略，把原定于
10月 23日举行的总罢工，改
为当晚举行示威游行。在李
源等同志的部署下，组成一
百多个工人小组，预先分布
在主要马路附近。深夜2时，
工人小组成员手执红旗，突
然走向街头，散发传单，然后
迅速分散转移。这种示威游
行的方式，吓得反对派坐卧
不安。

1927 年冬，李源担任了
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广州起
义前，中共党组织在广州成
立了暴动委员会。李源任广
州第五区暴动委员。他和邓
发一起，带领第五区的赤卫
队，听候起义命令。

1927年 12月 11日，广州
起义爆发。李源率领工人和
部分赤卫队队员，在第五区
米市路五仙观一带作战，占
领了区内的反动机关和重要
据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
斗，起义武装教导团、赤卫
队、警卫团占领了市区，在维
新路建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
府。根据上级布置，李源在
第五区认真部署武装力量，
做好保卫红色政权的工作，
并向群众宣传广州苏维埃政
府的施政纲领。

起义的第二天，敌第五军
李福林部以船运载部队横渡
珠江，意图进犯市区。李源
率领赤卫队在长堤一带，用
门板、木板、砖石、铁桶构筑
工事，痛击来犯之敌，把反动
军队打回珠江对岸，胜利地
保卫了长堤一带的阵地。但

当天下午，传来了广州起义
总指挥张太雷壮烈牺牲的消
息，李源忍住悲痛，对赤卫队
队员们说：我们一定要继承
他的遗志，歼灭敌人，为保卫
红色政权而战斗。

1927年 12月 13日，在敌
强我弱的情况下，党组织决
定起义武装撤出广州。李源
担负掩护撤退的任务。他临
危不惧，带领留下来的部分
赤卫队员，先在长堤阵地狙
击敌人，继而退入市区，利用
街巷节节抗击敌人，使反动
武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
重代价。

完成掩护撤退任务后，
1928 年 2 月，李源被派往海
南工作，任特委书记。当时，
敌人进行了疯狂的围剿，革
命群众遭枪杀者数千人。为
了打破敌人的围剿，李源和
特委领导革命武装和广大民
众 改 变 斗 争 策 略 ，改 守 为
攻。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海口
府城等地举行大暴动，使敌
人不能顾及东、西各路。同
时，东、西路各县乘敌人不能
兼顾之机，举行暴动，进而与

中路琼山、文昌的农民暴动
队伍汇合，包围海口府城。
当时，由于反动派的封锁，革
命根据地物资十分匮乏，连
煤油、纸笔等都难以买到，但
革命队伍仍然充满了旺盛的
斗志，甚至在每支枪仅有一
两粒子弹的情况下，仍然坚
持武装斗争。

同年 5 月，李源先后任
省委代理书记、省委书记，
一方面在香港等地开展工
人运动，争取改善工人的生
活待遇；另一方面部署各地
下党组织带领群众进行反
对帝国主义，反对广东军阀
的斗争。

当时的生活相当艰苦，李
源和他的妻子、共产党员丘
泳娴经常到香港湾仔会食街
买茶楼、酒馆的残羹剩饭充
饥，每人花一个“斗令”（三分
六毫）吃一餐。有时，则由当
海员的同志从轮船一等舱收
拾旅客吃剩的饭菜给他们果
腹。在险恶的环境下，李源
经常教育和鼓励同志们，要
始终保持必胜的信念、坚强
的斗志，战胜困难。

博罗县园洲镇禾山村李
屋小组是李源烈士的故乡。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在
这座小村庄，村民们还传颂
着李源的动人事迹，在李源
烈士旧居遗址上建起了纪念
公园，成为休闲场所。当地
还在进行公园二期工程的建
设，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李源公园位于李屋小组
李氏祠堂旁边，是史料记载
及村里老人所述的李源旧居
遗址所在地。记者看到，公
园展示了李源的革命事迹，
李源烈士的雕像屹立于公园
正中靠后最显眼的位置。雕
像周边的 24 根柱子代表李源
牺牲时的年龄，每根柱子高
1904 毫米，代表李源的出生
时间。公园内还摆放着两头
孺子牛雕像，寓意着李源无
私奉献的精神。

“原先李源的故居因年
久 失 修 ，破 败 倒 塌 ，杂 草 丛
生。”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当地就提出在故居遗址
上建设李源公园，“村民们都
很支持，纷纷捐款，大家都说
要保护好李源的故居遗址，
世世代代将先烈的精神传承
下去。”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公园一期工程就完工了，工
程耗资 60 多万元，其中 50 多
万元来自村民自筹。

如今，故乡仍流传着李源
的故事。今年 73 岁的李朱柏
是李屋村人，从小就听着村里
的老人讲李源的故事，李源是
他心目中一直崇拜的英雄。
他动情地说：“我们现在幸福
的生活离不开革命先烈的努
力，不要让下一代遗忘了先烈
的事迹，喝水不忘挖井人！”

李松亮是李源的侄孙。
他告诉记者，当时他的爷爷
李河跟叔公李源两人去了香
港，当海员谋生，后失去了联
系 。 李 河 在 1949 年 回 到 家
乡，四处寻找李源的消息，可
惜渺无音讯，这成为爷爷心
头的遗憾，“现在家乡建立了
公园来纪念叔公，我感到十
分欣慰。”记者看到，李松亮
至今还珍藏着爷爷当海员的
证件，保存完好。

除了李屋小组，在博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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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烈士
的雕像高 4 米，也是最高的
雕像，颇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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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筹50余万
建设李源公园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马勇

辗转省港英勇斗争
工运先驱浩气长存

李源：

李源（翻拍）

李河与李源兄弟两人当海员时的护照 受访者供图

李源雕像位于公园正中央最显眼处

博罗县出版了众多关于李源的书籍，缅怀革命先烈

文/刘剑烽 图/王小虎 通讯员 李柱棠

李源公园是在李源故居遗址上建成

【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