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心映照洪湖水 红旗漫卷湘鄂西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荆州历史（1927年—1937年）大事纪略（上）

□ 曹 歌

1929年8月，他到白鹭湖向龙西区委传达党的指示，因叛
徒告密，会场被敌人包围。他机警地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只身
潜往熊家河一带的香草湖，隐藏在宝梵寺，继续开展革命活
动。一天，为寻找县委机关，他投宿在县委一个地下交通员的
家里。就在这天晚上，熊河区委的通讯员丁某叛变革命，带着
国民党常练队搜查交通员的家，陈香波不幸被捕。

敌人抓到陈香波，连夜将他押到熊家河进行审问。陈香
波不为敌人的“好言相劝”所动，坚持说自己是过路的马贩

子。无计可施的敌人推出叛徒丁某对证。陈香波见到叛徒，
怒不可遏，一脚踢翻敌人的审讯桌，厉声喝斥道：“你们今天说
要抓陈香波，明天也说要抓陈香波，我老子就是陈香波！”敌人
对他严刑拷讯，抬扛吊打、压石头磨子、坐老虎凳等等，刑法用
遍。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腰椎折断，但决不低头屈服。

次日凌晨，敌人将陈香波押到熊家河关庙台刑场，他强忍
着腰部的剧烈疼痛，坚持挺直腰杆，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
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一定要成功！”的口号，惨

遭杀害。敌人残忍地将他的头颅砍下悬挂在熊河街头。
驻防在沙市的国民党“清剿司令部”得知陈香波被杀害的

消息，如获至宝，将陈香波的头颅挂在沙市最繁华的洋码头大
同街头，示众10多天，然后抛入了长江。

一个陈香波倒下去，千万个荆楚儿女站起来，他们在陈香
波革命精神的激励下，更加英勇地斗争。当年7月，贺龙率领
的红四军与鄂西的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湘鄂西革命根
据地连成一片。土地革命进入到新的高潮。

慷慨赴刑场 浩气贯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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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
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４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
大礼堂隆重的开幕会上，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中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
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吧！”6月11日，党的七大举行闭幕式，通过了《关于以“七大”
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指出：“在大会
闭幕后，在延安召开扩大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以纪
念三个革命时期死难的人民与党的烈士。”并公布了李大钊等
60名著名烈士的名单和英雄事迹。

哀乐阵阵，白幡飘飘。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与延安各
界代表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
会。会场摆满了七大代表、各解放区及延安各界送的挽联、哀
词和花圈。毛泽东主席的挽联“死难烈士万岁”格外醒目。朱
德总司令的挽联为“浩气长存”。七大全体代表的挽联是“为
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为胜
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台上花
圈当中屹立着巨大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碑。

祭奠仪式由毛泽东主席担任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等陪祭，全体代表肃立致敬。毛主席致悼词，沉痛地悼念几十

年来中国革命中牺牲的烈士们，高度评价了他们的不朽功
绩。毛泽东回顾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
军的发展历程。“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
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
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
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我们全党团结起来，解
放区一万万的人民团结起来，沦陷区及其他区域的革命民主
主义者团结起来，这个目的就一定能达到，不达到目的是不停
止的!”追悼大会决定，为纪念先烈，在延安市清凉山上建筑中
国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塔。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公开祭奠革命烈士，也
是“革命烈士”的概念第一次形成。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
会公布的60位著名烈士中，有6名来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
们是夏曦、陈香波、崔琪、鲁易、汤慕禹和朱勉之。他们代表着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湘鄂西这片红
色的土地上抛头颅、洒鲜血的数十万铮铮英烈。陈香波的名字
排在湘鄂西地区本土诞生的烈士首位（60名烈士中列第46位）。

此前，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称苏区
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曾宣读在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这60位烈士名单，全体代表致

以隆重的哀悼。
陈香波，这位白露湖畔出生，在革命风雨中成长起来的优

秀共产主义战士，用自己朝气蓬勃的青春热血，献身于人民解
放的共产主义事业，谱写了一曲悲壮卓绝的英雄赞歌。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陈香波再次奉派回乡，组
织武装起义。他在贺家桥、黄彩剅等地发展组织，发展10多
人入党。在黄彩剅马氏宗祠，他秘密召集了农会负责人会
议。沙岗、普济、龙湾、张金、徐李河、坨口等地的农会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会后，他组织100多人编成赤卫队，开展武装
斗争，抓土豪劣绅“打经济”，为革命武装筹款。同时他通过
同学关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购买了10多支短枪等武器，组织建
立了江陵县工农赤卫队，当地老百姓称为“白鹭湖游击队”，
准备在沙岗地区发动秋收起义。后因计划泄露，国民党军从
沙市调来一个团驻防沙岗、黄彩剅等地，致使这次起义被迫
向后拖延。

1928年元月，中共江陵县委进行改组，陈香波担任县委执
行委员，他积极依靠党团组织，发动群众，武装骨干，成立了

“年关暴动委员会”，由他负责积极筹划年关武装暴动。
一声枪响，惊天动地。农历丁卯年正月初一凌晨，震惊江

汉平原的“沙岗年关暴动”开始了。陈香波率领工农赤卫队利
用大年初一“出行”的习俗，袭击了反动派的盐卡和常练队武
装，放火烧了鸦片馆。数百群众高举长矛大刀，涌上街头，配
合工农赤卫队行动。枪炮声、口号声、鞭炮声响彻街镇上空。
组织起来的受苦群众手持梭标、大刀、扁担，融汇到浩浩荡荡
的暴动队伍中，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陈香波、彭之
玉、黄希香等人率领暴动队伍烧毁了国民党盐卡，砸烂了国民
党炮船，击毙了常练队（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队长，缴获了土
炮两尊和长短枪、子弹等。紧接着在沙岗五显庙召开万人大
会，宣布暴动成功。成立江陵县农民协会，陈香波任委员长。
成立大会打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大旗，杀土豪劣绅祭旗，
开始了以白鹭湖为中心的革命武装割据。

1928年2月，陈香波任中共江陵县委书记，在国民党的白
色恐怖统治下，全县建立起18个支部，发展党员230多人。受
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的委托，陈香波等人积极筹备在沙岗九

甲湾召开鄂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也正是有了沙岗这块稳
定的革命根据地，特委的扩大会议才得以顺利召开。1929年
3月6日，来自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荆门、当阳、远安、
长阳等10多个地区的100多名代表来到沙岗，参加了鄂西特
委扩大会议。会上，周逸群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和中央
指示，讨论制定了六项决议，健全了特委领导机构，部署鄂西
地区的武装斗争，这次会议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开辟洪湖革
命根据地提供了基础。

这时期，党中央派到湘鄂西领导武装斗争的贺龙来到沙
岗，会见了陈香波，高度肯定了他搞武装斗争的作法，对白鹭
湖游击队的工作进行了指导。陈香波以江陵游击大队大队长
的身份，参加了贺龙和周逸群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统一荆江
两岸的暴动行动。贺龙去往湘西后，陈香波和彭之玉一起带
领游击大队，凭借白鹭湖、三湖等广大的湖泊地区，开展了波
澜壮阔的武装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暴动举义旗 开创根据地

党的七大在延安公祭革命烈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
来的第一次，是对革命先烈最崇高的褒扬，也是对中国无产阶
级革命的一个重要总结。

受到党中央公祭的60位著名烈士，大多都是德高望重、担
任党内或军队内较高职务的革命家，如李大钊、陈延年、方志
敏、彭湃、赵世炎、瞿秋白、蔡和森、刘志丹等。

陈香波的职务并不很高，为什么能够得到党中央公祭的
殊荣呢？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功勋卓著。陈香波创造了多个鄂西革命斗争第一的
记录：建立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权——江陵农民协会（具有行
政权力）；开辟第一块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沙岗革命根据
地；拉起第一批革命武装——江陵工农兵游击大队（白鹭湖游

击队）。贺龙元帅在回忆录《洪湖枪声》中说道，大革命失败
后，鄂西很快就开展了武装斗争，“江陵的陈先博（香波）同志、
石首的屈阳春同志也都是这个时候搞起武装来的。”

二是牺牲英勇。陈香波被敌人抓捕后，受尽了酷刑拷打，
腰椎折断，也决不屈服。押赴刑场时他挺直腰杆，路过街市，
高呼革命口号，震撼了沿街群众。尤其是他的头颅在繁华的
城市沙市街头示众，唤起了广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
和觉醒。悬头示众的沙市洋码头是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来
往的旅客和航船很多，陈香波的英雄事迹更是在长江中下游
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是影响深远。陈香波在鄂西地区有着很高的威望，敌
人把抓住他作为重要目标。他对鄂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也有着

极大的号召力，他一呼之下，就有成千上万人响应。原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卫生部部长贺彪在接受荆州地方
志和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就说：“我们都是跟着陈香波起来搞
革命的。”原兰州军政委谭友林将军也说：“当时，我们都是受
陈香波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

正因为如此，1957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修建洪
湖革命烈士纪念碑时，把陈香（相）波的名字镌刻在碑文之上。

烈士取义去，精神当永存。让我们继承陈香波烈士的遗
志，在实现两个百年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奋勇前进！

（汪洪，荆州日报社原高级编辑，曾任湖北省作协理事、委员，
荆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执行主席，曾在史志岗位工作多年。）

精神炳青史 激励后来人

大革命失败后，荆州党和革命力量遭到空前摧残,革命进入低潮。但荆州的革命火种还存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经过大革命

斗争考验的荆州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遗体，又投入到英勇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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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选举产生了以瞿
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
决定在湘、鄂、粤、赣等地发动秋收起义。

8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南部特委委员熊传藻召开了新堤市委会议，传达了
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秋收暴动计划。9月初，鄂中区南部特委书记萧仁鹄到
新堤，特委决定，以新堤市为暴动中心。后因敌情突变，将暴动发起地点改在
沔南戴家场。

9月10日晚，鄂中南部特委、沔阳县委、沔南区委率数十人的暴动队来到戴
家场，全歼戴家场团防，次日宣布恢复戴家场农民协会。

戴家场暴动揭开了鄂中秋收暴动序幕，在这一战斗的影响下，附近的府场、
杨树峰、白庙、彭家场、张家场、袁家口、段家场、拖船埠、周何湾和新沟坝等地的
农民暴动队伍相继响应。

1927年9月11日，鄂西特委在公安县郑公渡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确定9
月19日攻打江陵县弥陀寺镇，并成立了以刘植五、胡竹铭、覃济川等为负责人的
江陵弥陀寺暴动指挥部。

23日拂晓，暴动指挥部发出信号，各路部队同时展开进攻并顺利地占领了
弥陀寺。

弥陀寺暴动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鄂西各地农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江陵、公
安、松滋、石首等县农民的暴动斗争。

在弥陀寺暴动前后，鄂西特委所属其他各县的秋收暴动也广泛发动起来。9
月中旬，江陵、当阳、石首相继发动秋收暴动，形成小片农民武装割据局面。

10月，萧仁鹄在洪湖西岸柳蚌湖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一说第四
军），萧仁鹄任军长，并于12月3日攻克沔阳县城。

荆州市范围内历时3个多月的秋收暴动,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鼓
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宣传了土地革命的意义，锻炼了党组织和党员，扩大了党
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是组建了数支农民武装，为创立工农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
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28年1月上旬，中央组建湘西北特委，以郭亮为书记，后改由周逸群任特
委书记。

1月15日，湘西北特委到达武汉。21日，贺龙一行到达监利反嘴，与贺锦
斋、李明铨部会合。周逸群、贺龙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分析了荆江两岸的敌我形势
和群众斗争的情绪，决定湘西北特委暂时留在鄂西和湘北地区，参加和领导荆江
两岸的年关暴动。

特委与各地党组织商定，全体动员，发动游击战争。鄂中特委派萧仁鹄率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到达监利下车湾，石首吴先洲部等也前来会合，组成了统一
的起义军。名为“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贺锦斋任军长，由贺
龙统一指挥。

贺龙指挥工农革命军除消灭国民党武装力量之外，还打土豪，捉土匪，分田
地，将没收的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沿途贴布告，发传单，贴标语，作
讲演，向群众宣传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帮助各地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
民自卫军，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

工农革命军在荆江两岸的胜利，有力推动了荆江两岸各县年关斗争的
开展。

随着荆江两岸年关斗争的开展，鄂西地区的形势有所好转。湖北省委于
1928年2月6日和10日分别作出《关于最近鄂西工作方针决议案》和《关于各县
工作决议案》，将各特委所辖区域作了新的变更。鄂西特委还作出了一面由宜昌
向下发展，一面由监利向上发展，以及贺龙部拖到公安、石首相配合的计划。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工农革命军在荆江两岸取得一定胜利之后，正确分析敌我形
势，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鄂西鄂中广大农村发展，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可以赢得更好的局面的。但
是，由于工农革命军仍以攻城掠地为作
战指导思想，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
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盲动
主义的影响。没有转向公安、石
首一带，而且同鄂西特委的

联系也中断了。
2月18日，湘西北特委指挥

工农革命军攻打监利县城，遭到
国民党军夹攻，工农革命军腹背
受敌，被迫撤出战斗。

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在石
首焦山河召开会议，会议后，石
首中心县委联络革命力量上山
（去湘鄂边）下湖（在鄂西），坚
持游击活动，在附近农村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的方面
看，荆江两岸由于没有形成统
一的领导 ，力量分散，年关暴
动的成果未能巩固与扩大，斗
争转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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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祭奠 深沉的哀思

陈香波，字自坤，号香波，系湖北省

江陵县沙岗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富裕

的中农家庭。陈香波是黄埔军校武汉

分校第六期（1926年10月）学员，曾任江

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江陵县委书

记，是江陵县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的组

织者与领导人之一。同时，他和彭芝玉

等同志开创了沙岗白鹭湖根据地，成为

鄂西革命的中心。1929年秋牺牲。

1945 年 4 月至 6 月，
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共第
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第一次公开祭奠为
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
的革命烈士。以李大钊
为首的 60 名最优秀的共
产主义战士的名字，镌刻
在延安清凉山巅的革命
死难烈士纪念塔上，其中
有 6 名烈士来自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他们是三个
革命时期成千上万湘楚
英烈的代表。一个光辉
闪耀的名字——陈香波，
名列碑上，并且排在湘鄂
西本土烈士的第一位。
庄严肃穆宝塔山，低吟悲
歌延河水。中国共产党的
最高领导机关，以崇高的
礼仪，祭奠优秀的成员，
褒扬这位英勇无畏、叱咤
荆江风云的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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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湘鄂两省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趋于缓和，转而联合起来向革命
力量进攻，鄂西的革命斗争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此时，鄂中区因“左”倾盲
动主义的影响较深，所属汉川、沔阳、天门和京山等县委，不注意隐蔽，遭致较
大损失。

紧急关头，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于4月底自湘鄂边区抵石首，集中各地赤
色武装，避实就虚，坚持游击斗争。7月上旬，湖北省委派万涛至宜昌，会同周逸
群，正式重组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万涛分任正副书记，鄂西特委的领导力量得到
了加强。在鄂西特委的指挥下，各县游击战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各游击队均得
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东山、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白鹭湖等处，均已形成小块比较
稳固的赤色根据地或较大面积的游击区域。

党的六大之后，1929年3月6日至7日，鄂西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
达了六大决议，健全了特委领导机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洪湖根据地的形成提
供了重要保证。

1929年 4月下旬，蒋桂战争休止，蒋介石集团占据武汉和两湖地区，大批国
民党部队进驻荆州，斗争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1929年9月，中央任命周逸群为湖北省委委员兼鄂西特委书记。为了训练
骨干，补充各级指挥力量，周逸群等在洪湖设立教导队，将鄂西游击大队改编为
鄂西游击总队，将在洪湖活动的游击队改编为第一大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中
队；把在江陵、石首活动的游击武装编为第二大队，下辖第四、第五两个中队。

鄂西特委十分关注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游击队的建设，把武装斗争放在极其
重要的地位，用很大的力量来领导游击战争。在游击队的建设中，鄂西特委注重
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注重发扬民主。鄂西特委和周逸群不断总结军事指挥
经验，提出了切合鄂西实际的游击战术，如“敌来我走，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
则搞”等等。由于鄂西特委认真实行上述符合客观实际的“波浪式发展”的正确
方针，有效地歼灭敌人，打击了敌军士气，促其分化瓦解。

关于根据地的政策和斗争策略问题，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在开辟根据地的过
程中，注重从实际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根据地的发展要求出发，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出发，深入具体地分析了情况，对豪绅、富农和中小商人
采取了不同政策。鄂西特委对于中小商人作用的认识，对于中小商人政策的调
整，更能凸现鄂西特委及周逸群从客观实际出发，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的可贵探索精神。

由于上述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华容等地的游
击战争迅速发展。根据地开辟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这时的洪湖地区已经形成
割据的局面，洪湖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以洪湖区域为中心联系四周各县，开展河湖港汊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形成根
据地，是鄂西特委及周逸群等从实际出发，带领广大军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我
党革命战争史上的新创造。对此，毛泽东后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抗日游
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
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形成，使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当局极为震
惊。1929年9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湘鄂西地区设立“绥靖区”，向洪湖根据地发
起大“清剿”。鄂西特委和周逸群指挥洪湖游击总队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搏斗。

11月，蒋介石集团与冯玉祥之间的战争，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驻鄂西的
国民党军队部分主力外调。洪湖游击总队第一、第三大队趁机发起反攻。与此
同时，第二大队在周逸群、段玉林的率领下，活动于江陵、石首、华容一带，多次袭
击敌人均获胜利。

经过近半年的英勇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清剿”计划，恢复和发展了根据
地，锻炼了部队，为正规红军的建立，为洪湖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未完待续）

作者后记：作为当年《湖北省志人物志》和《江陵县志》中《陈
香波传》的撰写人（也是第一个在政府主导下为陈香波烈士撰写
并正式出版的传记），多年来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陈香波
烈士的英雄事迹更为广泛地传扬。今年，正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为宣传革
命烈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写作此稿，参考了《湖北省志人
物志》(光明日报出版社)《荆州地区志》（红旗出版社）《江陵县志》
（湖北人民出版社）《荆州党史人物传记》（武汉大学出版社）《洪

湖枪声》（解放军出版社）《荆州革命史料》《江陵文史资料》等著
作及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等有关文件。作者撰写此文过程中，
曾采访沙岗镇有关负责人和陈香波烈士纪念馆，文章经荆州市
史志办有关同志审阅、修订，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沙岗陈香波烈
士纪念馆陈列室大门。

▶陈香波烈士当
年英勇就义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在七大报告中悼念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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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香波，字自绅，号相波，亦名陈先博，1900年出生于江陵
县沙岗镇。他少小入私塾读书，聪明睿智，勤奋好学，喜读英
雄传记，爱憎分明，曾为自家撰写楹联：“打狼烟，清寰宇，必提
三尺剑；登凤阁，安社稷，须读五车书。”抒发报国救世的崇高
理想和情怀。

1922年，父亲陈启柏卖掉家中的9亩田地，支持陈香波到省
城武昌法政大学读书，攻读法律。在这里，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鲁
觉炳等一批有志向的在省城读书的江陵籍青年学生。1924年7
月，陈香波以优异成绩从法政大学毕业，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深

造。同年秋天，在他和鲁觉炳的倡导下，成立了“江陵旅省学生
会”，创办了进步刊物《少年江陵》月刊，由恽代英开办的“时中书
社”代为发售，吸引了成百上千在省城武汉读书的荆州青年。这
一年冬天，经鲁觉炳介绍，陈香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 6月，陈香波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展农民运
动。他发动和带领乡亲们封了沙岗钱粮局的门，采取“吃大
户”的方式，没收地方豪绅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在沙岗召开
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押着劣绅、恶霸地主游街示众，使
千百年来受压迫的贫苦农民扬眉吐气。他在沙岗、陈徐河等

地建立起10多个农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同年7月，陈香波
与彭之玉一道南下湖南，参加周逸群领导的北伐军左翼宣传
队，随贺龙的国民革命军北伐。

国共合作时期，陈香波于1927年春在沙市参加了国民党
江陵县党部的工作，同时在江陵县总工会担任秘书，与总工会
委员长、共产党员向克诚一道，深入纺纱厂、织布厂、卷烟厂、
人力车行，展开工人运动，在沙市组织召开了声势浩大，有4万
多工人、学生、店员和市民参加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
和大游行。鲜红的旗帜和革命的标语映红了江津全城。

一心信马列 城乡播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