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大二巷的风声风语——第一个中共广州市委旧址 

 

1927 年 4 月的广州，一片风声鹤唳。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右

派进行大规模的清党行动，500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革

命策源地广州被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之下。广东区委紧急迁往香

港，党组织的各部负责人立即转入秘密活动，以应急变。 

就在此时，一对新婚夫妇住进了广大路广大二巷 4 号 4 楼的一间

“新房”内，组建了他们婚后的“新家庭”，这间屋子挂着新婚的吉

祥对联和字画，布置得简单、别致又喜庆。从此，巷子里的居民们时

常能看见这对新房客的身影，他们彬彬有礼、谦和沉静，跟随他们的

还有一名雇佣的上海女工，负责照顾这对“少爷”和“少奶奶”的日

常起居。在八个月的新婚生活后，这对“小两口”悄悄离开了广大二

巷。一年之后，这位温文尔雅的新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之

下，他就是首任广州市委书记吴毅。 

1927 年 4月 22 日，针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

青召开中共广州市委第一次会议，中共广州市委宣告正式成立，吴毅

担任市委书记。广大路广大二巷 4 号 4 楼，成为市委机关的所在地，

同时也是吴毅的居住地。为了不引起外人怀疑，党组织委派市委交通

员覃坚假扮吴毅的妻子，一起住进了这幢民居。由于会议秘密举行，

党组织派肖学文在骑楼放哨，并设置了紧急情况时人员从天台疏散的

道路。当时 4 号 4 楼阳台的栏杆上放着一盆大红花，代表“会议正常”

的标志；如果发现敌情，即换上一盆白花，这就是“危险”的信号。 



广州共产党员反抗国民党大屠杀的一道道斗争指令，就从这所普

通的房子发出。从市委成立至同年七八月间，吴毅与周文雍等人白天

深入各区、各支部、各工会发动群众、整顿组织、建立和发展地下工

人武装；晚上，吴毅在市委机关的小房间内伏案草拟文件报告，时而

和同事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等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委派张

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肖学文的掩护下来到广州，当他走到

广大路口时，肖学文走在前面，二人看到 4 楼阳台上摆着的是大红花，

又见到了看门放哨的罗发仔，才确定市委机关没有暴露。住进广大二

巷的张太雷警惕性极高，他向吴毅详细了解巷子中居民的情况，并对

市委机关内的陈设作了严密的检查，当他发现贮藏室有一部油印机

时，他便立即让肖学文把它搬走。张太雷在广大二巷和吴毅等委员多

次开会，研究在广州发动起义的各项工作部署，成立了暴动委员会，

并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 

12 月 11 日凌晨，身穿黄军服、脚着黑军靴，腰系短枪的张太雷

从广大二巷 4 号 4 楼出发了。他与叶挺、恽代英等参加誓师大会，发

动了震惊世界的广州起义。起义者建立了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

但因敌我力量的悬殊，起义部队在国民党的疯狂反扑下遭遇失败，张

太雷和许多战士英勇牺牲。13 日，市委全部撤出广州。作为第一个

中共广州市委旧址，广大二巷 4号 4 楼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27 年那个风声鹤唳的广州，一片清冷肃杀，广大二巷中传来

的风语，不是风的语言，它是风的声音，呜咽如泣……人们在风声风

语中缅怀着逝去的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