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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幸亏旅居昆明的祖父陈希平慷慨资助，让他实现了外出求学的愿望。在省立一中求学期间，中国共产党已

经诞生，马列主义及一些革命进步书刊传到云南，在校期间，他广泛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

书刊，进一步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开阔了视野。

在大革命浪潮的鼓舞下，1924年，陈祖武加入省立一中图书管理员李国柱秘密组织的进步团体——

云南青年努力会，并成为该团体的骨干。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他同云南青年努力会成员串联昆明各校

学生集会游行，声讨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通过演讲宣传，号召广大进步学生和各

阶层人士团结起来，抵制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组织成立了“云南学生沪潮后援会”。同年8月，他

同李国柱等人一起加入共青团。

回乡发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经共青团云南省特支批准，1925年12月，从省立一中毕业后的陈祖武回到家乡思茅，在普洱省立第

四师范学校（该校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云南全省兴办的七所师范学校之一，于1913年在普洱县开

办，为当时思普区的最高学府），成立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努力社”，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为会员。

1926年初，他在思茅广交朋友，结识有志之士，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人民群众翻身做主

人的革命道理，在校内举办演讲会、座谈会，宣传国际国内形势，列举帝国主义罪行，痛斥军阀的卖国投

降政策，激发和鼓励广大青年和各界人士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洪流中。

随着革命的推进，1926年11月，陈祖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中共云南特支再次派他回思普地

区进行革命活动。在开展革命活动中，陈祖武在普洱发展了小学教师邹荣光、皮匠仲丕烈、染布工人袁发

耕等数名共产党员，壮大党组织在思普地区的力量，为家乡的革命斗争积极做好组织领导准备。1927年2

月6日，昆明发生推翻唐继尧统治的军事政变，陈祖武从思普区赶回昆明接受新任务，中共云南特委委派

陈祖武负责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工作，任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宣传部长，主持日常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壮大，所做的工作赢得民心，深受民众拥护，从而使国民

党（右派）恨之入骨，他们采取卑劣手段，勾结龙云政府，派军警搜捕左派领导人。不久后，党组织派陈

祖武以教师身份去产业工人较集中的东川地区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东川地区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

被捕入狱，宁死不屈

1927年冬天，春城寒气逼人，龙云政府奉南京蒋介石政府旨意，组织“清共委员会”，发布反共戒

严令。中共云南特委根据斗争形势，把在昆明工作的同志纷纷撤离，转移到农村，陈祖武因身兼多职，未

能及时转移，被特务跟踪，不幸被捕入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凶残暴行和反动当局的劝说、诱骗，他始终大义凛然、滔滔雄辩，驳得敌人张

口结舌，无言以对。敌人恼羞成怒，数次将陈祖武拷打致昏死，又用凉水浸醒，但他始终对党忠心耿耿，

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连国民党反动派狱官也叹服说：“陈祖

武对答如流，少年英俊，可惜误入歧途。”

1928年3月30日，龙云政府向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陈祖武、赵琴仙和罗彩举起了屠刀，这位年仅20岁

的党的忠诚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你们杀得了我的身体，但斩不断我对

革命的忠心，你们用尽千般毒刑，也不能使我对党叛逆。”在那个悲壮的日子里，陈祖武和战友们手拉

手，高唱国际歌，昂首从容就义的情景，仿佛一盏指路明灯，给云南人民留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鼓

舞更多的后来人投入到伟大而艰难的革命斗争中。

1929年3月30日，王德三在陈祖武等烈士遇难一周年时写了两首悼念烈士的诗，他在诗中深情地写

道：“去年的今天，你们舍了生命，开着一朵红花。你们为了劳苦群众的幸福，将赤血遍洒！……不久

呀，镰刀锤头的红旗，将飘扬在你们的冢头，英特纳雄耐尔的歌声，荡漾于你们的四周！”

方荣庆（普洱市思茅区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