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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档案

他对农民受压迫剥削的根源有了新的思考，为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因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滇潮》周刊上，多次发表过反对和抨击军阀的文章，刺痛了地方大

小军阀要害，受他们的挑唆，1921年11月13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员因此事在全市运动会上与省立一

中学生大打出手，有数十位学生被打伤。罗彩在现场目睹了整个事件，怀着激愤的心情参加了请愿斗争，

要求惩办凶手。看到教育厅发出威胁开除请愿学生的布告，他上前撕掉布告，当众大声疾呼：“他们的压

力越大，我们的反抗力越强。”看到学生反抗的力量越来越大，教育厅迫于压力，作了妥协处理。经过运

动锻炼的罗彩，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反抗压迫的信念。

远赴广州追求革命信仰

1926年2月，罗彩离开云南到广州求学。经云南旅外进步组织新滇社笔试和面试后，被录入第六届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大队三区队学习。与其一起考上的还有周霄、黄丽生。学习期间，罗彩待人热情、

乐于助人、坚持原则与大公无私的品格赢得了师生的信任和好评。周霄回忆说，农讲所学员对罗彩交口称

赞，留下极好印象。

9月，罗彩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决心回云南开展农民运动。他鼓动云南同学：“唐继尧是只

老虎，我也要去斗一斗，云南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去闯一闯。地方一日不安宁，自己的前途也必然暗淡

无光。”1926年12月，罗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更高涨的革命热情投入斗争中，被分派到昆明呈贡负

责开展农民运动。

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3月1日，以王德三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建立，罗彩任农委委员；3月，呈贡农民协会

建立，罗彩任主席。5月1日，在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他又当选为省农协委员。当天，在农委的发动

下，1200多位农民进入昆明市区游行，高呼口号，第一次显示了农民的威力，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罗彩提出了对农运工作的具体意见，后被农委归纳为农运工作5条原则，

即严防土豪劣绅和地主潜入组织；团结自耕农争取正绅及乡村教师的同情支持；依靠贫雇农，并积极把他

们培养成坚强骨干；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必须深入农村教育领导，树立坚强巩固的基础；积极领导关系到

多数农民利益斗争，发挥和培养农民群众的斗争精神。这5条原则成为云南农运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1927年8月，中共云南特委整顿党组织时，罗彩受到错误处理，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追求，奔走

于昆明近郊农村的农民夜校，宣传国民革命，开展农民运动。

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

1927年底，龙云政府实行大规模“清党”，镇压成立不久的云南地方党组织。罗彩的革命活动引起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特务的跟踪。1928年1月15日，罗彩从呈贡赴昆明请示工作，在昆明火车站（现

塘子巷附近）被特务认出，在奋力打翻几个特务后最终还是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收押于云南省陆军监狱。

入狱后，面对严刑拷打，他严守机密，对打手呵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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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掀开我的长衫，才不会碍着你们用刑！”1928

年3月30日，罗彩同赵琴仙、陈祖武一起被押送到昆明大西门外地台刑场，他们昂首与沿途围观的人们告

别，高唱无产阶级的《国际歌》，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罗彩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一刻，年仅25岁。

得知罗彩牺牲后，王德三赞扬罗彩说：“一个被开除的党员而能为共产主义奋斗至死，死时呼共产

主义万岁，真可以算得是无产阶级前锋的忠勇的战士。”回顾罗彩短暂却又璀璨的一生，他用生命和热血

书写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坚定。今年是罗彩烈士诞辰120周年，我们要铭记先烈对党矢志不渝，临难

不失忠勇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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