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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
鞭。”

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武
隆土地革命时期，曾涌现出一大批追随
地下党闹革命求翻身的农民群众，他们
怀着一腔愤怒的阶段仇恨，为了推翻万
恶的封建旧社会，积极参加农会和赤卫
队，义无反顾地拿起长矛和砍刀，参加
斗地主打恶霸、分田地退租押，站到建
立和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线。他
们在对敌作战中无私无畏，赤心相向，
英勇杀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献身疆
场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成为一个个受
人尊敬、名垂千古的农民英雄。

今日介绍的这位农民英雄，就是被
载入武隆光荣革命史册的、原后坪坝苏
维埃政府副主席、农民赤卫队小队长
——罗吉普。

为求翻身解放参加红军

1930 年 3 月，中共四川省委川东特
支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作出的“到
农村去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
命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
的决定，经过艰苦的努力在涪陵策动了
驻涪国民党军的军变，由这支起义的部
队为主体加上一批穷苦的青年农民在
涪陵的罗云坝山乡组建了由地下党领
导的“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四川二
路红军游击队”成立之后，很快在当时
社会一团黑暗中“闹红”了罗云四周的
群山众水，迅速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

“肉中刺眼中钉”。气急败坏的涪陵县
国民党政府立即张罗各地的民团武装，
组成清剿队伍，妄图迅速剿灭这股初生
的革命力量。

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严峻形势
下，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为了避其敌人
的锋芒，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决定开辟
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经过慎重
选择后部队开始撤离罗云坝，开拔到高
寒偏僻的武隆仙女山地区发动群众闹
革命，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开展斗
争。

当身着朴素的红军游击队一路翻
山越岭来到武隆与丰都交界处的厢坝
场时，突然有一个头发松蓬、满脸污垢、
衣着破烂的小伙子从街头一条小巷里
跑了出来，惊惊诧诧地看着这支队伍出
神，然后就紧紧地尾随着红军队伍行
进。一路上他仔细地观察部队的着装
和纪律情况，专心地听着战士们在厢坝
场上对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的内容。当
小伙子跟着战士们听了他们大半天宣
讲的革命道理之后，胸中那颗凄苦冰冷
的心立刻变得火热沸腾起来，于是他义
无反顾地跑到游击队的领导面前，央求
他们接纳自己参加这支队伍，跟大家一
起闹革命。

这个苦大仇深的小伙子，就是在沉
沉的黑暗中见到了穷人救星的罗吉普。

罗吉普，1912 年 8 月出生在高寒贫
穷的丰都县暨龙乡与后坪乡交界处的
一个小山村。他的父亲罗老三是一个
老实巴交的乡巴佬，因家里
贫穷，成年累月地给当地一
个 叫 许 胜 才 的 地 主 当 长
工。虽然一年到头在地主
家当牛做马勤耕苦作，但得
到的工钱却少得可怜，无法
养活一家五口人。为了救
命，他只好带着一家人背井
离乡，从丰都的暨龙乡逃荒
到几十里外栗子寨下的李
家湾投亲靠友，先是老两口
居无定所地四处帮人打一
些杂工，挣点钱粮养活年幼

的儿女，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
法，便找到当地绅粮姚老爷，求他租了
湾里的几亩土地来耕种。可是“天下老
鸹一片黑”，他们仍然受到姚老爷的无
情盘剥和压迫，每年一背太阳一背雨辛
辛苦苦种出的粮食，除缴纳了姚家的租
子（粮）后便所剩无几了，过了春节之后
家里又开始断粮，只得用瓜菜来充饥。

父亲在罗吉普 12 岁那年，为了讨
口饭吃，就让他去给姚老爷家当放牛
娃。小小年纪的罗吉普无论天晴下雨
冰天雪地，每天都要赶着三头牛上山去
放牧，天黑回来时还要割回一大背牛草
作夜草。一个大雨倾盆的秋日下午，罗
吉普当天因生病周身无力只割回来半
背篼牛草，姚家的家丁看到后不问青红
皂白就不准他吃晚饭。小小的罗吉普
本想张口申辩，才说了两句话，就开始
遭到家丁一顿竹竿子打骂，当时鼻子口
里都出了血。那天晚上，罗吉普又冷又
饿躺在牛圈外边的巷道上，周身疼痛不
已，一边哭一边想这哪是人过的日子
哟。天还未亮，性格刚强的他就背着家
人只身含恨地逃出了李家湾，跑到丰都
的厢坝、黄沙坝一带过起讨口为生的流
浪生活。

罗吉普稍为长大之后，就凭已有的
一些力气四处帮人打短工、下苦力挣钱
来糊口。十五岁那年，厢坝、黄沙坝一
带乡间流行疟疾，父母亲和两个妹妹病
情严重无钱医治而先后死去。从此他
成了一个苦难无助的孤儿，只有成天在
厢坝场附近一带游来荡去，有时找到活
路干几天，没有活干的时候就饿肚子。

红军领导听了罗吉普对自己身世
的哭诉后，答应了这个穷苦青年的要
求。

战场上英勇无畏杀敌人

罗吉普成为二路红军游击队的一
名战士后，当时发给他的武器是一杆民
间土制的长矛（铁梭镖），等到了武隆在
双河坝打了几家地主老财之后，又才换
成一把“鬼头刀”。罗吉普先被分配到
红军宣传队，天天与队员一道进村里找
贫苦乡亲，以现身说法介绍自己的情
况，唤醒群众的阶级觉悟，希望大家支
持穷人救星的红军队伍，跟着红军斗地
主分田地求翻身。后来，他又被编入

“农民赤卫队”，终于当了一名到战场杀
敌人的战士。

一天清早，涪陵县国民党政府组织
白涛镇民团到双河坝“围剿”红军游击
队，团长杨德铨带着一队国民党兵，趁
着黑夜爬了几十里山路翻上木根铺后
山的牛皮堡，于中午时分从大槽垭口悄
悄摸了过来，准备通过铁炉坝偷袭驻扎
在烂坝子的红军游击队。那知敌人刚
一现身，就被在山梁上站岗的红军战士
发现了，游击队立刻组织红军和农民赤
卫队进行猛烈反击，敌人慌慌而来没有
准备，纷纷抱头鼠窜往后逃跑。罗吉普
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初生牛犊不怕
虎，提起鬼头刀就与战士们尾随敌兵跟

踪追击。罗吉普杀敌心切，
飞一样奔跑在队伍前面，大
声吼着喊着狂追几个掉队
的敌兵，有个家伙被罗吉普
的气势所吓倒，在一路屁滚

尿流的逃跑中，慌忙扔弃手里的步枪被
罗吉普缴获。战斗结束后，领导见他作
战勇敢，就把那支枪奖励给了罗吉普。

罗吉普有了枪支之后十分高兴，其
后宣传群众、站岗放哨更加积极。后
来，二路红军游击队在双河烂坝子、坨
田一带又开展了几次反击涪陵民团的
偷袭和围剿，在这几次战斗中，年轻的
罗吉普作战中仍然冲锋在前不怕死，表
现得十分英勇。游击队领导看中罗吉
普是一个革命的好苗子，就有意培养和
重用他。

当时，二路红军游击队是在敌我力
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艰苦地立足仙女
山开展革命斗争的，每天虽然宣传群
众、发动群众和反敌人偷袭围剿的战斗
特别艰苦，却推动了当地农民的土地革
命斗争，革命的形势得到如火如荼地发
展。由于二路红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
队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土豪劣绅和国民
党反动地方政府，使国民党涪陵县政府
感到非常恐慌，都把二路红军游击队视
为心腹大患，于是暗中调集更多的兵力
准备到仙女山上围歼红军。

二路红军游击队自从到了双河、木
根建立根据地以来，经过了数场反“围
反偷袭的恶战，人员伤亡很大。由于敌
强我弱，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为了保
存有生力量，4 月中旬，经请示上级后，
红军游击队领导决定将主力由总指挥
王岳森、前敌总指挥赵启民、前委书记
苟良歌带领，组成几支小分队分别出发
再到武隆与彭水、丰都交界的后坪坝一
带开辟游击新区和革命根据地，组织发
动群众继续战斗。

由于罗吉普作战勇敢又对后坪坝
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游击队总指挥王
岳森根据他作战勇敢的表现，命令他为
队伍开路打头阵的“敢死队队长”，带着
十几个人的尖兵队向后坪坝进发。罗
吉普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服从命令听
指挥，一路上与战士们晓行夜宿，绕过
设有国民党区公署的桐梓场，顺着密林
和山脊中的小路前进。当他们在路经
桐梓地界的石柱村时，突然与几个下乡
抓壮丁的区公署民团团丁遭遇。罗吉
普和战士们趁团丁们还没弄清楚是怎
么一回事时，就果敢地上前围住了他们
缴了枪，然后通过向团丁们反复做好宣
传工作，竟让这几个农民家庭出身的人
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二路红军游击队的几支分队分别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先后顺利地来到
了后坪坝。游击队指挥部立足之后，马
上开展广泛发动贫苦群众的工作，从队
伍中抽调一批战士成立了宣传工作组，
并将宣传工作组分为两支队。游击队
领导根据罗吉普参军后的出色表现，决
定由赵月明和罗吉普分别负责一支
队。工作组每天从早到晚带领队员深
入村寨，走进一家家农户家中，向乡亲
们详细介绍红军是领导的穷人队伍，讲
解红军来后坪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目
的。罗吉普还通过召开会议以及与乡
亲们打堆摆龙门阵等形式进行革命宣
传活动，逐家逐户向农民散发《中国共
产党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政纲》等宣传资料。有的群众开始不明
白革命道理，工作队员就耐心地讲两次
三次，直到大家基本弄懂为止，接着他
们又发动村里的穷苦乡亲组织起“农友
会”“土地会”，作为各个村基层的革命
组织。

担任苏维埃政府领导人

因罗吉普老家距离后坪坝不远，当

地人中有不少房族和亲戚，他们都是世
世代代受穷受苦的农民，大家听了罗吉
普和工作组的革命宣传和发动之后，相
信他们讲的革命道理不会有错，都愿跟
着红军游击队干革命闹翻身。

在经过工作组充分发动群众的基
础上，二路红军游击队指挥部为了广泛
开展斗争，决定设立“后坪农民协会办
事处”全面展开活动，趁势在后坪坝的
几个保甲（现在的村、农业社组织）成立
了农民协会的革命组织——“后坪坝农
民总协会”。根据红军游击队指挥部的
提名，经过群众选举，由红军游击队一
支队的领导人赵月明任后坪坝农民总
协会主席，红军游击队敢死队队长罗吉
普任副主席。总协会之下设了组织、宣
传工作组。农民总协会在此基础上经
过宣传动员，又先后在五个村落成立了

“文凤庙农民协会”，由赵月明兼任主
任；“寺院堡农民协会”，由李世平担任
主任；“沙茶农民协会”，由黄义清担任
主任；“中岭农民协会”，由张子善担任
主任；“牌坊农民协会”，由陈帮孝担任
主任。这些组织的建立，使各项群众发
动工作得到迅速开展，当地农民的革命
积极性不断提高。

后坪革命根据地基本建立后，根据
川东地下党的指示，需要建立一个红色
的苏维埃政府，具体领导根据地的土地
革命斗争。1930 年 6 月 13 日，“后坪坝
苏维埃政府”在经过充分筹备之后，二
路红军游击队指挥部选在后坪坝高峰
槽文凤庙前的大坝上召开了上千人参
加的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武隆地区第一
个红色革命政权——“后坪坝苏维埃政
府”成立。会上经过参加会议的群众选
举，兼任农民总协会的负责人赵月明当
选为“后坪坝苏维埃政府”主席，罗吉普
为副主席。

后坪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随即组
建了“后坪农民武装赤卫队”，由“后坪
坝苏维埃政府”主席赵月明兼任队长，
张子善任副队长，下设三个小队，其中
罗吉普任第一小队队长，专门负责保卫
苏维埃政府和下乡组织开展对土豪劣
绅斗争的工作。

随后，后坪苏维埃政府又颁布了
《政权纲领》，其内容是：一、推翻帝国主
义在中国的统治；二、推翻国民党反动
政权；三、取消穷人负担的苛捐杂税；
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五、
改善贫苦农民生活；六、联合世界无产
阶级。根据《政权纲领》的精神领导和
指挥农民武装赤卫队和革命群众轰轰
烈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苏维埃政府在半个月之内，派出武
装赤卫队员先后捉回了当地逃跑到丰
都、彭水躲避群众斗争的地主赵守田、
黄么姑，在后坪坝的高峰槽、高坪等地
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了不法地主许少
清、罗连山、赵守田、黄么姑等，并打开
他们家里的粮仓，把总计五十多石的粮
食分给贫苦的农民。与此同时又推行
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宣布农民
谁家租种地主的田地就由谁家耕种，不
再交租交押，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部为自
己所有。同时又召集武装赤卫队员和
农民积极分子勒令文凤村五家地主交
出地契、财产，进行没收，还当着群众烧
毁他们收佃户的发票和契约。另外苏
维埃政府还派出农民赤卫队，配合二路
红军游击队开展维护当地社会治安和
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身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和农民武
装赤卫队小队负责人的罗吉普整天没
有闲空，多次带人下乡进村利用家族、
亲戚的关系向大家开展宣传工作，乡亲
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纲领和制
定的《土地大纲》，了解了土地革命的目
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几天时间就有
十二名年轻人积极报名参加了农民赤
卫队。在此期间，苏维埃政府和各村农
民协会组织和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
展打富济贫、斗争地主恶霸、退租减押
的活动，在后坪场上召开群众大会，斗
争当地的几个土豪劣绅，同时按照《土
地大纲》的要求和政策，烧毁了这些地
主恶霸的地契和借约。并将这些土豪
劣绅交出的粮食和财产，一部分作为二
路红军游击队的给养，一部分分给各村

的贫苦农民。
为了配合二路红军游击队开展军

事工作，解决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的武
器装备和给养问题，后坪坝苏维埃政府
建立了外贸部。罗吉普多次带着工作
人员到中岭、箐口、高坪乡下去收购当
地农民收藏的兽皮、兽骨、山漆和种植
的黄柏、杜仲、山茶、金银花等山货药
材，分别派人运往彭水、丰都和涪陵城
里出售，将所得的经费在社会上购回二
路红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所需的枪
支弹药、治疗伤病的药物和生活用品，
保障了游击队的后勤供应。

甘洒热血刑场英勇就义

6 月中旬后，由于二路红军游击队
总指挥王岳森坚持推行“城市中心论”
的革命“极左”路线，独断专横地擅自主
张部队离开山区到大城市去作战，致使
战斗在后坪根据地的二路红军游击队
不得不撤离后坪坝，向长江沿江地区的
忠县、丰都一带转移。广大红军战士和
当地群众几个月来用生命和鲜血建立
起来的后坪坝革命根据地，就这样很快
的悄然消失了。

罗吉普和赵月明按照红军游击队
总指挥的决定，没有随二路红军游击队
离开后坪坝，留下来继续在当地领导农
民赤卫队与敌人开展武装斗争。

二路红军游击队撤离后坪坝的第
三天，闻讯后的国民党桐梓区公所区
长、团总刘礼章就纠集二百多名团防兵
杀气腾腾地来进攻后坪苏维埃政府。
赵月明、罗吉普带着赤卫队员按照红军
游击队撤离前的部署，在团防兵进攻后
坪坝必经之路的人头山下或君子池山
上的垭口处，分别丢下一顶写有“贺龙”
二字的帽子，又在浓密的灌木草丛中立
起几个仿佛像红军战士一样的“草人”，
以让团防兵们误认红军设有“埋伏”而
不敢贸然大胆前进。

这两次迷惑敌人的缓兵之计，为二
路红军游击队成功转移赢得了时间。

1931 年春天，国民党涪陵县政府为
了踏平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后
坪坝革命根据地，派了团防局督练长汪
勤生带兵长途跋涉，再次来到桐梓山纠
合刘礼章的区团防队，围剿“后坪坝苏
维埃政府”剩余的领导人和农民赤卫队
队员。赵月明、罗吉普和农民赤卫队在
大军压境和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只能躲
躲藏藏与敌人周旋，因缺枪少弹加上疲
劳作战致使战斗屡屡失利。

4 月上旬，涪陵县国民党政府团防
局的一支 40 多人的敌兵，又悄悄来到
桐梓山，在区长刘礼章派兵支援下趁着
黑夜摸到后坪坝，妄图利用清晨的浓雾
掩盖，分别从杉茶、白鹤崖三个方向将
住在农户家的赵月明、罗吉普和 10 多
名后坪农民赤卫队员包围，在一阵激烈
的交战中，“后坪坝苏维埃政府”主席赵
月明虽然冲出重围仍被追到三王礅下
的一条山湾里，逃跑中身负严重枪伤，
被群众救下后不久病故于沙茶村的密
林之中。

副主席罗吉普带领几个赤卫队员
冒着枪林弹雨冲出敌人包围圈，向山下
鱼潜口方向的密林深处撤退，敌兵发现
后紧追其后从四面八方进行堵截，敌我
经过一阵激烈交战，终因敌众我寡，赤
卫队员陆续牺牲。等罗吉普只身跑到
文凤庙时，又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在弹
尽粮绝的情况他不幸被捕。

罗吉普被捕之后，表现得忠贞不
屈，拒绝向敌人低头认罪。汪勤生恼羞
成怒让团防兵把罗吉普五花大绑先从
后坪坝押解到桐梓场，两天后又押解到
火炉铺游街示众，但罗吉普始终大义凛
然英勇不惧。最后被敌人在中街的火
烧坝处对其进行了枪杀并抛尸于上场
口河坝的硝坑之中。

在罗吉普英勇就义 18 年之后，他
以生命和鲜血为之奋斗的事业取得胜
利的硕果，武隆获得解放，灿烂的阳光
照亮了后坪山区，人民翻身当了主人，
并走上了社会主义幸福的康庄大道。

赤胆忠心为革命，英气长留天地
间。愿罗吉普这英雄的名字和为革命
视死如归的精神永垂不朽。

英气长留天地间英气长留天地间
——忆原后坪坝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罗吉普

杨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