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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讲所走出的中山革命先驱（三）

文/ 黄春华

第三届：两英烈名垂青史

1925年 1月 1日，农讲所第三届开学，学员人数已达 128人。

根据前两届的经验，“凡在军事训练用心之人，现在即为农民运动

最努力之人”，所以，“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

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1因此，

该届学员依军队组织编成一连，名曰农民自卫军模范连；每连分

三排，每排分三班，每班 13—15人，班长、排长均学生任之。该

届主任为阮啸仙，学习的方法也很有创新性，他们模拟了一个县

农民协会，把学生按照来自的地区、语言的不同分入若干个假设

的区、乡，组织各级农民协会，这样，学生在学习时就可以模拟

农民运动的组织工作，并讨论各自的地方农民问题。

该届香山籍学生有 13人，经过 3个月的紧张学习，10人顺利

毕业，当中，出了两位赤胆忠肝的英烈：罗若愚与严庆瑶。

罗若愚，在农讲所学习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名字

是罗顺球。1925年，罗被上级派往云浮县开展农民运动，仅大半

年时间就与战友们一道建立了农协 9个，组建了农民自卫军。1926

年上半年，罗又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到罗定县开展

农民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罗被通缉追捕，遂

改名为罗若愚，回到家乡中山九区的黄圃石军沙。

1928年 2月、3 月间，罗若愚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书记及

委员共 5人）。同年 8月，县委改为中共中山特别区委员会；次年

1 罗绮园编：《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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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省委又恢复中山县委，罗都担任委员。

在大黄圃，土豪劣绅收的护沙费特别重，别的地方只收 2 毫

一亩，他们则要收 12斤谷。2罗若愚在石军沙利用 “关义会”等

当地带有封建色彩的组织作掩护，暗中恢复农协，还组建了 30余

人的石军沙农民自卫军，开展抗租抗税斗争。当时有个土匪组织

叫五龙堂，匪首为梁梳（也有说法为梁骚、梁苏），1929年 5月，

五龙堂在石军乡敲诈农户，罗若愚带领农民自卫队前往，活捉了

匪帮派来的爪牙，予以严惩，让附近的匪帮不敢再猖狂妄为。当

年 7 月，罗若愚成功将农民自卫队编入国民党警卫后备中队，罗

任中队长，从而可以以合法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农民自

卫队发展迅速，很快就扩大到 100多人，自卫队在九区围剿过几

次匪帮，深得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其中，在黄圃乌珠击溃土匪武

装一役最为漂亮，是中山党组织领导下最早、最大规模的一次军

民合作反击封建武装的斗争。

那是 1929年 10月，九区的土匪武装等 200 多人乘船向石军

乡进攻，妄图一举消灭那里的农军。中共中山县委获悉后，马上

派县委委员罗若愚率石军乡农军和九区各乡农军，在乌珠伏击来

敌。战斗从上午八时激战至下午三时，当地群众纷纷赶来支援，

箪食壶浆慰问作战的农军。最终，来犯之敌丢下一批枪弹物资溃

退了。

1932年底，中共中山地方组织在九区利用国民党当局实施乡

政建设之机，发动群众选举共产党员为乡长，罗若愚就这样当选

为石军乡乡长兼警卫后备中队中队长，接着，还当选九区副区长。

利用这个合法身份，罗若愚带领警卫后备中队和群众打击梁梳的

2 《中山九区革命斗争史回顾》，收录于政协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山文史》第 62辑，2009年印

行，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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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武装，到广州陈济棠处控告石军沙恶霸勒收隔年护沙费，发

动群众抗交禾标（一种苛捐杂税），还一把火烧掉了征收人员驻扎

的标棚。这一时期，江河上抢劫过往渡船的匪帮十分猖狂，1930

年，中山港口的河面上就发生了土匪爆炸抢劫花尾渡“同兴号”

致 200多人溺死的惨案。1934年 8月，盘踞在石军沙的五龙堂堂

主梁永绍在黄圃江河上抢劫被军警抓获，罗若愚得知后，发动群

众到广州控告梁，借国民党当局之手除掉一害。

抗战爆发后，罗若愚利用石军沙乡长这一身份，动员当地教

师开办夜校，宣传抗日救亡，组织“广东民众抗日御侮救亡会中

山工作团第三团”和“石军沙青年抗日先锋队”，培养抗日骨干分

子。1940年，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派出的党员在罗若愚的掩护

下大力开展妇女发动工作，发展地方党组织。1941年，中心县委

决定组建两个受其直接指挥的主力中队，其中一个就是原来驻扎

在顺德的广州市区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的王鎏中队，中心县委把

这支队伍调来中山后，中队长由郭苏永担任，党代表欧初，驻九

区石军沙。这一部署的顺利实施也得到了罗若愚的紧密配合和

协助。

罗若愚有一个故事让乡亲们广为传颂。1943年，一队国民党

兵闯进石军沙强行抢掠，罗若愚带领农民自卫队赶到现场，勇敢

地把对方的机枪口托向天空，义正词严地与他们展开斗争。这队

兵马被此气势吓倒，不敢强来，只好乖乖地撤出。

1944年 1月，石军沙农民自卫队奉命编入南番中顺游击区指

挥部领导的九区大队（对外称梁伯雄大队）。次年 1月珠江纵队成

立后，九区大队归珠江纵队一支队直接领导。1945年 5月，国民

党顽固派“挺三”司令伍蕃与流亡鹤山的中山县县长方岳昭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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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鸡笼乡（今小榄镇东升片区）召开会议，策划联合进攻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的九区大队。5月 23日早上，“挺三”及地方团队等

3000多人，借助部分伪军力量，悍然向驻九区坡头、孖沙的梁伯

雄大队发起猛烈进攻。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梁伯雄大队英勇作

战，激战至下午三时，阵地岿然不动。24日，顽军大量增兵，我

军边打边撤，梁伯雄大队长壮烈牺牲。罗若愚负责组织安排党员

同志疏散撤离，到了 5月 26日，他被黄圃横档、石军的土匪队伍

包围，不幸被捕，在当晚押回乡政府的途中被杀害，时年 47岁。

严庆瑶成为第三届农讲所学员时已 32岁，与大部分才 20多

岁的同学相比较为成熟，社会阅历也更丰富。在进入农讲所前，

他在乡村开办夜校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毕业后，随即回到家乡

濠涌乡（位于今中山市南朗街道），向乡亲们宣传平均土地、“耕

者有其田”，号召农民如欲解除痛苦，惟有从速团结起来，组织强

大有力的团体——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用以抵御土匪，

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保护农民自身的利益。1925年 4月，也就

是严庆瑶毕业不到一个月，濠涌乡农民协会成立了，是中山县第

三个农民协会，严当选为会长。之后，农民自卫队也组建了，严

也是队长。

严庆瑶在农讲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经历了中共

中山县支部委员会和中共中山县委成立这几大事件，是中山党组

织的骨干党员。濠涌乡农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二五减租”，废除

苛捐杂税，因而成了当地土豪的眼中钉。他们曾三次组织匪军攻

击濠涌农民自卫军，扬言暗杀农会干部，恐吓会员。1925年 11月

—12月，中山就连续发生了 5 宗农会干部被杀事件，6人被害，

但严庆瑶毫不惧怕，带领农民自卫军对土匪来袭予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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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大罢工开始后，罢工委员会派出工人纠察队来中山，与

中山的工农纠察队一起封锁港口和江河海岸走私的黑点，查缉私

货。1926年 8月的一个晚上，驻濠涌一带纠察队发现了土匪与奸

商合伙走私，第二天早上，纠察队便到土匪头子开设的公司内查

获了这批私货并押往南朗工人纠察队队部。然而，该匪首与当地

民团纠集了 100 多名武装人员包围了纠察队队部，县农民协会闻

讯，马上派出数十名农民自卫军前往支援。双方爆发激战，工人

纠察队和农军紧密配合作战，把匪帮赶走了。

县农民协会向县政府提出请驻守中山的国民党军五十九团清

剿土匪，然而，县里的官员却通知匪帮逃走。五十九团到了现场

后，土豪劣绅和奸商趁机捏造事实，诬陷农军、工人纠察队洗劫

商店，破坏圩场贸易等。五十九团不加查证就信以为真，纠集民

团四五百人，冲进濠涌乡、麻子乡，捣毁农会，还杀害农民。驻

在濠涌的农军 60多人虽奋力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退守各地，严

庆瑶也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