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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范群——统一战线上的卓越领导者

罗范群（1917—1994），又名严峰，别名小严，曾用名罗涛康，广东省梅县人。1934 年秋，

入读中山大学文理学院。在校期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时事研究小组”，加入广东反帝反法西

斯大同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0 月，任中山大学中共学生支

部书记，其间，被选为广州学生联合会筹委会主席，该会成立后任中共支部书记。同年 12 月

任中共广州市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1937 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他历任中共广州市工委代理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兼广州市委书记、中共西南特委（后称中区特委）书记、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顺

（德）中心县委书记、东江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南番中顺游击指挥部政治委员、粤中人民抗日

解放军政委，华北军政大学政治教育部副部长。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国民党当局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的政策，随后日军侵占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和粤中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广东

大片领土和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惨遭蹂躏。广州沦陷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

会议，要求省委委员分散各地、分片领导。按照部署，中共西南特委在开平赤坎镇华西路 222

号成立，罗范群任书记，领导包括江门五邑在内的粤中区人民抗日斗争。面对艰难、恶劣的

斗争形势，为适应发展全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需要，1939 年 1 月，广东省委

决定将中共西南特委改称为中共中区特委，新会、鹤山、台山、开平、恩平、阳江、阳春等

县作为一个游击区域，由中区特委统一领导，统称为粤中区。

中区特委成立后，罗范群率领各级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实行

全面抗战路线。同时，中区特委增派一批共产党员加入当地的守军和各县成立的抗日自卫团、

自卫队，在沦陷区、半沦陷区抗击骚扰日军行动，还安排各级党组织派出大批党员，深入城

镇乡村，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以共产党员、“抗先”队员为骨干的抗日自卫队、壮丁队、护耕

队等群众抗日武装，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抗日、保卫家园的斗争。

在斗争中，罗范群注重大力发展党员。西南特委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党列为第一位任

务，特委其他成员也分头到各县领导建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各县党组织有较

大发展，党员人数倍增。如开平县党员由 1938 年的三四十人，发展到 1940 年初 180 人。党

支部由几个增加到 19 个。此外，罗范群重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强调各级党委和基层支部联

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成绩，同不良倾向作斗争。经过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党员的政治素质得到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大为加强，党员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广泛，党在群

众中的威信更加高了。

1938～1939 年间，“四·一四”、“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使“两阳”（阳江、阳春）党组

织遭到严重破坏。罗范群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针对新区工作实际，他强

调统战工作应注意上层与下层、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的斗争，不搞关门主义。他以革命

知识分子的政治敏锐性，当机立断的坚定性，特别是贯彻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

性，广泛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对指导“两阳”抗战工作发挥了重

要作用。他及时肯定广东省青年社阳江分社抗敌后援会干事黄文康等争取“两阳”游击队司

令兼阳江县长陈修爵（“两阳”地区实力派，他一面反蒋，一面在抗日中保存实力）为统战对

象是正确的，为他们放手开展统战工作增添了强大的动力。在他的“民族统一战线要原则性

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指导下，黄文康等进一步发动“两阳”游击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崔

锦沛、阳江县党部书记戴诗成参与抗日。同时，发动江中训育主任谢天普（他是前任阳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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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书记）做好“两阳”日报总编辑工作，争取到合法的宣传阵地，巩固了上层工作，也更

为发展基层提供了便利。罗范群又把阳江群众团体、县抗敌后援会、大中文化社、甚至基督

教青年社组织动员到抗战行列，发动他们以歌咏、剧团、漫画、街头宣传、举行万人抗日火

炬大游行等形式动员群众起来抗日，组织下乡工作团与工农相结合，开辟新区，使“两阳”

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

1939 年，罗范群通过开平共产党员黄国明的关系，会见顺德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文

洽，说服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立场，共同抗日，并要求他接纳我党派遣党员干部帮助

他整顿、改造顺德县国民党县党部及其区乡组织。陈文洽接纳了罗范群的建议，接受我党派

遣李进阶等三位党员干部参加国民党组织，并依靠他们三人实际主持该县党部在敌后的抗战

活动。

1941 年 9 月，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作出“发展中山，经营番禺”的决定，决定开辟五

桂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部队，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43 年 2 月，为加强对各地

游击队的领导，成立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1943 年 9 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从禺南转

移到五桂山区，指挥部设在槟榔山村。1944 年，中区纵队成立后，罗范群任中共广东中区纵

队政治委员，广东（中区）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委员，粤中区特委书记。8 月，他出席在宝安

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的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简称“土洋会议”）。会

后东纵司令部专门举行一次小型的而又隆重的欢迎会，热烈欢迎从大后方来参队的中大同学，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东纵首长、中大校友曾生、杨康华、饶彰风和珠江部队政委、中大校友

罗范群等。

1944 年 10 月 1 日，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在古氏宗祠召开干部会议。林锵云、罗范群、刘

田夫、谢立全、谢斌和珠江、粤中、西江 3 个特委的领导梁嘉、谢创、冯燊参加了会议，会

议研究部队挺进粤中的行动计划和准备工作。在这次重要会议上，罗范群负责传达中央指示

和省委土洋会议精神。会议结束后，罗范群坚决执行党中央及省临委对中区指挥部决定，向

粤中开进。

解放战争期间，罗范群转战台山，选择敦思乡建立特委与特委机关。这个两面政权、白

皮红心的敦思乡，在特委、县委正确指导下，在全体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将三

围乡、燕山、南山、思始等乡连成一片。同时，罗范群指导建立粤中各县交通总站，发行新

华、解放、华商报与党的各种刊物，在文艺战线上与封建头子，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进

行各种隐蔽的、公开的、艰险的、曲折的斗争，直至全国解放。1949 年 9 月，他出席了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罗范群历任汕头市军管会主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潮汕地委副书记，

汕头市市长，中共粤东区委员会第一副书记、粤东行署专员、粤东区委副书记等职。1956 年

11 月至 1965 年 2 月，历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副省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委常委。“文化大革命”初期下放到

英德省直“五七”干校劳动。1972 年 7 月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惠阳市革委会副主任，同

年 11 月后调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 年任广东省第四

届政协副主席。1983 年任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

造性地开展和推进新中国的对外侨务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94 年 8 月 14 日，这位毕生致

力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 77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