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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长汀县的一个革命历史展览馆里 ，收
藏着一幅照片。 照片上，一位目光坚毅，身着戎装
的军人注视前方。 他就是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
罗化成烈士。

罗化成，1895 年出生于福建长汀南阳区 (今属
上杭县 ) 南山村一个中医家庭 ， 从小随父学医 。
1912 进入福州蚕业学校学习，1915 年毕业后回到
长汀，在县蚕业学校任教。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
生后 ，他同张赤男 、杨成武等发起成立 “长汀学生
联合会”，组织集会，声援上海工人，声讨帝国主义
罪行 ，并创办 《长汀月刊 》，抨击时弊 ，宣传革命 。
1927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6 月，罗化成在南阳、才溪一带建立秘
密农会和发展党组织。 次年七月， 领导 “南阳暴
动”。暴动胜利后，建立“汀连南赤卫队”，积极发动
长汀 、上杭等地边区群众打土豪 、分田地 ，建立苏
维埃政权。1929 年秋，他所领导的赤卫队编入红军
第 4 军 4 纵队，他任纵队特务大队大队长。同年 12
月，参加了古田会议。 1930 年 8 月，罗化成在长汀
河田蔡坊与民团作战中负伤。 后任红军后方医院
院长、福建省军区后方留守处主任、福建省苏维埃
政府副秘书长兼武装动员部部长。

1934 年 10 月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 ，罗化成
返回闽西 ，协助张鼎丞 、邓子恢 、谭震林等坚持闽
粤边区的游击战争。1935 年 8 月，他在四都被国民
党包围 ，不幸被捕 ，在瑞金狱中受尽酷刑 ，但他坚
贞不屈。 几天后，在被押往长汀途中逃出虎口，取
道上海到达香港。

1937 年 7 月，全国抗战爆发后，罗化成受命回
闽西南工作，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军需处处长。 1939
年春任第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同年 10 月任政治
部主任。 他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兼管当涂、芜湖、江
宁的地方工作 ，先后建立了县 、区 、乡三级抗日民
主政权和中共基层组织 ，组织农民 、青年 、妇女成
立抗日群众团体。

由于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罗化成积劳成疾，
心脏病不时发作，陈毅同志多次劝他去后方养病，
并书古人诗 “留得五湖明月在 ，何愁无处下金钩 ”
以劝之。 罗化成以古人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征战几人回 ”答之 ，婉言谢绝陈毅的建议 ，继续带
病坚持在抗日前线工作。

1940 年 2 月 27 日， 罗化成心脏病突然发作，
经抢救无效在江苏溧阳逝世，终年 45 岁。 陈毅在
追悼大会上称罗化成是 “新四军的优秀的领导干
部”“最实际的革命人才”。 1955 年 2 月，罗化成被
追认为烈士。

近年来， 罗化成烈士的故乡福建省长汀县立
足红色资源优势，着力做好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
弘扬工程，不断活化载体和形式，推进红色文化发
展的转型升级，促进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加快老区
发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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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石厂峪村一条南北向的

主干路旁，白乙化烈士故居近年来人流不断。低矮
的院墙里， 一棵据说与烈士同龄的枣树今已亭亭
如盖，见证着英雄的宏伟一生。

白乙化，字野鹤，满族，1911 年 6 月 11 日出
生，今辽宁辽阳人。 1928 年，他考入沈阳东北军教
导队，后升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步科。1929年，考入北
平中国大学政治系预科。 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
言》等大量进步书刊，193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九
一八事变后，白乙化向校方提出抗战申请。 “吾当先
去杀敌，再来求学。 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
余愿得偿矣！ ”他返回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率部
转战辽西、热北、锦西，连战连捷，得绰号“小白龙”。

1935 年 12 月 9 日， 白乙化参与组织了一二
九学生运动，他奋勇当先，积极组织同学集会、游
行。 1936 年 2 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抗
日大会上，他发表演讲，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
抗日，收复东北，会后遭逮捕。在监狱里，他继续进
行抗日救亡宣传， 组织难友同反动派斗争。 1936
年夏出狱后，他奉党的指示赴绥西东北垦区工作，
历任中共绥西特委委员、中共垦区工委书记、垦区
特委书记。

全国抗战爆发后， 白乙化组织成立抗日民族
先锋队，任总队长。 1939 年，抗日民族先锋队与冀
东抗日联军整编为华北抗日联军，白乙化任副司
令员。在这期间，他指挥了沿河战斗，击溃日军大
岛大队。后所部改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平北
军分区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 改编后他即率部
参加了粉碎日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 10 路围攻的
战役，屡创日军，并在东胡林阻击战中击落敌机 1
架。

1940 年 4 月，为完成“巩固平西，坚持冀东，
开辟平北”的战略任务，白乙化率十团到密云潮白
河以西地区，经大小 100 余次战斗，开辟丰（宁）滦
（平）密（云）敌后抗日根据地。 组建多支地方抗日
武装，协助地方建立党组织，领导丰滦密抗日军民
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武装斗争。

1940 年 9 月至 11 月，白乙化及时返回内线，
寻机打击撤退之敌，一举歼灭日军哲田中队，取得
了这次反“扫荡”的胜利。 他指挥十团粉碎了日伪
军对丰滦密的大“扫荡”，并在反“扫荡”中率部开
辟新区， 使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由初创时的 4
个区一下发展到 8 个区。

白乙化智勇双全，加上十团屡战屡胜，根据地
迅速发展， 丰滦密人民十分信赖和拥戴他。 1941
年 2 月 4 日， 伪满道田讨伐队 170 余人沿白河向
根据地进犯， 白乙化率部在密云县马营西山与敌
人激战，毙、俘敌 117 人，保卫了根据地。但在战斗
即将胜利结束时，白乙化被日军击中头部，壮烈牺
牲，时年 30 岁。

白乙化牺牲后，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发表了
《告全军同志书》，赞扬他是“优秀的指挥员、民族
英雄、无产阶级的先锋”。萧克将军称赞白乙化“血
沃幽燕，名垂千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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