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 瑛

三十年代中期，在北海涌现一批进步的女性。她们敢于反抗旧社会旧家庭的压迫束缚，一

步步走向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这批女性（主要是女学生）是很有名的，如“三黄”（黄翠英、

黄翠玉、黄翠琼）、“四苏”(苏少芳等四姐妹)、“两罗”（罗永瑛、罗永莹）。这里，我只介绍

她们之中的罗瑛。

罗瑛，原名罗文瑛，原籍是合浦县南康营盘公社老鸦笼村人，后定居北海市。1919 年 2

月出生。读书时，曾随家庭在法属安南芒街（现属越南）群英华侨小学就学。1933 年在合浦

一中读初中预备班，1936 年至 1939 年在一中高中毕业。

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是革命气氛很浓的学校。罗瑛受到很大的启发。在“12·9”学

生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她参加了赵世尧、苏觉民、黄铸夫等人领导的进步活动，如参加读书

会、时事研究班、新文字学习班、世界语学习班等，读过一些进步书报。“7·7”事变后，敌

机经常来骚扰轰炸。她参加救护队、民兵队，还到外沙和西头街、粮行组织妇女识字班，宣传

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加救亡运动，还参加宣传队到郊区各村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当时

她是个积极分子和宣传工作的主要骨干。1938 年 10 月，在北海经谢王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

产党。

罗瑛参加党和中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中小学教师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1939

年 9 月，她到石康多蕉小学当教师，从事农村发展党组织工作，担任了党支部书记。虽然是做

拓荒者的工作，但这却难不倒她。她在多蕉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后来，她因病回家休养了一

段时间。1940 年 8 月，党派她到灵山县，参加伪二十六集团军政治队工作，主要是搞统战和

抗日宣传工作；在党内担任特别支部书记。政治队解散后，她转移到农村，参加和指导农村党

的工作。

1941 年 5 月以后，她先后在防城和越南芒街小学当教师；1942 年 3 月，在广东化县中洞

经正中学任教；后来党派她到化县伪妇运委员会任总干事，做统战工作和居民妇女工作。1944

年冬，她参加广东南路武装起义，在电白中队工作。1945 年 5 月以后，又调到湛江，在家锡

小学和培才中学附小任教，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

1946 年 2 月，党组织派她往越南工作，先在华南分局驻越机关工作，后在越南国家独立

中团政治处工作，党内任中团党委组织干事，又任中团后方军需处机关支部书记。她作为一个

国际主义战士，在越南艰苦奋战了三年多。

云南省解放后，她回到云南文山地区工作，先后担任过专署文教科代理科长，专署直属机

关总支委员、组织委员，专署人事室秘书、总支副书记，专署民政科科长，专区妇联会主任，

地委妇委书记等职。

1952 年 12 月调到北京工作，她担任过一机部北京机器制造学校（中专）政治辅导处主任、



校长办公室主任。1955 年 3 月，调到劳动部任秘书科副科长，文印、文书科科长，培训局、

工资局科长，一直到那个“史无前例”的日子。

在“文革”中，她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被送到河南省修武县李万公社干校劳动，接受所谓

“审查”。

可惜，这位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因长期艰苦生活的折磨，致使体弱多病，很难支

持工作。从 1978 年 8 月以来，她先在干休组，后在来访接待室工作。1981 年因健康不佳，她

只好办理离休手续，在家写些东西。

罗瑛和丈夫庞自，长期在一起工作，是我们队伍中一对模范夫妇，家庭生活是很美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