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 文

卢文是粤桂边纵队第七支队领导人，党的领导干部，农村问题研究员。

他原名卢鸿声，又名卢一飞、李良，通叫卢仔。1922 年旧历 3 月 1日出生于北海，原籍

是合浦县白龙圩蛋屋村（现属营盘公社蛋屋村），家是地主。

1928 年开始读书，先后在白龙乡小学，南康第三中学初中部毕业。1937 年秋考入合浦一

中（现北海中学）高中部，后转廉州中学；1940 年在廉中高中毕业，正式参加地方党组织和

游击队工作。

1939 年 1 月，在现浦北县小江镇，他经谢王岗介绍入党；3月在大石屯北中高中部任党小

组长。6 月，在县城发生党案事件，领导人陈任生被捕，失掉组织关系；9 月，通过庞达找到

县委书记张进煊，恢复组织关系。9月间因反对反动训育主任杨超兰，他和庞自、伍朝汉等十

名学生被开除出校，经过斗争，转到小江廉中高中部读书，任高三级支部书记。1940 年夏天，

到湛江参加南路特委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白石水中心区委任宣传委员。41 年春天王克调走

后，接任区委书记。在白石水这段时间，实际上做起义武装队伍的结束工作；11 月，白石水

武装斗争结束后，调到灵山县任特别支部书记，领导灵山党组织工作。42 年取消特别支部，

改任合浦中心县委的特派员。他在灵山的三年间，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工作。1944 年春，由杨甫派往钦县任合浦中心县委特派员，开辟钦县党的工作。44 年秋，合

浦发生烟庄事件，和中心县委失掉联系。1945 年 1 月初，灵山县党组织负责人陈铭金向他传

达特委武装起义的决定；2月，他和朱守刚等在钦州小董发动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武装人员

一百多人，由于准备仓促，战斗力不强，十几天后，在灵山西部（现属邕宁）被国民党武装包

围打散。他和朱守刚等六人在那礼乡被捕，经该乡乡长黄瑞法设法营救，送那楼区，骗过伪区

长，找人担保出狱。出狱后到灵山找组织，在灵山起义队伍工作一个时期，1O 月，随老一团

回钦州，找到杨甫，仍任钦县党组织负责人。1946 年春重新组织武装，1947 年春和防城人民

武装合编“农民翻身总队”，他担任政治处主任。47 年秋，改编为粤桂边纵队二十一团，朱守

刚任团长，他任政委。1948 年秋，他任钦县工委书记兼二十一团政委。1949 年 8 月，部队整

编为纵队第七支队，他仍任政委。这是卢文解放前的革命经历。他参加革命时间不算太长，年

纪也比较轻，但他勤奋好学，记忆力强，工作劲头大，几经挫折始终跟着党走，所以他思想开

朗，进步很快。他这十年成长过程是令人深思的。

解放以后，他离开粤桂边纵队，仍是钦县县委负责人，集中力量搞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

1952 年秋，他被调到广西党校学习。这是他的生活转折点，也是他思想、业务、工作的

转折点。在这段时间，他到中央党校 60 年班学政治经济学；1964 年任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

研室副主任（主任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郭大力）。他已是学习颇有成就的人了。

“文革”十年中，他的灾难並不比别人轻。因为替广西一派转送给领导一份材料，被诬为



现行反革命。康生批示押送他和全家回广西处理，先是在南宁和武鸣的“牛棚”劳动；1970

年 6 月以后被诬为“5·16”分子，关押在公安厅看守所和茅桥监护所，失掉自由五年多。1976

年 3 月，被处分为留党察看和降三级，下放容县农村部任干事；78 年春任县革委副主任。转

送一份材料遭到如此迫害，实在是太过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卢文能忍受渡过这长达七年的

艰难岁月，是很不容易的。

1979 年 9 月，党给他平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分配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

82 年中央机构改革后，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在这几年里，他深入各省市

自治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为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做了不少工作，也充分发挥他

的所学所长，给他有报党报国的好机会。

卢文现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司局级）。他今年六十二岁，做这些工作正

是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