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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的奋斗、无私的奉献

——何醒予同志传略

钱海建

醒予是一位沉着、勇敢、坚定的新女性，青年时代毅然走上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道路，在 1938 年抗日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海“妇女抗敌同志会”

会长、合浦公馆区交通站长、合浦上廉党支部书记、合东南工委组织委员等职。

在长期残酷的斗争岁月里，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眼疾和身体衰弱带来

的困难，出生入死，忘我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几十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她虽无子女后代，但她的

好思想、好作风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逝世后，人们深切地怀念她。

冲破束缚 追求真理

醒予于一九一○年出生于北海一个破落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其父亲是开明

人士，十分宠爱作为长女的醒予，不主张给她订婚，要她将来做个自由女。从

小受其父影响，喜爱读书，对新鲜事物尤感兴趣。七岁时，父亲病逝，由母亲

领她进就近的私塾读书，不料这老师是十足的封建学究，向学童们灌输忠、孝、

悌、义的封建毒素，醒予十分讨厌，不愿再上学，她转到中山东路钟兰舫私塾

就读，接触了先生的儿子钟辉廉(大革命时期总工会负责人)，钟借给她反对封

建礼教，要求人权独立的进步书籍，还给她讲革命道理，醒予模糊地认识到只

有反对封建压迫，才是妇女的出路。

但是，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犹如洪水猛兽，吞噬着每个中国女子的命运，醒

予自然避免不了厄运。按照母亲的愿望，要培养醒予为闺秀。十六岁那年，母

亲为她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对象，要她停学结婚，她不从，继续在升中班补习，

准备报考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母亲为此大发雷霆，不再提供学费，无奈，

她被迫结婚。受新潮流影响的醒予，不能循规蹈距地过封建家庭生活，加上丈

夫是个浪荡分子，终日无所事事，学抽大烟度日，稍不如意，就对她拳脚相加。



婆婆是典型的封建式家长，不但不制止儿子虐待妻子的行为，反而常常无端责

骂她，醒予十分痛恨这个家。不久丈夫病逝，这时期，她的女友陈锡贞不断介

绍丁玲、茅盾、冰心等人的小说给她看，增添了她的斗争勇气，她跑回娘家吃

住，向母亲诉说夫家的可恶，得到母亲的同情和亲友的支持，夫家派人来逼她

回家，她连面也不露，坚持了三年，终于离开这烦闷的家庭。以后她不再结婚，

把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

三三年，醒予考上了合浦一中。后因母亲付不起学费而辍学，她立志自食

其力，随女友陈锡贞到广州报考半工读学校，碰巧那里不招生，只得返乡，帮

母亲料理家务以待时机。三五年二度到广州，也是四处碰壁。在不合理的社会

制度下，一个没有势力后台的女子要谋职立业，谈何容易。幸而，由陈锡贞的

推荐认识了中大学生黄道悟(党的培养对象)，懂得不少革命道理，送些进步书

籍给她，向她讲述中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抗战遭国民党反动派枪杀的悲

壮事件，告诉她只有参加党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才是中国青年的唯一出路。

醒予受到启发，决心返家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自三四年始，北部湾畔的抗日烽火愈烧愈烈。“一二·九”运动在北海引

起极大的反响，广大学生、青年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军队的野蛮侵略和蒋

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抵制和查辑日货，并陆续建立各种进步读书会。醒予看到

家乡的革命形势发展得这样快，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振奋。此时，她弟弟何国达

与合浦一中进步学生庞自、吴世光、陈广材、卢传义等人在她家里组织“静励

斋”读书会。这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把解救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危机视为奋斗

目标，他们经常会聚一起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出版进步刊物。“静励斋”的

活动给醒予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境地，她常常参加会员们思路开阔的讨论，从中

得到很大的启迪。

三七年底，在广州入党的赵世尧返家乡准备重建党组织，到“静励斋”指

导他们的学习，教育青年学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广大青年应该紧跟党，

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使醒予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她感到当一名共产

党员的神圣和崇高，入党的愿望强烈，追切要找到党，她不知道北海党组织已

秘密地重建起来，更不知道与她们朝夕相处的赵世尧同志是共产党员，她想到



革命圣地延安去，接受革命的薰陶。后因武汉失陷没有去成。

投身革命 女中英杰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更加疯狂地大肆侵犯我国领土，耳闻目睹

了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醒予心中的愤恨。为了千千万万人不做亡国奴，她毅

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三八年四月，在北海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各界民众抗

敌后援会”的推动下，成立了“北海妇女抗敌后援会”等三个群众组织，后援

会负责人赵世尧有意识安排一批党员、进步青年任负责人，醒予被任为“妇抗

会”会长，她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与“妇抗会”另几位骨干卢冠群、蔡秀

英、邓筱筠等深入街道、工厂做动员工作。发动家庭妇女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挨家逐户鼓励她们冲破家庭束缚，走向社会，争取妇女的解放。经过努力，全

市有二百多妇女报名参加了“妇抗会”。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她根据妇女的特

点，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如组织晨呼队，沿街边跑边高呼口号，唱

抗战歌曲。办夜校，组织失学的妇女读书，她自编课本，亲自上课，在教文化

的同时编排抗日救亡话剧，到街头闹市演出，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

三八年九月，涠洲岛沦陷，日舰经常拓北海、合浦海面一带骚扰，驻军常

备中队常年戍守在高沙垅、白虎头一带。醒予组织会员到街上募捐款与物资，

慰劳爱国将士。青年时代的醒予性格内向，平时不苟言谈，但演说起来颇有特

色，使在场的官兵深受感动。

醒予身体力行，严求于已，火般热情，时时处处为同志们的表率。三八年

期间，北海时有日机来轰炸，“妇抗会”组织了一个救护队，她兼任队长．与队

员们到壁笆楼(今一幼)永年医院(今市府二宿舍内)带头学包扎技术，如有战事，

即奔赴战地。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妇抗会”成立女壮丁队，以随时迎击来犯

之敌，党组织集中她们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政治课由中共党员李梓明上，军

事课一时找不到教官，她便多次去镇公所交涉，要求派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军

官作教官，使女壮丁队的军事训练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一九三八年九月，醒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思想认识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她在向入党介绍人卢传义同志汇报思想情况时说：“人活着，要活得有

价值，死要死得有意义，我一生的意义在于改造社会。”这个崇高的信念支撑着



她，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多么危险的情况下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醒予还

起了个名字叫”何畏”，表达了对旧势力无所畏惧的决心。

克尽职守 矢志不谕

三九年二月，醒予到浦北福旺一带，开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工作，组织、

教育贫苦群众，积极培养进步青年入党，团结、争取社会上层，壮大党的抗日

力量。遵照组织的指示，她和同濂的女青年卢冠群利用谢王岗同志的社会关系，

到福旺坡村开明地主李德三家当家庭教师为掩护，进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

她们办妇女识字班，自编课本，教妇女识字，号召她们参加抗日斗争，争取自

身和全民族的解放。在穷乡僻壤里办识字班，是件新鲜事，起初，妇女们兴趣

很高，有的甚至背着小孩来参加，但时过不久，人渐渐少了，醒予了解到缺课

的是因家务较忙，便把学习安排在午间、晚上，争取了更多的妇女参加学习，

并发动她们到邻村去宣传抗战政策和时事等。使当地的抗日活动开展得蓬蓬勃

勃。

醒予不但依靠发动劳苦妇女，也团结教育、引导、有钱人家的妇女走革命

道路。李德三的媳妇宋传克年轻守寡，深受封建家庭“三从四德”的压迫，过

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囚笼式生活，象女佣般侍候公婆，还常受虐待。醒予、

冠群很同情她，想接近她，但这逆来顺受的妇女怕公婆反感，不敢接触，有意

避开。只得设法找机会与她一起做鞋缝衣。宋传克见她们大姐姐似的和蔼可亲，

渐渐地谈心里话，醒予鼓励她做一个新女性。宋传克在她们的支持下，说服公

婆，参加了识字班，学习和懂得了不少文化与革命道理，对醒予的工作给予很

大的帮助，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合浦乐民中心学校教书时，得到教务主任的支持，所教的内容由醒予选

择，她将语文课变成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的课堂。很受学生的爱戴，一有机会就

往老师住处跑，听讲革命故事。有些家长胆小怕事，不让子女来上学，她就登

门告诉家长，我们正处于“国难当头”的境地，每个中国人都要以挽救国家危

难为己任。家长们深受教育，陆续送子女返学。醒予播下的抗日火种在这个地

区越烧越旺。

在福旺教师期问，曾因掩护三个游击队员身份暴露，转移后党组织暂时中



断联系。这期问，她仍坚持用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培养入党对象，宋传克、

宋德韶、周雪峰、谢善高等就是醒予当时培养的。宋琪英、谢善璋因起义与党

组织失掉联系，虽与他们无组织关系，但也团结一起，互相勉励，增强信心，

边积极向群众宣传，边积极寻找党组织。

四三年八月，组织上决定调她到福旺中心小学教书，这学校政治环境差，

校长是退伍的伪连长，思想反动，经常偷听老师上课，发现有宣传抗日者，唯

其是问。而且封建意识极浓厚，男女界限壁垒森严，醒予接触进步男老师遭其

责难。醒予曾组织老师与其斗争，但此人在地方势力大，无人可撼，工作开展

不起，心里焦急．组织上看到她的难处，予四四年春调她到灵山平山凌家小学

与岑家毅、蔡维中一起以教书作掩护。醒予换上了工作环境，又以全部的热情

投入了工作。自四七年始，醒予任党内的领导工作，更加克已奉公，忘我工作，

作风严谨，处事果断，在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同志们中赢得崇高的

威信。四七年十月，她调到公馆浪坡村加强党支部工作，不久，游击队攻打附

近的荔枝村，缴获了伪保安团的一大批物资，准备支援大部队。驻扎在附近的

国民党县大队长，扬言要“接收”这批物资，党支部获悉后，商量转移，但意

见不一，有的主张将物资分给各家各户埋藏，有的主张统一转移，醒予考虑情

况紧追，凭着平时的威信，当机立断，决定统一转移，使扫荡的敌人一无所获。

一四八年，醒予任合浦公馆区交通站长，总站下辖浪坡、由樟、白沙、南

康、石湖等交通站。她对各交通站的工作严加督促，不辞劳苦地往返于各站之

间。从公馆到南康等地的陆路有国民党匪兵，为保安大队驻防，行动不便，她

与几位男同志就从海上走，为了不麻烦群众，自己找来竹筏，任风浪送他们到

目的地，虽随时有落水的危险，但毫不惧怕。退潮时，一片泥泞的滩涂，竹筏

用不上．就行走在粘脚的烂泥中，醒予的脚不时被牡蛎划破，刺心的疼痛，她

咬咬牙，坚持走完这段艰难的路程。

公而忘私 舍已救人

在醒予的心目中，党的事业，同志们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她公而忘私，

舍生忘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品质。

在北海，高德一带秘密张贴毛泽东同志签发的关于反逆流的电文的传单，



为营救被捕的同志四处奔波，出谋献策。还动员从小江迂回北海开办永桢祥药

行的妹妹何娥英就此建立地下党交通站，帮助党组织筹集资金。

北海党组织的英勇顽强的斗争触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企图将共产党人一

网打尽。廉北区委获悉后秘密通知北海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撤退，醒予也在

此列。她不顾个人的安危，凭借她家在当地的名望，掩护了几位同志先撤离，

她最后一个离开北海，到小江进行隐蔽的地下工作。

四五年五月浦北小江游击队队长练炳强三人，到福旺坡村找醒予，了解敌

特布防，准备攻打小江墟。此时的敌人已是风声鹤泪，戒备森严。在村口查岗

的一伪兵听出练的口音非本地人，暗中盯梢至醒予住处。掌灯时分，地主家已

重锁大门，醒予与练三人正在分析敌情，三、四个伪兵前来击门，气势凶凶要

检查。练三人用枪逼住李德三，不准他开门。李很害怕，见练三人来头不小，

且带着枪，此非等闲辈，不敢声张，只好按醒予的意思在里屋回答伪兵：三人

是何老师的朋友，从北海来探她的。伪兵在外磨了一阵，无可奈何，悻悻离去，

临走时，要地主担保三人，明早到乡公所查身份。

这时，情况十分危急，醒予明自三位游击队员不能在此久留。待伪兵离去，

径直到李德三的卧室，要他放走练队长三人，李惊恐万分，怕乡公所明天要不

到人．难保身家性命。醒予晓以大义，向李宣传党的政策，用开明地主援救革

命同志的真实事例教育他，劝他不要放弃营救的机会，他虽点头称是，但仍不

肯放人。醒予见软的不行，急中生智，坐近李的床头，抽出枕头底的一支左轮，

义正词严地说：“你不放他们，我就打死你，然后我自杀。”胆小如鼠的地主被

吓得手颤脚震，答应放人。此时，醒予的身份已暴露，练队长叫她一同撤离，

她考虑自己有眼疾，怕拖累大家，留了下来。第二天，在宋传克的帮助下，转

移到福旺山鸡曲村，继续坚持隐蔽的地下工作。组织群众，联系党员，宣传抗

日政策。

唇齿牙依 深情厚意

在革命斗争中，醒予紧紧地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她作

风朴素，平易近人，生活从不特殊化。她每到一个地方，就走东家、串西家，

熟悉每户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掌握开展工作的方法。农忙时，她活跃



在田间，农闲时，她帮住户烧饭、带孩子、教儿童学文化等，深受群众的欢迎。

因她排行第二，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何二姐”。

醒予很关心群众的疾苦。当时，公馆一带常有疟疾发生。在北海开药行的

妹妹从北海捎来药品给她备用，但她看到当地的患病群众缺医少药，立即把药

送给了他们。经常对乡村姐妹嘘寒问暖。醒予日夜奔波，虚弱的身体每况愈下，

她自己顾不上调养，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常常想法找些食品给她补养身

体。一次，群众好不容易弄来几两猪肉，她虽婉言谢绝，但群众坚特要留下，

群众一离开，她马上送给了正在养病的同志。四六、四七年间，国民党对山区

进行大扫荡，醒予所在区交通站经常遭敌人的袭击。遇到敌情，群众就赶快替

她梳髻换衫，扮成老太婆，给她一担箩箕，混杂在田间劳动的妇女中，或转移

到村外。虽然危急情况经常发生，但醒予都在群众的帮助下，化险为夷。

在革命队伍中，醒予是大伙的贴心人，凡是接触过她的人，都说她象寒冬

里的一把火，能温暖别人的心。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诚心诚意对待同志。

三五年，“静励斋”读书会的成员大多在她家吃住，醒予和母亲热情招待这群热

烈追求进步的小青年。后来她家被辟为党的地下联络站时，她对熟悉或陌生的

同志，一律以礼相待。

她先后负责的香山、浪坡交通站，人员来往频繁，在物质相当匮乏的条件

下，想尽办法找食物给同志们充饥，使大家感到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四八年

某月，公馆区武工队的廖世津带两人执行任务时，在香草江附近遭敌人伏击，

两个队员逃出后回到醒予所在浪坡交通站，不知廖的下落，她即派人四处寻找，

当廖辗转回到交通站已是深夜，他们一天一夜粒米未沾，醒予赶快请住户煮饭

弄菜，三人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内心感激“二姐”的关怀。

醒予对患病负伤的同志，更是倾注深厚的感情。四○年，合浦中心县委书

记黄其江同志患重病在小江医治，组织上要醒予负责照料，她二话不说，收拾

行装从寨圩赶到小江潘屋交通联络站，侍奉汤药，煮饭洗衣，尽职尽责。当时

蔡维中、何国达等同志也在一起照料。四七、四八年粤桂边区部队、游击队的

伤员大多撤到香山、浪坡等交通站治疗，酲予身为站长。组织力量照料伤员，

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每批归队的同志，都有一种依依惜别的深情。



解放后，醒予历任合浦县委组织部干事，钦州专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劳动

科副科长、自治区劳动局救济科长，办公室主任等职。她虽然地位变了，但献

身革命的初衷不改，一直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以致积劳成疾，视力急剧衰退。

在“文革”期间，她受到“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打

击、摧残，以致不能正常工作。她服从组织安排于七二年离职休养。离休后，

她人闲心不闲，人老志尔竖，她时刻想着党的事业，牵挂着蒙受不白之冤的同

志，为他们恢复名誉、平反安置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她小小寓所里，经常挤满来看望她们人，她双目已失明，只能凭声音辩

人，但她仍充满乐观精神，拉着别人的手问长问短，忧别人之所忧，乐别人之

所乐，鼓励大家增强革命信念，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有外地的同志，她热情留

客，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海味，摸索着为客人炒菜，同志们都说：“二姐把心都

掏出来了。”

七八年，醒予因重病住院，革命老区的乡亲们闻讯后，非常悲痛，香山一

位老交通员受乡亲们的嘱托，捎了十多斤荔枝来探望她，她虽已重病缠身，仍

然想到别人，她托人将荔枝送给住院的老同志。一位长期卧病榻的老同志，捧

着几颗荔枝，老泪纵横，轻轻呼唤着“二姐”的名字。

醒予同志的一生，是追求革命、不懈战斗韵一生，她在对革命的无私奉献

和对同志的备至关怀中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她的战友伍朝汉等同志在挽联中写

道：《无私无畏献丹心》、《磊落长如松柏翠》一忠贞共与日同辉》、《满腔热血为

民洒》、《一身洁白玉无暇》、《志坚行高肝胆忠》、《功赫美德献中华》。这是醒予

同志伟大人格的写照，她虽然已离开她热爱的事业，但她的艰苦奋斗，献身革

命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