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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严年乍乓砖杏
浙江省妇女联合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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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妇女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第一，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抗FI民族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我省妇女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广大群众一起，英勇奋斗，前仆后

’继，为民族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

绩，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我省革命斗争的史

册上，添写了光辉的篇章。
’

为了继承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一

种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推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在收 ·

0 集浙江妇女运动史料的同时，收集、整理了一部分女英雄烈

。j 士的材料。并且先选出七位较著粥的女烈士的事迹，汇编成

一点 这本书。这七位女烈士，生前战斗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和
专 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她们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都

■ 有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诚的心。她们在困难面前百折

； 不挠，在生死关头坚贞不屈，犹如一稞棵傲霜的腊梅，雪压 ．

。【： 不弯腰，寒袭志更坚，以满腔的碧血，染红了革命之花。她

。l， 们的英雄形象和崇高精神品质，必定会激励我们在四个现代

。t 化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

·’

r 在搜集和编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有关单位的党组

0 织，省内外的革命老同志，英烈的亲属和作者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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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帮助。特别是许多老同志，热心提供材料，细心审阅稿

件，为指导我们编好此书花了不少精力和心血。在此，我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党的六十周年!

浙江省妇女联合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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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染红革命花

——胡焦琴烈士传

嵇毓自钟惠英

胡焦琴同志是第一次囡内

革命战争时期镇海县圈民党县

党部妇女部部{乇、镇海县小jE

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曾代理

过县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六月

被国民党反动派系富于。j_：波，

是年二十7i岁。

读书为什么

胡焦琴同志生予一九0二‘{÷镇海县柴诉镇一户小商家

庭。她父亲是小本商人，经营柴火，收入微薄，节俭度日。

焦琴初小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在家帮助料理家务。她求

学心切，一心盼望父亲生意好一点，呵让她升学。每当她父

亲从上海回家，她都要去问问： “爸，这次生意还好IIq?”

但她父亲总是摇头说： “上海柴Jj{}不少，柴价大跌，简盲没

利可得。”她见父亲愁眉不展，便安慰父亲说： “经营足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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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这次不利，下次会好一些的。"可是，在那个黑

暗的社会里，处处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小本商人被挤得

透不过气。焦琴很了解大人的心情和困难，没有提出升学的

要求。

焦琴十八岁那年，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办起了一所静德女

校。这是柴桥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女孩子办的学校。焦琴为此

高兴得跳了起来，毅然向父母提f}{：我要读书。父母答J龌了

她的要求，她要上学的愿望实现r。入学后，她不仅刻苦攻

读，好学上进，而且对校内工作很热心。选她当班长、学生

会会长，她从不推诿。博得了老师的称赞。她住女校学习了

两年，成绩优异，很有造就的希‘彗。老师也鼓励她继续进中

学学习，这正合她的心意。但焦琴觉得家庭经济斟难，不盯

能让自己再升学。一天，王伟农老师来到焦琴家，同她的父母，

胞兄商星让她进中学的问题。由于家境困难，焦琴的父母感

到为难，显出尴尬的样子。胞兄鹤年对妹妹要求升学的心情，

是完全理解的，也深表同情，但又无能为力，因此，婉言谢

绝了王老师的一番好意。王老师了解焦琴的家庭确实贫困，

对她这样的学生不能深造深感遗憾。他回到学校后，就与陈

仲偶、贺文岳老师商量。三位老师最后决定。每年王老师承

担四十元，陈、贺两老师合起来资助四十元，扶助焦琴升

学。就这样，焦琴于一九二二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女予师范

学校。

可是不幸的事接踵而来。就在焦琴上女师的第二年，资

助她求学的王老师不幸病故，另外两位老师也因自己有病或

家境不好不能再帮助她了，不久，母亲、嫂嫂又相继去世。

亲友们都劝她放弃学业算了。焦琴又面临着辍学的严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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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在重重困难面前，她求学的决心毫不动摇。一方面，她

争取胞兄的支持，利用暑假期间在乡村举办补习班，挣得了

一部分学费，另一方面，女子师范的老师看到胡焦琴刻苦努

力，品学兼优，便掏私囊接济她。就这样，她终于读完了女

师的全部课程，于一九二五年毕业。
‘

”．

胡焦琴为什么求学这样迫切呢?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

为了找个正确的人生观。． ．·，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日女是没有受教育的·

权利的。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推动下。经过革命者的奋

战，才争得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和j。胡焦琴十分珍惜这个权

利。
‘

，·

’

，
。。

’

． ·-。

·当时，凡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妇女也都争相上学读书。但

也有一部分妇女，却把上学看作赶时髦，对上学的目的并不

清楚，为此，一九二三年胡焦琴在《妇女杂志》九卷五期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女子求学不仅在增益知识》的文章，

谈了她对求学目的的认识，她认为； “求学还不止仅仅为求

些知识，也不是仅仅为着生活的准备和独立的基础。求学最

要紧的目的，还是要改造思想，尊重人格，求得自己有正确

的人生观。"从而为那些学习目的不明确的女青年指出了方

向。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胡焦琴求学心

切，在困难面前百折不回，是因为她读书不仅是为了增益知
． 识，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寻求正确的人生观，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当时，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已

在中国传播，胡焦琴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接受新思想，与

许多有志的青年一样，象鼓起风帆的航船，开始乘风破浪起

航了。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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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妇女解放而呼号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革命者都很蓖视妇女受教育的问

题。但|u的教育制度，仍把则女束缚在家庭小罔子里，即使

在校女学生所受的教育，仍不外乎是料理家事、抚养予女、

承候翁姑、侍奉郎君等封建伦理道德。显然，把当贤妻良

母，作为鱼{女受教育的唯一U的。而对现实，胡焦琴深为不

满。她懒得妇女如果不冲破这种111教育的束缚，是不可能获

得解放的。于足她拿起笔来，向旧教育制度猛烈=}F火。一九

二二三年九月，她写了一篇题为《现代女子的修养》的文尊，

发表在《妇女杂：基》自山论坛L。她在文章rlt闸述了“现代

女子非养成J’．义的道德知识不可"，并列数了女子应有的道

德知识的标准：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美育。这一思

想，同lI_l教育中要女I{女成为贤娄良母针锋相对。这是妇女问

题上新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焦琴渴望刘女们能沿着广义的

道德知识去发展，为求得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文章批

评了当时有一部分妇女只注重外表装饰，把“自由"，“解

放，，当作口头禅，而没有实际行动的倾向，并“愿我的女同

胞，快快觉悟，向真正的路上走⋯⋯。为建设新道德，为我

们女界开辟一个新纪元，我的同胞，+快快自觉，快快努力

啊l’’她不仅呼吁妇女自身要加倍努力，用行动争取解放，

而且还向社会大声疾呼； “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所以要

有平等的人格。”她对旧社会不尊重妇女人格，不把妇女当

人的行为深恶痛绝。为争取妇女解放，她身体力行，作了实

际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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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焦琴的故乡柴桥镇上有胡、曹、郑三大姓。其中胡姓

为最大，房族里有一条族规：凡男子入家谱，六岁起，每逢 ．

清明、冬至各分得一份麻糍、麻饼，考中秀才、举人者得双

份、·兰份。废除科举制度后，中学毕业者得双份。但这一切

都只有男子能享受，女子是没有份的。胡焦琴对这种不把妇

女当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她决意去评评理。 ．
·

‘

有一年冬至节，胡姓祠堂里，热闹非凡，男人们纷纷进

堂内，跪下向太公叩头，同时太公将一份一份麻饼分给他

们。突然，胡焦琴闯了进去，她对着族长问道；“妇女是不

是人?为什么不能入家谱?为什么不能分麻糍、麻饼?"族
’

长对这一连串的责问无言可答。焦琴接下去又说： “我们妇
。

女不但应该分，而且按族规，我应该分得双份。因为我是女

师毕业的。一在场的男子中，对胡焦琴的举动的反应各不相

同。受过一点新文化教育的人，频频点头，表示焦琴说得有

理，一些封建老朽，翘胡须，瞪眼睛。那个族长太公，对自

己族里有这样_位知识；日女自感不劣，但对焦琴要与男子平 ．

起平坐，则认为是一种绝对不能允许的越轨行为。于是宣

布。 “今天麻糍不分了。”人们稀稀拉拉离开了祠堂。 ‘
·

一石激起千层浪。胡焦琴的遂一行动，好似在一潭死水

里掷进了一块石头。平静的水面，顿时翻腾起波澜，猛烈地

冲击着封建制度的陈规旧俗。尽管这种波澜还是微弱的，两

千多年来封建社会造成的歧视、排斥妇女的现象，决不是一二 ．

次反对封建陈规旧俗的行动所能解决的。但是，胡焦琴当时‘’

反封建的精神是可贵的。她的行动，震动了柴桥镇，赢得人

们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后来，在胡姓房族

里，又多次发生妇女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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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封建婚姻

旧社会对妇女的束缚特另lj多，就说在生活上吧，有裹小

脚、梳长发盘发髯等等。但焦琴不管那一套，敢于向封建}L

教挑战。她t}{{=头放脚，进理发店剪短发。节假日，她约上几

位女友，租了一匹马，在人来人往的大道上奔驰。这一切，

正是她自己所说的“要割除封建，先得削除自己身上的影

子”。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干多年，人们身上都留下了“影子”。

对妇女束晚，在婚娴问题上，表现得J亡为突出。焦琴往婿嘲

I、几J题L，反对封建包办，争取白：i：的节命精冲，表现得十分

强烈。

她还在静德女校读书的时候，灵岩新办了一所述志小

学，胡焦琴被学校推为代表，前去祝贺。在会上，她从容走

上台去，就求学的重要性，男女平等等问题，振振有词地演

说了一番。这位个子矮小，平时不多讲话的女孩子，在这种

场合，竟有这样的见解和风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过了几

天，一户有资产的虞某某委媒来胡家说亲。父亲问焦琴对这

门亲事意见如何?焦琴回答说：“婚姻先要男女意见栩投，

思想一致，才能订婚，玉镏珠的多少，家产的有无，这是身

外物，无计较的价值。，，就这样，媒人碰了一鼻子灰，扫兴

而去。 ．

胡焦琴在女师读书的第二年，镇北有个陈某某，因女儿

去世，他要为他慈溪一户童姓富豪女婿找续弦，托媒到胡焦

琴家说亲。并说：“一切嫁妆均由童家主办，聘金礼物从丰发

给。”他们满以为用钱财威力，定能压倒家境贫寒的胡焦琴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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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胡焦琴根本不把钱财放在眼里，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一

她对父亲说， “这买卖式的婚姻，非我乐从，这种资产阶级

家庭，也非我过得惯的。我愿清贫一生，过我生活，以我生
’

平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所乐从的。”’ ·
‘

?，·．胡焦琴是根据什么来选择对象呢?二九二三年，她发表

在《妇女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我之理想的配偶羚的文章，

说得很清楚。文章言简意明，提出了找对象的十个条件，即

性情、趣味、才能，资格，体格、年龄，人格、遗传、生

活、血统。最后，她说t“对以上十条统统合格的，无论他
‘

家徒四壁，就可毅然决然的结婚。倘家长出而反对，可婉亩

而劝，详细诚恳的宣布我自己的意见⋯⋯。反之，对以上十。

条不满意的，那么无论受外界怎么样的压迫，当竭力奋斗。

切不以一时的感情，或勉强屈服而受永久的痛苦。黟胡焦琴

提出的这十个条件，是一份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书。．。

胡焦琴有一个未婚夫。那是她(他)俩经过了七年的恋

爱，排除了种种阻挠，才子一九=七年订婚的。焦琴与未婚 ．

．夫是如何建立起爱情关系的呢?这里还得从一篇作文的联缘 ．

说起。 ．

一 ．

胡焦琴在静德女校读书时，壬伟农老师出了一道作文

题，要学生在课堂做完。胡焦琴认真地做完了这道题。王老

师在批改作业时，看了她的作文，感到惊奇。不仅文章构思
‘

新颖，而且对问题的见解也不同一般，他又觉得这篇文章很

熟悉，似乎以前在哪里看到过。他想呀想，终于想起来了。原来’

他两年前在另一所学校教书时，曾出过同样的作文题，学生“

余敷扬的作文也很出众，同他今天看到的焦琴的作文十分相

似。这件事引起了王老师的好奇。他以这篇作文为起因，加·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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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平时对这两个学生的了解，便拉线搭桥，做起“大媒’’来

了。双方经过通信，接触了解，果然不出所料，互相爱慕，

建立了恋爱关系。

胡焦琴爱余敷扬，是因为余符合胡焦琴《我之理想的配

偶》一文中提到的十个条件。余的家境一般，中学毕业以

后，在杭州一家银行当职员，后来又考入I：海一所专科学校

读二f5。那时，胡焦琴已走上工作岗位，她在经济上资助余上

学。

对胡与余的这桃婚事，焦琴的父亲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抗

议。但焦琴坚持婿则!’j主，忠』{不侈。后来，经过她多次耐

心的说服，父亲终J二阳意了她(他)俩的婚。笋。一九■七年春订

婚，原定于当年九Jj结婚。可／{：幸的是，在他们婚期前二个

月，胡焦琴同志壮烈牺牲。他(她)俩的婚翅l{虽道不幸，但

胡焦琴这种反对包办，坚持自主，反对财礼，忠于爱情的革

新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婿．|4Ij问题j二，我们又一次看到

了胡焦琴这种衷坦如一，育行一致的高尚品德。她实践了自

已掣要割除封建，先得割除自己身上的影子"的诺青。’

妇女们敬爱的部长

在二十年代，英、美、H帝国主义者为了瓜分中国，变

中国为他们的殖l毫地，就挑动封建军阀吴佩孚、张作霖，

孙传芳等各霸一方，割据中国；战争绵延不断，给人民带来

了深重的灾难。中华儿女无不为祖国的前途而担忧。胡焦琴

关心国家大事，渴望祖国统一。一九二三年，她在女师读书

时，曾写过这样一首汝；

'



群雄争逐鹿，中原一局棋， ．、

．．

干戈何日患，‘光我五色旗。、 。．·’

．．

．r

恨为弱女子，扶危不可期，．
‘1··

．

，

河山原锦绣，一览一兴悲·。 ，．·

．

·
．

， ，
．．

， ‘}
”

．焦琴不仅对军阀混战，血染中原的状况十分愤恨，而且

‘猛烈地抨击旧社会。。在女师校刊——《．菊)>上，她多次发表

文章，抨击“杭州乞丐多"．、．“监狱的墙高"，表现出她强 ·

‘烈的爱憎和鲜明的立场。她还写过这样的日记：。我以为不好

的制度，就当用革命的方法去改革。"可见，焦琴已初步认

识到“群雄争逐鹿，，的局面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立志要改革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社会制度。 ．·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 ．

来，在我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开始了讨伐北

洋军阀的革命战争。消息传出，胡焦琴兴高采烈，喜盼北伐

军胜利到来。她在日记上写道： “东征军不久东下，我们重

睹天Fi为时不远了。"不久，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入浙江，

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革命斗争。一。一 ．‘·’一

‘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一

九二六年夏，胡焦琴在镇海灵岩小学教书期问，经常阅读共
。

产党的刊物《向导》，不断地接受党的教育和帮助。当

时，焦琴虽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可却积极宣传我党的主

张，并与邬保润，金如山、唐少芹等同志一起，同国民党右

派、混在教育界的国家主义派李瑁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

雏。李瑁卿是上海大厦大学的教师，又是镇海第四区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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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兼任几个学校的校董，掌握人事大权，是教育界的一

霸。他在灵岩小学的势力也很强。李瑁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

力，压制?破坏革命。那时胡焦琴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不

畏权势，同他作坚决的斗争。胡焦琴善于做宣传工作，利用

师生集会、周末活动，宣传男女平等原则，宣传我党关于妇

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与男子

享受平等权利的主张。反动派害怕革命烈火烧到F1己身上，

竟以解雇进行威胁。胡焦琴仍坚持斗争。最后冈寡不敌众，

胡焦琴等人被解雇了。这件事，激起了一部分进步师生的抗

议，老师离职，学生离校。

胡焦琴离开灵岩，到了宁波，继续与李璐卿为代发的国

家主义派作斗争。有一天，日本的一艘轮船，违反宁波群众

组织的规定，堂而皂之驶进了甬江。宁波各界群众要把它扣

留起来。而混进群众组织的李璃卿，却在暗中向日本帝闷主

义献媚，主张送那艘轮船陋l去。胡焦琴同革命同志一起，揭

露了他的卖国行径，撕下了他的伪装。最后，把他从“宁波

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中开除出去。

同年秋天，胡焦琴受聘进入县立第一小学(即新仓学

校)任教。在这个期间，她同盘踞在镇海的军阀孙传芳的爪

牙作斗争。她在教学之余，常常东奔西走，秘密串联革命同

志，为迎接北伐军进入镇海作各项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她

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接着，她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工

作。在成立国民党县执行委员会时，胡焦琴被选为执委，兼

妇女部部长。当时，共产党员在县党部起着核心作用。在县

党部担任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部的部长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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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共产党员。这对开展群众工作十分有利。在共产党员 ．

．和广大进步人士的努力下，镇海县在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搞

得轰轰烈烈。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县工会、县农民协

会、县妇女协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多次召开群众大会。“打

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口号响遍全城。

胡焦琴是创建群众组织的领导者之一。她带领群众接收城区

保卫团枪械，组织农民自卫团，筹组逆产委员会，查封逆产

．等。她经常到城关的镇益、公益布厂的女工中间去，

向女工宣传男女平等原则，指出妇女解放的道路。长期遭受．

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人，第一次喊出了“增加工资，·

减少工时"的口号。然而，．革命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形势蓬．

勃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也遭到国民党右
’

派、大资本家和乡村中土豪劣绅的抵抗和破坏。为了打击反

动派的反动气焰，镇海组织了有五十多名青年参加的工人纠

察队。他们手持木棍上街巡逻示威，安定社会秩序，发展革

命大好形势。他们对反抗者采取革命行动。．三阳南货店老

板，抬高物价，不听劝告，被戴上高帽，捆在黄包车上游
’

街。振华书店老板，用解雇来威胁工人，也被捆在南薰桥上 ．．

晒了六个小时太阳。 ·

’
‘‘

胡焦琴直接领导了草帽厂女工的罢工斗争。上海大资本

家傅筱庵在镇海开了一个草帽厂i雇用的全部是女工，工作

时间长，工资极低。胡焦琴深入工厂，领导女工建立了工会
。

组织，启发她们的觉悟。她在领导这次罢工斗争中，．连接几 ．，

天，，都是在学校办完校务后，饿着肚子赶到厂里去工作的o·’

‘经过她的不懈努力，女工们起来了，向资方提出了增加工资

的要求。资方代理人不答应，女工们就到县政府请愿。县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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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革命形势所迫，裁定资方答应工会提出的各项条件。由

子女工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罢工斗争终于取得胜利。这

是一件轰动全县的火事，也是镇海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在党

领导’l、．新兴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当时宁波《时事公撤》发

表过这样一则消息： “三月十六日，后坤和草帽厂全体女工

两百多人罢工，要求加薪。”

妇女群众一发动，主动找上fj来的事也多起来了。焦琴

常常足从工厂出来又到妇女协会去：l：作，解除封建包办婚

约、涮解家庭纠纷、做好婆媳：I：作；为了减少妇女的一些痛

苦，她废寝忘食，到处奔波。焦琴为曼』女的自}}i解放而工

作，17ii-q，争，阱{垮r广大妇：次的睁敬j}li暖娥。

存此㈦n、}，捌焦琴还龠另一个南嵫战场，I!|l新仓’#校。

当ll寸，镇海县的教育界，有许多共产党贝，这是一支很大的

力量。凶此，教育界改革与守旧的斗争特别激烈。国民党县

党部成立后，在整顿学校中，撤换了顽固校长傅镜塘，此人

是有铝的反动学阀头子之一，由胡焦琴担任了校长职务。但

校内新I开两股势力的斗争仍-在继续，秘王秉三为代表的反动

势力进行捣乱破坏。胡焦琴毅然将王秉三开除出校，长了革

命派的志气。

在虎口里坚持斗争

正当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I句前发展的时候，与人民为敌

的蒋介石叛变了。他咀腥镇压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无数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

这时候，在镇海工作的二j0产党员，有的因身份暴露，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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