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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何叔衡

何叔衡：清末秀才闹革命

核心提示

生于 1876 年，卒于 1935 年，湖南宁乡

人。新民学会骨干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成员，1921 年参加中共“一大”。 1935 年 2

月，途经福建长汀时，被敌人追捕，英勇牺

牲。

他是清末秀才，深感“世局之汹汹”而

不愿为官；他是教书先生，却比青年学子更

激进。 他投身革命，却坚持人道主义；他为

实现社会平等，“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叔衡牺牲后三年，

一直在寻找他下落的好

友谢觉哉，突然从毛泽东

口里得到了他的死讯。

那是在 1937 年纪念

建党 16 周年的大会上，

毛泽东提出为革命的牺

牲者致哀时，突然提到了

何叔衡的名字。

1935 年， 为了不连

累一同转移的战友，何叔

衡在福建长汀跳崖后牺

牲。 尸骨无人收殓，终难

以寻觅。

谢觉哉呆住了，他想

起年轻时与何叔衡的戏

言：后死者要为先死者作

传。

那时，谢觉哉只有二

十五六岁，当即吟出四句

挽联赠与长他 8 岁的何

叔衡。何叔衡听罢哈哈大

笑，说“很好”。

那副被何叔衡赞为

“很好” 却无处可寄的挽

联是四句成语：“即痛逝

者，行自念也。名之所至，

谤亦随之。 ”

何叔衡年轻时名满

乡里， 中年名满湖南，老

年名满党内；而反对他的

声音也如影随形。 1935

年，被派往白区途中遭国

民党围堵跳崖牺牲。

谢觉哉说，挽联的后

面两句正是何叔衡一生

的写照。

新民学会旧址

何叔衡（三排右一）与新民学会会员的合影。

“穷秀才”造反

1902 年， 何叔衡考上秀才， 当年娶

妻。 县里给他下了掌管钱财的委任令， 但

他深感“世局之汹汹， 人情之愦愦”， 拒不

到任。 在父亲的骂声中， 何叔衡回乡种地

教书。

在乡间任教时， 何叔衡与其他三位志

同道合的秀才结为拜把子兄弟， 他们就是

被称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姜梦周和王

凌波。

这几位秀才虽然也是长袍马褂， 说话

之乎者也， 但在思想上与其他科举出身的

旧文人格格不入。 他们都不愿为官，却关心

政局， 聚在一起时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

能。 乡邻们称呼他们为“穷秀才”，许多人觉

得他们没有能耐。

1906 年，这几位文邹邹的“穷秀才”做

出一件震惊乡里的事情。

这一年宁乡遭灾， 在何家祠堂做工的

贫农余老伯偷祠堂的半担积谷被捉住，何

氏族长决定将他沉塘处死。

何叔衡得知后， 立刻让学生四处通知

自己的把兄弟，几个人一起赶到何家祠堂，

他们离老远就开始高喊：“放人，快放人！ ”

一群长袍秀才的突然闯入， 令在场众

人目瞪口呆， 大家眼睁睁看着何叔衡给余

老伯解开绳索，竟没人阻拦。

何叔衡将余老伯带走时， 回身恭恭敬

敬作了个揖， 然后向何氏宗亲恳切陈述余

家的难处，说得在场的许多人红了眼圈，族

长无奈，只好免了余老伯的罪。

除了在乡间推动民风革新 ，“宁乡四

髯” 也在他们工作的云山学堂积极推动学

校的改革。

辛亥革命后，在何叔衡等人的倡导下，

学堂组织了学生会， 进步师生一起反对尊

孔读经，提倡写应用文，开设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 何叔衡还带着学生们上劳动课，植

树种草绿化校园。

何叔衡的改革很快遭到校长的反对，

他当着学生的面斥责何叔衡“公然造反”，

何叔衡怒而辞职。

1913 年春寒料峭中，37 岁的何叔衡决

定赴长沙求学。 他夹着包裹雨伞，在妻子的

目送下走出了山村，也走出了宁乡。 他走向

了一片全新的世界。

计驱张敬尧

1913 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

并入第一师范，成为学校里一名大龄学生。

在第一师范，他认识了毛泽东。 年近 40 岁的

何叔衡喜欢抨击时弊， 比年轻的学生还要激进。

在校园的辩论活动中， 这一对年龄相差 17 岁的

朋友时常站在一起。

1914 年， 何叔衡毕业后拒绝了父亲叫他回

乡的请求，留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在楚怡学校，

何叔衡总是青布长袍、砂锅小帽，一副乡间老学

究的模样，但他积极参与新事物。 他常和师生们

一起跳集体舞，他笨拙的动作经常引得大家捧腹

大笑，但他不以为意。

毛泽东和蔡和森筹办新民学会时，何叔衡对

这一新事物也积极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后， 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

湖南也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 当时湖南督军

皖系军阀张敬尧武力镇压了学生运动， 导致流

血事件。

当年 12 月， 军警再次打伤请愿学生和工人

后，新民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何叔衡主持研究

具体的“驱张”事宜。

向皖系军阀吴佩孚请愿，是“驱张”的既定方

针， 何叔衡希望利用吴佩孚的势力打压张敬尧，

但吴佩孚并不表态。 于是， 何叔衡拜访了当地

著名乡绅———夏明翰的爷爷夏时济， 希望他推

动吴佩孚作出决定。 这一举动让夏明翰大发雷

霆。

“你为何与夏时济勾结？ ”夏明翰劈头就问。

何叔衡得知夏明翰对夏时济颇为不满后，笑

着问：“吴佩孚比起你爷爷如何？ ”

“比起吴佩孚，我爷爷当然还好。 ”

何叔衡说：“既然如此， 吴佩孚我们还要争

取，利用他的力量‘驱张’，更不要说你爷爷了。 ”

三言两语就让夏明翰消了火。 在他们的努力

下， 夏时济领衔湖南衡阳 15 位知名人士联名向

北京政府通电，声援“驱张”。

何叔衡随后赴湖南郴州请湘军首领谭延闿

策动吴佩孚武力“驱张”。

谭与北洋军阀本有仇隙，吴佩孚与张敬尧也

有不和，在何叔衡的联系和推动下，谭与吴很快

达成协议。1920 年 5 月，两人同时出兵，将张敬尧

赶出了长沙。 从此湖南开始了“湘人治湘”。

反对教条主义

谭延闿统治湖南初期， 任用了一批开明人

士，何叔衡也被安排去办湖南《通俗报》。 但很快

就因为提倡“自治”、“民权”而被撤职。

1920 年冬，湖南成立党小组，何叔衡再一次

站在新事物的一边， 他是最初 6 个发起人之一，

并于第二年 7 月参加了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职业的革命家，但他对妻子袁少娥

和儿女饱含深情，非常牵挂。每次回家，他都要帮

着干活，尽量让妻子歇一歇。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何叔衡逃离湖南 ，赴

苏联读书。 袁少娥不识字，何叔衡到苏联学习后

很久不能回家，每次给儿子写信，最后总要写两

句话给妻子，让儿子念给妻子听。

在一封信的结尾，何叔衡问妻子：“假如我遭

到了危险，您是求死呢，还是求生呢？请答复我！”

袁少娥的答复已无处可知。何叔衡的孙子何

汝惜记得奶奶很珍惜那些信。

1931 年 11 月，何叔衡奉命进入江西中央革

命根据地，在那里他当选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

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何叔衡的古道热肠令他一到苏区就和教条

主义发生了冲突。 当时《土地法》刚刚颁布，里面

有一条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何叔衡对这一条非常不理解：如果地主不分

田，他们吃什么？如果叫他们给别人耕田，他们不

是又成为别人的雇工了吗？革命不是要实现社会

平等吗？ 但何叔衡的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反

而受到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

但不久何叔衡就发现，与土地政策一脉相承

的是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这一左倾方针。作为判

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发现送到他手中的

死刑判决越来越多。

1932 年 10 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

送来的死刑判决。 只要何叔衡朱笔一点，就可以

执行。 但何叔衡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发现所谓

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他立刻批示不

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

判决书中充满了各种口号标语， 说嫌疑人

“藐视国法”。何叔衡不客气地批示道：“我们没有

颁布什么‘国法’，他到底藐视了何国的法？ 还请

你们回答回答。 ”

何叔衡“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

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 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

衡，这次却并未表现得如谦谦君子，他不仅拒绝

接受这些批评，而且起身一一反驳这些批评他的

年轻人。 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

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

1933 年底，何叔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1934

年 10 月， 中央红军转移时， 何叔衡被留在根据

地。

苏区沦陷后，何叔衡虽然年近花甲，却每天

拄着拐棍到各村去做动员工作。许多同志看到村

路上他清瘦的背影，都忍不住辛酸。但没过多久，

他又被派到白区工作。

1935 年 2 月 24 日，在向白区转移的过程中，

何叔衡等人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堵。为了不连累

同志，何叔衡跳崖自杀。

（据《新京报》）

热血洒长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