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星(1916－1947)

谈星走过的道路是一条由革命青年、共产党员走上了戏剧家的道路。谈星是合浦革命事业

的先驱者，他的名字在全国都是很响亮的。

谈星，原名何承蔚，又名何苇林，合浦县乾江乡杨家山村人，1916 年农历 4月 16 日出生

于廉州城外圩地街（即今阜民北路）。父亲何锦昌是以打金银首饰为业，开间打银铺，既是老

板也是工人，生活十分贫苦。两个哥哥都出外谋生，生活重担都落在老父亲的身上。谈星从小

死了母亲，虽有了继母，家庭生活仍然十分贫寒。

谈星在 1923 年开始读小学，1929 年考入廉州中学，1935 年夏在廉中高中师范科毕业。他

从小就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写得一笔好字，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得到学校奖励银杯银盾，

校长老师也都很爱他。

家庭的贫困，社会的腐败，个人的前途茫茫，使得这位少年过早地成熟。他和杜渐蓬、何

世权结成生死之交，号称“三剑客”。在谈星的家里，藏有一批革命书刊，如《向导》、《新青

年》以及《共产主义 ABC》之类。这是他二哥当革命军时买的，这就变成这三个人的革命启蒙

书刊了。当时学校校长伍瑞锴、蔡振玮都是比较开明，买了不少进步书刊，特别是革命文艺书，

给学生们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廉中那时也陆续来了一批进步教师，如朱建予、王运应、黄

闻百、李屏周等，给谈星等人很大的启发教育。以杜渐蓬为首的“三剑客”，並不以此为满足，

他们还和广州的陈铭炎、陈任生、张进煊，上海的朱光、邹韬奋等人挂钩，获得不少革命书刊，

如江西苏区出版的《新中华报》和《巴黎时报》，也经常获得阅读，思想方向逐渐明确。

1933 年秋，由谈星、何世权两人发起，联合韩师淇、陈贻芬、吴裕春、李华良、曾德材

等人，建立了一个名叫“艺宫学术研究会”的革命组织，读马列主义革命书刊，出版墙报和一

份铅印文艺刊物《镭光》。当时廉中还有一部分思想保守的学生，依仗训育主任为后台，成立

一个名为“神灯”的团体，和“艺宫”对抗，主要人物有庞乘风、林昆，双方辩论很激烈，但

支持“艺宫”的同学占多数。“艺宫”由十多人、到几十人、最后发展到一百多人，如罗文洪、

罗永玑、李华良、伍雍娴、吴裕春、邹瑜、王琼儒、伍雍谊、李廉东、黄国栋、张文纲、许家

骅等，都是“艺宫”主要成员。到了 1936 年以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使廉中同学的觉悟大

大提高，原来“神灯”大多数同学，以朱兰清为首，跟“艺宫”携手合作，共同抗日。“艺宫”

的建立和发展，对廉中的建党，作了很好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谈星在这件工作上，作过突

出贡献。

谈星和杜渐蓬、何世权三人，一般都是爱好文艺，但三人各有所长，谈星喜欢写议论文章，

杜渐蓬喜欢写诗，何世权喜欢写散文和小说。在廉中，这三个人的文章比较出众，因此，群众

很信任他们。他们不但创立了“艺宫”，后来“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直

到他们毕业离开廉中。



1935 年夏，谈星和何世权毕业了。这一年，杜渐蓬已到广州，考上中山大学，何世权到

西场中心小学教书，谈星在县城暑期学校当教员，“三剑客”分手了。几个月后，“12·9”抗

日救亡运动开始，接着广州的抗日风暴也掀起，留在家乡的谈星和何世权焦急万分，不愿混混

噩噩过日子。1936 年初，杜渐蓬从广州回来，动员谈星和何世权到广州去。1936 年夏，这两

人把教书所得一点积蓄作旅费到广州去，名为考大学，实际上是想寻求出路。在考入大学没法

读书的情况下，这两人只好住进合浦学会去，谈星和他兄弟何世权还想当个卖文度日的作家。

可是在那个社会，这只是个梦想，两人饿得连棉被都送到当铺去了。

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还是杜渐蓬和张进煊，不但生活上资助他们，1936 年 9 月，还

介绍他们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青），並且引导他们参加“艺协”、

“歌咏团”等抗日活动，使他们接近群众，投身革命。

1937 年，对谈星来说是生活的转折点。他的好友何世权和张进煊回合浦公馆进行革命活

动；心爱的姑娘也抛弃了他。他留在广州那间破烂的合浦学会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年

夏天，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党的安排，在七十二小学当校长。从此，他和少年儿童结下

不解之缘。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宣传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最重要一件，是筹办了广州儿

童剧团，以少年儿童为主人，通过戏剧、歌咏等艺术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自己担任团

长，並且决心把自己一生献给此项事业。

在这段时间，谈星写了许多抗战歌曲、儿童歌曲，流传至今的还有十多首。他也编写好些

话剧，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寇残暴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许多场合，谈星是自编自导自演，

因此，这个剧团在广州颇有名气。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谈星带着儿童剧团最后一批撤出广州，沿着西江而上，经肇庆、

梧州等地，坚持演戏宣传。后来到了广西桂林、柳州等十多个县市，还到桂南昆仑关前线，宣

传抗日救国，号召军民合作抗日，同时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腐败，消极抗战。儿童剧团大

都是十来岁的孩子，个别的不足十岁，广州沦陷，国破家亡，靠一双脚奔走几千里，经费无着

落，饥寒交迫，仍然坚持抗日救亡宣传，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谈星作为“孩子头”，千斤重

担压在他的身上，那就更加困难。可是孩子都很好，团内政治空气很浓，团结友爱，对团长非

常尊重敬爱，为此，朱建予老师，还亲自把自己的女儿送来参加剧团，使之得到锻炼。

可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连孩子也不放过，不仅断绝剧团的经济给养，还处处派特务跟

踪捣乱。1942 年 1 月，国民党第四战区派兵将儿童剧团从桂林押解到曲江，逮捕入狱，分别

审讯，毒刑拷打，一定要孩子们指控谈星是“奸党”、“坏蛋”，孩子们无一屈服。谈星受刑更

重。剧团被解散，谈星和主要人员被关押在监狱两年多。在监狱中，谈星的爱人方凌生了个孩

子，无力抚养，只好送给人家。

1944 年 11 月，日寇窜犯粤北。曲江沦陷前，监狱看守人员逃跑一空。谈星夫妇和难友们



越狱出来，到英德县找到党组织，本想参加我北江支队，但因刑伤太重，体力难支，得到党的

安排，送到香港就医，稍好时，在一间书店当编辑。1946 年，罗文洪到香港报告工作时还见

到他。可是，谈星受的摧残太重，疾病缠绵，终于在 1946 年冬在香港病逝。

1984 年 9 月 18 日，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和广东话剧研究会，在广州市召开一个广州儿童

剧团成立四十五周年大会，参加的有来自北京、内蒙、南京、广西等地原儿童剧团成员。广东

文艺界知名人士左洪涛、李门等，老戏剧家吕复、吴荻舟发来贺电。大会对广州儿童剧团和谈

星同志作了高度评价，还展出谈星巨幅照片。谈星在戏剧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广州儿童剧团在

中国戏剧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我们也为合浦培养出这样具有全国影响的优秀的人才，感到骄

傲、光荣。

谈星的爱人方凌，孩子名宜章，都在广东工作。家乡只有兄妹侄儿侄女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