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 家 英

何家英（笔名丁明），生于 1920 年，1936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系中国作家协会广

西分会会员、北海市文联负责人、北海电大文科毕业班兼职教师。

何家英祖籍广东南海官窑，母亲系广西合浦县石康人，幼年时期曾随母在合浦居住，青少

年时期在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读书。1936 年 12 月在南宁广西印刷厂当工人时，参加中国

共产党，1937 年 10 月调进中共南宁市委，担任组委。1940 年进入中共横县中心支部（代行县

委职权），担任宣委。1944 年担任中共《柳州日报》特委，並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柳北武装

斗争。

1938 年，何家英与陈培迪（芦荻）等人在合浦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队工作，秘密配合中

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是廉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者之一。1939 年 3 月间，

在中共合浦党组织的推动下，由抗敌后援会和抗先总队等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倡议，国民党一七

五师政治部主办，在合浦农校（校址张黄）召开“合浦抗日青年代表大会”。何家英担任大会

秘书，为合浦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高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 1939 年开始，何家英从事文化工作，曾担任《救亡日报》记者，《桂南日报》副刊编辑，

《力报》编辑，《柳州日报》编辑主任，《正气报》总编辑等职。曾担任《工声》、《少年生活》、

《槎江》等文艺刊物的主编。先后出版他的著作有：《夜战》（散文集）、《骊歌》（诗集）、《黄

花集》（评论）、《历史的一页》（报告文学）等书。

1941 年，何家英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读（在粤北砰石），並利用课余时问到岭南

大学、东吴大学中文系（均在粤北仙人庙）旁听。

从 1946 年起，何家英投身于教育工作，曾担任合浦一中、东兴防城二中、北海旭初中学、

北海新民中学、北海教师进修学校、北海二中、北海师范、北海四中等学校高中语文教师、教

务主任、校长等职达四十年之久。

在何家英前进的道路上，亦遭不少波折，兼有一些遗憾的事留在心头：那是 1937 年，他

在中共南宁市委期间，曾被中共广西省工委选为留苏预备生，后因联系中断未成行。1946 年

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时刻惦记着党的工作，不忘党员的职责，坚持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解放后，在“左”倾路线的压制下，何家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挨整。但他还是坚信群众、

坚信党、坚信真理最终会战胜邪恶，毫不动摇地做好本职工作，蓝坚持业余写作。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中共广西区党委 1984 年 6 月

批准，恢复了何家英从 1936 年 12 月起计算的党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使这样一位老革命、老党员获得新生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