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 醒 予(1911－1979)

何醒予，原名何翠英，在革命队伍中，大家都尊称她为何二姐。她 1911 年生于北海市一

个商人家庭，从小死去父亲，由母亲抚养成人。1928 年她十七岁时，和当地廖某结婚，仅四

年时间，丈夫因病逝世，没有子女。她酷爱读进步书刊，受冯道先革命前辈革命思想影响。以

后和亲戚女友陈锡贞前往广州，名为升学，实为寻访冯道先等革命前辈，投奔革命道路。这是

当时反抗封建束缚走向革命的新的女性的代表。不久，女友陈锡贞因病回北海医治，不幸逝世。

何醒予住在合浦学会，认识一些进步朋友，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因感生活不够踏实，终于在

l934 年左右，回到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读书，参加赵世尧、黄铸夫、苏觉民等人为首的

进步活动。她经历广州这段生活，眼界大开，和庞自、王文昆、冯廉先、利培源、吴世光、罗

永瑛、黄翠玉等人，以自己的家为据点，组织“静励斋”读书会，传阅马列主义和其他革命书

刊，启发帮助同学们的思想进步。北海中学大批同学投向革命，何二姐是起了作用的。

1936 年，北海掀起“9·3”抗日事件，她自己积极投身并动员妇女参加抗日运动。1937

年以后，她以社会青年名义参加抗日工作，担任过北海妇女抗敌同志会的负责人，1938 年，

赵世尧从广州回来，开始发展党的组织，何醒予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何醒予的家，在北海是有名气的有钱人家，又是名门望族，正是地下党活动的好掩蔽所。

她家既是北海抗日救亡工作的联络站，又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和主要机关。地下党曾在他家

开办过党的建设训练班。她的弟弟何国达也是党员，先后被派到小江工作。这个家就由她支撑，

除了接待安排各方面来的同志以外，还管膳食、安全保卫工作，是够她奔忙的了。

1940 年以后，党把她调到浦北福旺乡，通过社会关系，打入大地主李达三家当家庭教师，

实际上做的是地下党的交通联络工作。这段工作时间较长，但她做得又隐蔽又稳妥，在大地主

的家里，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么一个共产党员。

1944 年以后，党把她调到南康竹仔塘一带工作，名为教师，实际是搞组织工作。1947 年

后，她回到廉州、北海附近活动。她的家庭、社会地位，给她的秘密工作带来很多有利条件。

对廉北地区解放，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情报工作，支援了南下大军作战。

在解放前，何醒予就是出名的厉害的老大姐，管天管地兼管人。哪个年青女同志谈恋爱，

她都要管一管。姑娘们都是很怕她的。实际上，她对同志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她二十一岁死

了丈夫，从未考虑重新结婚，一心一意扑在党的事业上。

1950 年，她在合浦县委会工作，1952 年调到合浦专署劳动科工作，1954 年调到南宁，担

任过自治区劳动局办公室副主任。“文革”中，她受尽污辱批斗，还说她是谢王岗的“死党”，

被批斗毒打。1972 年强迫她退休回北海，只允许她领百分之八十五退休金，连组织生活也不

给她恢复，直至她死前一个月，才给她落实政策，作离休干部待遇。可惜她已经不能再享受到

党的三中全会带来的幸福和温暖了。

何醒予的弟弟何国达、弟媳蔡琳，都是我们党的老党员，最近才落实政策，为党埋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