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琼 儒

王琼儒，曾用名王桂芬、伍妹、王佩琼、王麟勋，

1920 年 12 月 16 日生于合浦县廉州镇青云路九号王屋。1928 年进合浦女子小学读书，1937

年于广东省立廉州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

她在中学时期便参加了何世权（李英敏）、何承蔚主办的进步团体——“艺宫学术研究会”，

以读书会为阵地研究“5·4”运动新文学的写作问题，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反映“12·9”

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以后，她又参加学习世界语、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剧，逐渐接触进步

思想，懂得革命道理。她在何世权（李英敏）、伍雍娴、李华良等同志的直接影响和带动下走

上了革命道路，于 1938 年 8 月，由伍雍娴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教育下，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农村进行宣传，走上街头演

讲，写标语、唱歌、演戏，激发群众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热情。同时，她还参加了合浦妇女

运动，加入妇抗会，协助妇抗会开展各项工作，为办女夜校、发动妇女救国捐献，组织妇女慰

问驻军，成立妇女模范壮丁队、组织妇女救护班等，为抗日救国的事奔忙。

1938 年秋，王琼儒同志随同廉中高中二、三年级的同学到广州参加军事集训。她遵照出

发前党组织的指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群众，处处起带头作用。后来，日寇轰炸广州，

局势紧张，集训队解散，国民党当局逃之天天，对各地前来集训 r的同学不负责任。王琼儒和

合浦来的同学，在中大学生张世聪等的帮助下，留在广州参加了广东省抗日先锋队。抗先队的

领导率部步行到四会，因队伍大，人员新，一时未能开展工作。王琼儒、王瑶儒、蔡起惠、王

资桐、黄玉金等经抗先队组织同意，从四会转回合浦活动。他们一路上长途跋涉，封达梧州时

人人脚上磨起了血泡，于是从梧州改乘汽车返廉州。

1940 年春，汪派汉奸勾结奸商，运米资敌，小江地区米价飞涨。中共合浦县委决定在全

县范围内揭露反动派的投敌阴谋。王琼儒等党员同志根据小江党组织的布置，分头组织动员当

地农民群众，到小江镇沿江码头拦截运米出口的竹排。这次斗争虽然取得胜利，但黄琼儒他们

的身份暴露了。敌人派来了保安自卫队，包围了我党活动的村庄和学校，拟拘捕革命群众和进

步学生。伪保安自卫队长王猷远算是王琼儒的堂叔。王琼儒和王瑶儒接受党的委派，通过琼儒

的母亲出面质问王猷远：为什么带自卫队围攻学校？为什么要逮捕无辜农民？经过斗争和多方

的群众舆论，王猷远最后被迫将人马撤走。

1940 年夏至年底，王琼儒同志在廉州公开教小学，秘密 做党的妇女工作和交通联路工作

了党的工作需要，她动员母亲把客厅、耳房租借给廉中的进步同学和党员住，以利于地下同志

往来和县委领导同志使用。她的家成了党的联络站。后来，她虽调离了家乡，但同志们过往还

经常到她家住宿。她的母亲总是热情接待。

王琼儒同志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投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从事妇运工作。在解放战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她历任滇桂边纵队政治处群运股殷长、广西靖镇工作团委员兼工作队长、滇

挂黔边委官坝训练班文化区队指导员、云南省富田联委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团委专职

副书记，海南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口腔

医院院长、支部书记、广东省医药卫生研究所支部书记兼第-副所长等职务。几十年来，她为

党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十年动乱期间，她被诬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藉、降级、下放干校

劳动。直到 1982 年冬，落实党的政策，她才得到平反，恢复党藉，回到广州，任广东省医药

卫生研究所支部书记兼第一副所长。现在，她已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