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

任北方区委书记，缪伯英任区委妇女部部长。

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北京东城支部成

立，这是北京最早建立的两个党支部。其中，西城

支部主要由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

员组成，缪伯英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李大钊教育缪伯英等女同志，妇女运动是很

重要的，但妇女不光要争女权，妇女还要争人权，

还要争工作的权利。有同学问缪伯英怎么这么喜

欢搞政治呢，她回答说：“千百年来女子被束缚于

家庭，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可言。我们应该担当起

进行变革的责任啊！”1921年4月4日，缪伯英在

《申报》第8版发表《家庭与女子》一文，发出了“希

望一般留心女子问题的诸君和女界中稍具知识的

朋友们，切勿徘徊疑望，踌躇不定；顺着人类进化

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的呼吁，号召

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1921年7月，何孟雄和缪伯英结婚，住在北京

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成为北京党组织的一

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途经北京时，就住

在这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上学，一面从事革

命工作。他们的名字中有“英”字和“雄”字，同志

们就戏称他们为“英雄夫妻”。

1922年2月，缪伯英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

方后援会，并在自己任编辑的《工人周刊》上报道

工运情况。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她常和邓中夏、

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到丰台、长辛店等地向

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 年 2 月，缪伯英与

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领导了京汉铁

路北段总罢工，和朱务善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

到武汉活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李大钊对缪伯

英的工作很满意，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缪伯英等共

产党员。京师警察总监下令抓捕，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

京，回到长沙。1924年6月，缪伯英任长沙女师附小主

事（校长），翌年3月任中共湘区妇委书记。五卅惨案后，

缪伯英在长沙发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

子募捐队，有力声援了上海工人。缪伯英1927年10月

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1929年10月因伤寒不幸病

逝，年仅30岁。她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

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

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

缪伯英始终坚定“以身许党”的崇高信念，“向

光明的路上走”。她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妇女运动的

先驱，谱写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青春之歌，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缪伯英

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和北

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后，李大钊加强了对青年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

传教育工作。1920年7

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

教授，在政治学系和

史地系任教，所授的

《唯物史观研究》大受

欢迎。李大钊也在北

京女高师兼课，很受推

崇。当时在北大校办工作

的章廷谦曾回忆：“1920年

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

师范兼课，讲授社会学和图书

馆学。我爱人也是他班上的学生——不过在那时节我们还没有

结婚。后来晓得那里的女学生对李大钊也都很推崇。”

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在4月加入。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

义斋”图书室，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在

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当时，何孟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

李大钊的嘱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据罗章龙回忆：“现在我有

这样一些印象，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比他先参加党。何开始是

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他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可我们想争取他。”

“缪伯英是女师大的，我们通过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成立。李大钊任书

记，成员有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

张太雷等。缪伯英由此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在1921年中共一

大之前仅有两位女党员，即缪伯英和刘清扬。在李大钊的领导下，

1920年11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

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等40人参加，缪伯英

是唯一的女团员，也是我国第一位女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由于工作的关系，缪伯英和李大钊经常接触，进步很快。

缪伯英和李大钊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据支部成员王一知

回忆：“参加会的还有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同志，李大钊

同志每次都参加会。”“每当同志们有了意见分歧、争论得不可

开交时，只要大钊同志一讲，问题就迎刃而解。”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缪伯英，1919年到1924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学习，其间实现了从进步青年到卓越革命者的转变。她敢为

人先，参与筹建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试图探索一种新的

理想社会。她追求进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马克思主义

道路，并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

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何立波 据《人民政协报》

1899年10月，缪伯英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清泰

乡，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

年7月，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

“北京女高师”）理化系。北京各种新的社会思潮

让缪伯英大开眼界，为表达自己与旧的封建制度

的决裂，她将一头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缪伯英

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大学生何孟雄，通

过他参加了工读互助活动，开始了社会实践。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十分流

行，但其颇为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

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1919年底，

王光祈在北京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下设 4 个小

组，其中第三组为女子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

互助团。缪伯英等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

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

社会，她为此还从女高师退学。女高师学生、

工读互助团成员杨璠曾回忆：“赞助人中的缪

君伯英，舍女高师学校，入女子工读互助团当

团员。”毛泽东曾在1920年 2月一封致陶毅（陶

斯咏）的信中写道：“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

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

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

1920年3月，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第三组）

正式开张营业了。缪伯英等拟定了《第三组工读

互助团简章》，规定工作种类暂分为织袜、缝纫、

刺绣、小工艺（制墨水、信笺、信封、帽子、手巾

等）、贩卖商品及书籍五种。开张之日，她们还四

处张贴“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

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

令诸位满意。”

工读互助团提出“我即是团，团即是我”的主

张，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取消婚姻关系”。工读

互助团成立不久，原先筹集的款项很快用完，营

业收入又很少。他们开办的食堂“事少人多，入

不敷出”；放映电影却是“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

停止了”；如洗衣等生意也是经营不善，难以为

继。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

布解散，第二组随后解散。1920年 8月后，北京

女子工读互助团也是难以为继，逐渐走向瓦解。

1920年9月，缪伯英重新考入北京女高师。

“工读互助”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无政府主

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进步青年来说，

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

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

径，这就为他们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

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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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希德，女，福建泉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固体物

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院士）、1988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1990年被选为美国文理学院外籍院士。曾任复旦大

学校长，上海市政协主席。谢希德主要从事半导体物理

和表面物理的理论研究，是中国这两方面科学研究的主

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位生于1921年与中国共产

党同龄的科学家，一生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

民，以她瘦弱却坚韧的身躯不懈奋斗，为我国半导体物

理、表面物理理论研究撑起了一片天，用自己的一生诠

释了新时代的中国科学家精神。

1921年3月19日，谢希德出生于泉州的一个知识分

子家庭。她的父亲谢玉铭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在科

研和教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父亲丰富的藏书、每晚在书房工作到深夜的背影、经常

谈起的优秀学生以及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中国需要科

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谢希德，使其走上物理学研究

之路，最终成为了“中国需要的科学家”。

1938年谢希德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大学，但就在这

时，病魔却找上了她，经多次检查后谢希德被确诊为股

关节结核，当时这种病被视为绝症。但她并未向命运低

头，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为振兴中华而学习的决心，忍着

病痛，在病榻上如饥似渴地读书。4年后，谢希德以顽强

的毅力战胜了疾病，但她的右腿却不能再弯曲，终身不

良于行。然而，此时的谢希德已经顾不上这些，她收到

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经历了3次高考之后，她终

于踏进了大学的殿堂。

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的谢希德顺利考入美国史密斯学

院攻读硕士，两年后又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

1951年秋，她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1949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谢希德收到

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了！

从1950年到1951年上半年形成了留学生归国的高

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邓稼先等先后回到祖国参加

建设。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谢希德和男友曹天钦一

起开始筹划回国事宜。然而就在此时美国政府发布了

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自然科学、工程学、医科等学科

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大陆。这个规定一下子

把他们的计划打乱了。不过，他俩很快就冷静下来，决

定绕道英国返回祖国。1952年，谢希德、曹天钦在英国

完婚后，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途。

回国后的谢希德被分配到复旦大学物理系，担任物

理系和数学系的基础教学工作。

1955年，半导体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了尽

快培养一批半导体专门人才，教育部决定1956年在北京

大学创办“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由北京大学物理系

黄昆教授任主任，谢希德任副主任。

1983年，62岁的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新

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几十载耕耘不辍，让人们甚至谢希德自己都忘却了她

是一位饱受癌症折磨了34年的老人，1966年谢希德就被

确诊为乳腺癌。1999年12月谢希德再次住进了医院，在

住院期间，她坚持工作，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再

也无法站起，才不得不停止工作。 王妍 据《学习时报》

谢希德：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