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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书社秘密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宣传抗日，漆裕元

放弃了赴国外留学深造的机会，毅然回乡执教，无论是
在南昌心远中学、 宜春中学还是在吉安国立十三中学，
他都宣传马列主义，团结进步人士对敌斗争，并在党组
织的领导和支持下， 在南昌创办了江西大众文化社，向
南昌和周边城市经销《新华日报》，出版《大众周刊》等
进步书刊，进行抗日文化宣传，使南昌成为全省进步人
士的聚集地。

这一年下半年，陈毅将军曾带领新四军下山来到南
昌，住在月宫饭店。漆裕元特地来到饭店找他，主要谈的
是打游击战和宣传抗日的事宜。 分别时，陈毅在自己的
一张明片上写了几句话并盖章交给漆裕元，介绍他以后
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和吉安留守处联系。 此后，漆裕元
多次前往南昌办事处找曾山（曾庆红之父）、黄道、涂振
农、曾金声商谈，积极推销中共机关报以及各种进步书
刊。 当时，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秘书盛震叔以新四军名义
介绍漆裕元前往武汉到新华日报馆、生活书店、新知书
店洽谈经销和推销进步书报事宜。

书店在南昌中山路翘步街口开办后， 书报经销很
好，影响很大。 漆裕元经常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黄道联
系，成长为中共特别党员，以进步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
革命活动。 黄道还介绍进步青年邹毅和中共党员夏征
农协助书店工作。 在此期间， 中共党员杨实人（高安
人）在支部小组会上，提议吸收漆裕元为中共党员。 但
黄道认为漆裕元在南京中央大学参加过学生爱国运
动，又是颇有名气的教师，还是以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就
地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为好。 从此，漆裕元以文化教
育界工作为主， 以特别党员的身份同省委书记黄道保
持联系，隐蔽地开展革命活动。

1938年日军进攻南昌，市民大量疏散。 漆裕元经黄
道同意转去吉安中山路商会桥附近开设大众文化社的
分社，不久就把书店、读书会、剧团都搞起来，并以解放
社的名义出版了黄道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
识》和孙晓村著的《战时农村问题与农村工作》两本
书。 后来，黄道又把中共党员孔达成（时任中共江西省
委宣传委员）安排在吉安书店工作，把中共党员胡以辞
安排在高安鸿声中学田南分校教书。 1939年春，新四军
办事处自南昌撤退， 当晚黄道叫孔达成带漆裕元与新
任省委书记郭潜见面。 不幸的是，黄道由吉安去皖南途
经河口（今铅山河口镇）旅社患病，被特务买通医生注
射毒液害死。 漆裕元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更是我党
的一个重大损失。

献身革命坚贞不屈
漆裕元是一位不畏强权淫威、坚韧不拔、勇于献身

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斗士。 为此，他遭受过国民
党特务的监视、控制和逮捕。 曾三次下狱：第一次被捕是
1936年 11月，在心远中学教书时，因主持正义、宣传法
国“人民阵线”和苏联“十月革命”而被国民党宪兵以
“政治嫌疑犯”罪名逮捕，由于社会名流和广大师生的
极力营救而出狱；第二次被捕是 1938年底，由于在新四
军南昌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以“大众”为名的书
店、抗日剧团、读书会和歌咏队，向社会广泛宣传传播共
产党的政治主张，触碰到蒋帮痛处而获罪，也是由社会

名流和广大师生的极力营救而出狱；第三次被捕是 1940
年 11月，他不改初衷，仍利用讲坛从事抗日救亡和反蒋
宣传，被关进泰和马家州集中营。其时，中共中南局书记
廖承志、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以及爱国志士吴建业、唐
敬斋、傅和琛、李振声等先后入狱。 漆裕元联合团结难
友，巧妙应对敌人的软硬兼施。 他借题发挥抨击反动当
局，在狱中壁报上发表过《心声》《上山主义》等文章，
还为难友讲授《抗日救国纲领》《中国国民党党史》和
英文课程，积极宣传进步思想，鼓励大家忠于信仰，继续
奋斗。尤其是为党的高级领导廖承志传递被捕信息竭尽
全力，争取一个被教育过来的看守姚宝山带出一幅画及
英文小字条，送交廖的母亲何香凝女士，为我党营救廖
承志提供了重要线索。

漆裕元在狱中，积极参与狱中小组的活动，特务多
次威逼利诱，要他“自新”、写“悔过书”，但都遭到他的
严词拒绝，多次被关进“狱中狱“（禁闭室）和“枪毙
间”（死牢）。特务几次扬言都要枪毙他，但他无所畏惧，
即使受到竹签刺指甲的酷刑也誓死不屈泰然处之。 特务
因不明他的真实身份，对他也无可奈何。 漆裕元的表现
赢得了难友们的信任和尊敬。 在狱中，廖承志特意画了
两幅无题画赠送给他，一幅画解放后廖承志亲自补题了
“男儿自古谁无死，留得芳名照汗青”的诗句，表达了共
产党人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掀起的反共逆流中，虽然陷
于腹背受敌的险恶境地，仍然坚持抗日的民族正气和革
命精神。另一幅画着一个秀雅的宫女，默默伫立殿中，睨
视着挂在屋角的鹦鹉。该画取“鹦鹉前头不可言”之意，
表达他对狱中爪牙的警惕与憎恶。 漆裕元一直保存着这
两幅画，把它留着教育家人和学生的珍贵教材。 漆裕元
这次被捕，家属四处奔走、营救均未成功。直至 1942年 6
月，由于日寇进犯吉安、泰和，集中营准备搬迁，他才得
以由大哥漆健安（时任吉安“和兴顺”掌柜）以吉安“和
兴顺”商号作抵押才被保释出狱。 出狱时，漆裕元将秘
藏的谢育才烈士写给周恩来同志的信转送到了重庆八
路军办事处。

漆裕元出狱后，身体状况极差。 他大哥及亲友劝他
安守本分，再也不要干触犯政府的事。 而他总是回答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做些有益
于百姓的事。 ”并坦言：“要做一个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
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这个理想坚持下去，直到为这个
理想牺牲。 ”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国立十三中与志同道
合的胡以群、余家宏老师继续坚持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以
后在鸿声、天祥、庐山等中学任教时，他买了许多进步书
刊，以讲述英文例句的方式，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

1946年 7月，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更加激起了他的
憎恨，坚定了他继续斗争的决心。 1947年春，他又和曾伯
雄、包恒敏等民盟老前辈在南昌秘密筹建了中国民主同
盟江西临时支部。从此，他革命热情更高，活动范围更广，
工作更有成效。 1949年 3月，他主持民盟江西省支部地
下工作，参与组织和发动学校罢课罢教运动，组织翻印共
产党的书刊和文件，散发宣传品，筹划并组织江西广播电
台器材和民国日报社印刷机的拆走隐藏工作，还利用自
己广泛的社会关系，搜集军事、经济、商业等情报呈送我
党，为迎接南昌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风范长存激励后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 漆裕元为保护国家财产免受破

坏，协助军管会顺利接管日夜奔忙，将许多烈士难友的
宝贵遗物悉数捐赠革命烈士纪念堂存放。他为打击敌特
残余势力、 巩固革命政权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资助。
为了巩固革命政权， 他还积极鼓励支持弟弟漆益安、长
女漆德珉、女婿张树枝、堂侄女漆德真参加解放大西南
的战斗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始终表现出与祖国
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得到周恩来总理和夫
人邓颖超“革命家庭”的亲笔贺信。

解放后， 党和政府给予漆裕元很高的荣誉和待遇，
他被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委任为烈士子弟工农速成中学
副校长，其后省教育厅又补发任命为代校长，并先后担
任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常委、民盟江西省委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虽然享
受行政十一级高干待遇，但他考虑到国家正处于百废待
兴的艰难时期，要尽力为国家节省开支，每天坚持步行
上下班，出差都坐火车硬座。 外出调研时，也是轻车简
从，住普通饭店甚至学校教舍，始终保持普通一员的本
色。有一次接见外宾，才不得不临时买了双皮鞋。这些朴
素无华的表现受到部下乃至各地干群的好评和赞誉。 他
对子女也要求很严，经常讲“悬梁锥骨”“凿壁借光”的
故事，讲岳飞精忠报国、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讲“成由
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言传身教告诫晚辈做人就要做人
民的公仆。

漆裕元一生追求真理，对世界与宇宙，对祖国与人
民，对真理与和平，始终蕴蓄着无限的热情与忠诚，有
着永恒的爱。但他过于坦诚的性格，爱憎分明的情感也
曾有一些人误解他。 特别是在那“极左”思潮的年代
里，在众所痛恨的浩劫中，他蒙冤受屈，受到不公正待
遇。尤其是他存留下来的一些进步书刊和周总理、邓颖
超亲笔信函以及廖承志在狱中赠送的两幅亲笔画均被
洗劫一空，极大地刺伤了他的心。“文革”期间，他被下
放新建县农村，积极主动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虽
身处逆境， 仍然对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信仰丝毫没有动
摇。 1975年 5月，漆裕元身患重病，临终前还坚持写下
了“坚信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的遗言，表现了他对革
命的赤胆忠心。 值得庆幸的是，拨乱反正后，历史还了
漆裕元同志的清白。

漆裕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的热忱， 对共产党
和人民忠贞不二的品质， 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派顽强斗
争的精神，成为永远激励后人努力工作，不断前进的强
劲动力。

漆裕元，1908年出生于高安市筠阳镇杭桥漆村，192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31
年毕业。中学时代，他积极参加声援“五卅”反帝示威游行。“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南京参加了爱国
学生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斗争。

漆裕元先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位爱国教育家， 是江西民主同盟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
人之一。 从 20世纪 30年代学生时代起，受鲁迅革命文化的熏陶和辛亥革命的影响，他心仪共产主
义学说。 为追求真理，追求和平民主，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他置个人荣辱安危而不顾，积极参加抗日
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勇敢地投身于反内战、争民主的革命洪流之中，充分展现了一位民
主斗士赤胆忠心献革命的高风亮节。

漆裕元：赤胆忠心献革命
▲青年时代漆裕元

▲1975年 5月，亲人送别刚离世的漆裕元

文 /梅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