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期待“教育救国”
“我们是教育世家，尤其

是我的祖父缪云可，对姑妈的

影响很大。”缪纯祖说，祖父

是晚清秀才，曾在岳麓书院读

书，毕业后到湖南省教育司任

职，辛亥革命后辞职。

“祖父曾东渡日本，去考察

当地的教育机构，想通过教育

救国救民。”缪纯祖介绍，祖

父回来以后，便在缪氏宗祠附

近开办了新式学校，十里八乡

的子弟都来新式学校读书。

缪纯祖说 ：“祖父认为，当

时的女子学校、特别是女子

职业学校教育基本是空白。

中国女性缺少受教育机会，

而要解放妇女，就是要让妇女

能够通过所学来自食其力。经

济上独立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才会提高。”

缪云可先后创办了三所女

子职业学校，分别为长沙县第

一女子职业学校、长沙市衡粹

女子职业学校、长沙自治女子

职业学校，他也成为湖南女子

职业学校的奠基人。

杨开慧和缪伯英就在长沙

县第一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接

受新式教育。

为了办好女子职业学校，

缪云可费尽心思。他有着明确

的教育思路：一方面，要让女

性具备谋生技能，比如珠算、

编织等；另一方面，缪云可亲

自担任语文和历史教员，还开

设自然等新式科目，学得好的

女学生可以到普通高中和大学

继续深造。

缪云可办学培养人才，他

同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走上教

育救国之路。缪云可的二女儿

缪仲英、小儿子缪立山都教过

书，儿媳万宝龄也是教师。

缪云可的教育思想深刻地

影响了下一代，缪伯英同样有

了“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父

亲的支持下，缪伯英前往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希望

将来也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共产主义改变中国命运
到了北京后，缪伯英看到

军阀混战，百姓生活困苦，发

现只搞教育是行不通的，后来

便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她坚信，只有通过革命、通过

党，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当时搞革命是很秘密的，

不能跟家里联系。但是家人知

道她加入共产党后，都非常支

持。”缪纯祖回忆，祖父缪云

可不仅支持缪伯英，还支持别

的共产党员。“我们有个远房

亲戚叫缪先明，也是一名共产

党员。后来缪先明被抓，是祖

父将他营救出来。”

缪伯英的弟弟缪立山保留

了很多与姐姐有关的照片，但

在混乱的年代里，缪立山怕这

些照片会带来祸患，便将它藏

在厨房里，解放后才敢拿出来，

如今都捐献给了缪伯英故居。

“我小时候看到过父亲藏

的照片，里面有一张是姑父何

孟雄的，照片后写了‘建立五

路同盟，把军阀搞垮’几个字。” 

缪纯祖说，姑姑、姑父曾共同

刻了一个图章，上书“伯雄藏

书”，凡是夫妻两人收藏的书

籍，都盖上了这个章。不过，

两人生育的两个孩子都在战乱

中下落不明，更遑论这小小的

图章和藏书，如今也都不见了。

在缪纯祖看来，因为宣传

不到位，姑妈缪伯英“被低估、

被埋没了”，现在的年轻人大

都不认识她。

“姑妈加入共产党时，全

国只有 41 名党员，她是第一

位女党员。”缪纯祖说，那时

全国有四个共产党小组，分别

为北京、上海、湖南和旅法，

毛泽东就在湖南小组里，何孟

雄则是北京共产党支部的第一

任书记。姑妈缪伯英在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支部，支部里

有 4 名共产党员。缪伯英还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女工部

长，是第一个全国妇女运动的

领导者和先驱。

“我以前在北京读书时听

到过关于缪伯英开展妇女运动

的宣传，后来反而弱化了。”缪

纯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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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何为缪伯英扬名 
自家人、村里人、热心人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奔走呼告——

身处和平年代，为何我们要不忘初心，铭记战火纷飞年代里的革命英雄？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迈向复兴梦想的民族需要时时仰望英雄的丰碑。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湘妹子”缪伯英用一生践行了她的革命信仰；但风雨百年，缪伯英

以“青年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慷慨精神，需要人们的重拾和重温。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宣扬缪伯英英雄事迹的路上，有一批人已经出发。他们四处奔走、无私奉献，

为英雄而歌，为时代而歌。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6 周年之际，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近这个特别的志愿者团队，并采访缪伯英后人，

听他们讲述传承英雄精神背后的故事。
正如团队成员、原全国人大代表缪曼聪所言：“造就一位英雄需要付出与牺牲，忘却一位英雄是后辈

的损失与不公。宣传一位英雄，是为子孙后代提振精气神。”这不仅是缪曼聪的初心，也是为了宣传缪
伯英而不懈努力过的所有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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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传承，在缪伯英心中播下革命火种

缪伯英故居守护人

人
物
介
绍

1899 年10月出生于长

沙县清泰乡(今开慧镇) 枫

树湾，与丈夫何孟雄同为

革命烈士。1919 年7月考

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920 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

11月，参加由李大钊组织

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并加

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后，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

1922年，负责筹备北京女

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

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

权利。1923 年 2月，参与

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

罢工。1925 年 1 月，��，����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妇委

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

会主�。1927年 8月前往

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

中开展地下工作。长期清

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她

积劳成疾，1929 年 10月

在上海病逝。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

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

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

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

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

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

党员，也是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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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纯祖是缪伯英的弟弟

缪立山的第四个儿子。他出

生于1936 年，缪伯英 1929

年便已离世。虽然从未见过，

但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姑妈的

故事，不管是她在家的日子，

还是参加革命后的英雄事

迹，缪纯祖都耳熟能详。所

以，他对姑妈有着一份由衷

的敬佩。

在缪纯祖看来，因为宣

传不到位，姑妈缪伯英“被

低估、被埋没了”，现在的

年轻人大都不认识她。

       扫一扫
传承缪伯英精神

1942 年出生的缪俊杰是缪

伯英的侄孙，缪纯祖的侄子。从

2005 年开始，他便��缪伯英

故居的讲解员——实际上，缪伯

英故居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

每天早上8时，缪俊杰便准时

赶到故居，如果游客不多，下午5

时他便关门；如果游客多，则会

多开一会儿。他曾将自己的愿望写

成书信，连同缪伯英的资料一起

寄给了时�全国人大代表缪曼聪。

在多方努力下，缪伯英故居成为红

色旅游点，门前也有了平整的水泥

路——作为后人，他不希望缪伯

英和她的精神被人遗忘。

缪伯英

邓小平要求
“把缪伯英故居保护好”

“我从小就住在这里，原貌我都

还记得清楚。”缪俊杰回忆，缪伯英

故居原本占地面积很大，一家子人都

住里头。后来人口少了，村里就拆了

故居后面的一块地，建起人民公社食

堂。此后，食堂拆掉重建，成了村民

的住房。

缪俊杰说，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有一百多年历史一百多年历史

的房子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后

来又有村民想建房子，还��着来拆��着来拆来拆

故居。

“幸好，1982 年邓小平下文，并

在 1982 到 1984 年间连续三年派中央

政治局的同志过来，说要把缪伯英

故居保护好。”缪纯祖告诉记者，邓

小平当年下文时说 ：“缪伯英是党的

创始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是革命

先烈，她为党为国作了许许多多有益

的工作，她的故居要保持下来。”

就这样，缪伯英故居才避免了被

拆的命运。

2004 年，缪俊杰将缪伯英的事

迹和目前故居的情况，通过信件的形

式告知了和自己并没有亲戚关系的缪

曼聪。缪曼聪是全国人大代表，缪

俊杰希望她能够帮帮忙，将这封信

和相关材料带到中央。

缪曼聪答应了他，并将之整理成

提案带到北京，且在全国两会获得

通过——中央批准成立伟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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