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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保全

朱华亭，原名朱庆荣，
又名朱景容，1906 年 2 月 4 日
出生在阳谷县安乐镇一个农

民家庭。其父朱锡恩以务农为生，为人
忠厚老实，其母朱王氏未曾接受文化教

育。
安乐镇是个拥有近千户人口的大镇，是

当时阳谷县东北部的贸易中心、文化教育中
心，也是传播进步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重
要基地。该镇外出求学者众多，他们返乡后
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显著提升了当地民众特
别是青年的思想觉悟，有力推动了革命活动
的开展。朱华亭少年时期就读于镇女子小
学，在此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在
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她逐步确立了民主革命
思想，积极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主
张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她率先在镇上放
足、剪辫，并当众焚烧缠脚布和发辫。在朱
华亭的带动和影响下，放足、剪发的女学生
和乡村妇女越来越多，在镇上引起了一场不
小的风波。朱华亭还组织同学和进步女性
在镇内及周边村庄持续开展反对封建礼教、
提倡妇女解放的宣传活动，使新思想在安乐
镇一带迅速传播开来。

1923年，朱华亭考入设于济南的山东省
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和同窗张影
新等人踊跃加入公开传播进步思想的读书
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
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朱华亭还
利用假期时间回家乡办补习班，不仅教授青
少年文化知识，更向他们宣传进步思想，申
云浦、朱朗霄、盛北光等中共阳谷县委的创
始人，就是在朱华亭的帮助和影响下走上革
命道路的。

毕业前夕，朱华亭由父母包办，与安乐
镇乡绅申集盘之子申伯锦成婚。由于婚前
缺乏感情基础，加之双方在政治信仰和思想
观念上存在根本分歧，二人婚后不断发生争
吵和冲突。1925年秋，朱华亭毅然决定结束
这段婚姻关系。

离婚后，朱华亭返回学校继续学业，但
她已引起军阀当局的注意，随时有被捕危
险。危急关头，她决定放弃学业，秘密离开
济南返回家乡。经过深思熟虑，朱华亭决定
投奔安乐镇南街的共产党员王寅生。此人
既是申伯锦的表兄，也是当地重要的革命联
络人。

王寅生很佩服朱华亭这样的新女性，他
不仅鼓励朱华亭克服困难，还帮助她摆脱了
现实困境。1926年，经王寅生介绍，朱华亭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鲁西北地区第一位女
共产党员。

1926年秋，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中央军
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招收
女学员。经山东党组织和王寅生推荐，朱华
亭抱着“从军报国”的崇高理想报考该校，并
以第十九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此期间，
朱华亭和同时考中的好友张影新等女学员，
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对国民党右派

叛 变 革 命 的 斗
争。1927 年 5 月 17 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
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指挥叛军

进攻武汉。武汉分校师生改组为中央独立
师，开赴前线迎击叛军。朱华亭和全队女兵
参加了这场战役，并完成了收复沿线城镇、
开展宣传、查抄土豪劣绅财产等工作任务，
接受了革命斗争实践的洗礼和锻炼。

不久，因工作需要，党组织把朱华亭调
离军校，派往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国妇
女解放运动领袖宋庆龄主办的妇女讲习所
工作。在工作中，朱华亭深入了解妇女的疾
苦，向她们宣传革命思想，号召她们积极参
加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
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然
违背孙中山先生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
残酷镇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迅速
采取应变措施，紧急疏散革命同志。同年
夏，朱华亭受党组织派遣，与张影新、陶恒
馥、叶英三位女战友及其他八九十名革命青
年一道，远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在漫长的旅
途中，这四位志同道合的女同志相互扶持，
被同行的革命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四姊妹”。

抵达莫斯科后，“四姊妹”均被安排进入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朱华亭学
习勤奋，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出色地完成了
规定课程的学习任务，还攻读了《共产党宣
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了头脑。

1930年春，朱华亭完成学业回到上海，
被党组织派到上海高桥一带，以小学教师身
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人运动。为便于工
作，她化名“王世英”，与地下党员李新民等
人共同组建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朱华亭乔
装成普通女工，深入工厂车间了解工人生活
状况。她还创办工人夜校，宣传党的主张，
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与爱戴，为党在工人群
众中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2年初，上海中共组织派朱华亭回山
东开展工作。在济南期间，朱华亭积极翻译
苏联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
献，积极编写宣传材料，揭露蒋介石对日不
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她还化名“汪铭”，将宣传材料寄给在山东省
立第三师范学校上学的胞弟朱保明，通过校
园渠道扩大革命思想的传播。

1933年7月，由于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
会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党组织遭到
重大破坏，朱华亭重新回到上海，继续投身
工人运动。此时，上海党组织因王明“左”倾
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而损失惨重，临时中央
机关被迫撤离。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朱华
亭临危不惧，同裴济华、毛道恂等党员坚持
开展地下斗争，同时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工
作。

1934年，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
疏散部分留沪党员。朱华亭奉命转移至安
徽合肥卢城中学任教。她对前来看她的胞
弟朱朗霄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时
候、在什么地方，都要坚持革命，为党工作，
为人民服务。”她还叮嘱弟弟回家乡后努力
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在认真完成
教学任务的同时，朱华亭还深入到师生中宣
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的反
动行径，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受到同
学们的尊敬。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党的决

定，应宋庆龄邀请，朱华亭离开合肥，前往
湖南常德，在宋庆龄主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
工作。朱华亭先后任训练团第一团女生队
中队长、女生第二大队少校指导员。

为了尽快培养出大批合格的抗战干部，
朱华亭积极参与领导和指挥女生大队的训
练，深入开展抗日宣传和抗日救亡活动，给
女生大队的学员讲解国共合作、共产党的方
针和全国抗战的新形势，提高学员对抗战的
认识和参加训练的积极性。

不久，战时干部训练团女生两个大队转
移到重庆，受到宋庆龄亲切接见。随后，全
体队员被编入由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
会主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经过一个多月
的学习和训练，约在1938年秋，朱华亭由党
组织派往第五战区开展地下军运工作，公开
身份是张自忠任总司令兼军长的第三十三
集团军第五十九军军部中山室主任，主要任
务是领导军队的宣传工作。

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地下工作，对朱华
亭而言，既是全新挑战，也是严峻考验。凭
借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她创造性
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她把抗
日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到
各项工作、各项活动的全过程；她十分重视
对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赢得军长张自忠、
副军长李文田、参谋长张克侠等爱国将领的
赞赏和支持；她关心、爱护士兵，组织农村妇
女给士兵做军鞋，创办军人合作社，组织中
山室工作人员为士兵代写家信；她争取建立
军部中山室和俱乐部，订阅、购买大量进步
报刊和书籍，拟定抗日宣传标语和口号，指
挥剧团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演唱抗日救亡歌
曲；她同宋庆龄和冯玉祥将军的夫人、留苏
时的校友李德全等妇女领袖建立并保持良
好关系，借助她们的影响开展统战、宣传工
作。朱华亭一直跟随第五十九军部队参
战。在历次战役中，除了战地宣传工作外，
她还经常冒着枪林弹雨、硝烟炮火奔赴前线
阵地慰问官兵，向官兵发表演说，激励士
气。官兵们钦佩她不怕牺牲的精神，称赞她
是“抗日的女英雄”。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新的反共
高潮，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朱
华亭对这一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无比愤慨，
想方设法帮助新四军战士转移。她曾亲自
为两名新四军战士办理第五十九军政治部
证件，并资助路费，帮助他们安全转移。

在此期间，她还利用合法身份和军队合
作社的业务，掩护和帮助中共湖北省委宣传
部部长陶铸等人脱险。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坚
决贯彻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
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调整地下工作的部
署和组织力量，抓紧疏散转移革命骨干。朱
华亭以第五战区地下党负责人的秘密身份
和第五十九军中山室主任的公开身份，转入
南阳十里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
部开展军运工作。但此时，朱华亭的革命活
动和地下党员身份已经被第二集团军中的
国民党特务察觉。尽管胞弟朱朗霄多次劝
她撤离，但朱华亭认为，党交给她的任务还
没有完成，不能退出阵地。

1941年7月14日，第二集团军国民党特
别党部特务张澄园，借请客之机，将朱华亭
诱捕并残忍杀害。这位忠诚的女共产党员
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誓言，牺牲时年
仅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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