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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咸宁人物
——革命女杰钱瑛



    钱瑛（1903—1973），湖北咸宁人，
原名钱秀英，号镜霞，又号寒松，曾化
名彭友姑、陈萍等。

    钱瑛是雨花英烈谭寿林之妻;电影
《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原型;周恩来
领导隐蔽斗争的主要助手；在解放战争
期间成功开辟了被毛泽东称为“促进整
个人民运动的高涨”的第二条战线；新
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
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中央监委副书
记等职，严肃查纠党内各种违法乱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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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包办婚姻的叛逆者到革命者

1903年5月，钱瑛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马桥力稼庄钱家
（今咸宁市咸安区温泉街道办事处肖桥村），此时的钱
家因为做生意，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人家。

钱瑛幼年生活的咸宁县马桥镇力稼庄



一、从包办婚姻的叛逆者到革命者

钱瑛幼年天资聪颖，端庄秀丽，勤劳朴实。小小年
纪，除帮助母亲做家务和田间劳动外，还会绣花。
闲时常在母亲和哥哥的教导下，识字、吟诗。她写
的诗词在乡间广为传颂，被群众誉为活着的“钱六
姐"（钱六姐为当地明朝才媛）。

钱瑛长到十岁，便随父亲到潜江读书，后进职业女
校补习。其间由父母包办将她许配了人家，钱瑛执
意不从，曾数度奋起抗争。在依然得不到家中的同
情时，她竟用剪刀刺喉自杀，幸被人发觉，抢救及
时，才幸免一死。母亲见她秉性如此刚烈，难移其
志，只好将其婚事放下，允许她到省城求学。



一、从包办婚姻的叛逆者到革命者

钱瑛终于以其强烈的叛逆
精神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
第一次走出了处于封闭状
态下的农村。

青年时的钱瑛



一、从包办婚姻的叛逆者到革命者
1923年，钱瑛继续报考了湖北女师。
湖北女师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陈潭秋曾以
教师身份为掩护，到该校组织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
教，主张剪发、读新书。在钱瑛入校的前一年，该校爆
发了著名的“女师学潮”，震惊武汉三镇。

当时钱瑛的族叔钱亦石（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
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1938年在上海病
逝），在武昌高师附小任教导主任、武昌任博物教员，
对侄女钱瑛的到来非常高兴，听了侄女这种追求进步的
学习劲头非常高兴，他非常赞成钱瑛报考该学校，并提
供相关的帮助。

在这途中碰到一些困难和曲折，但是因为钱瑛的优异表
现和族叔的帮忙，最终终于进入了湖北女师，开启了她
新的学习天地。



一、从包办婚姻的叛逆者到革命者
1927年3月，钱瑛在湖北
女师由吴瑞芝介绍参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个月后，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
狂屠杀共产党人，年幼
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
存亡的严峻考验。在大
浪淘沙的历史关头，入
团才两个月的钱瑛，毅
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逐渐从一名反抗包办婚
姻的叛逆者成长为一名
革命者。

参加革命工作的钱瑛



二、逃脱劫难
入党后，党组织把钱瑛送到汉口劳动训练班受训，
派往江西九江总工会任组织干事。这时，国民党叛
变革命。“七•一五”后，白色恐怖笼罩九江，党
组织指示她迅速离开岗位。钱瑛难以舍弃刚开辟的
工作，直到敌人从前门闯进，她才机智的从后窗逃
脱。党组织派她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因起义
受挫又转赴广州，在叶剑英、恽代英领导下搞兵运。



二、逃脱劫难

起义失败后，钱瑛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辗转跋涉，历尽艰辛
到达香港，终于找到了组织。

但是在寻找组织的途中，历经的困难险阻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真的是惊心动魄。

例如她在辗转脱险的途中，正当她身无分文的时候，幸在广
九站偶遇几位湖南籍士兵，念她是单身女子，他们便凑了一
些钱，开了路条，劝她回家。钱瑛决心继续寻找党组织。情
急之下，见有民船，便匆忙跳了上去。上船后她才发现船舱
里竟都是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钱瑛不解何故，经暗地询
问，方知这是一艘贩卖人口的黑船。钱瑛不甘苟活，她急中
生智，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幸被一渔民救起。之后像这样
的情况还是较多，每次钱瑛都凭借自己的机智和才能也或是
运气吧，逃脱这些劫难。



三、与丈夫谭寿林的生离死别
1928年7月，钱瑛第一次来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
总工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及内部交通员，在常务委员
刘少奇和秘书长谭寿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也正是
在这份革命工作中，钱瑛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谭寿
林。

1925年，广西梧州《民国日报》编辑
部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谭寿林



三、与丈夫谭寿林的生离死别
钱瑛和谭寿林在工作中逐渐萌生了爱情，1928年12
月，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一年钱瑛25岁，谭
寿林32岁。婚后不到百日，钱瑛接到中共中央组织
部的通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革命”。

莫斯科中山大学



三、与丈夫谭寿林的生离死别
钱瑛与谭寿林感情甚笃，在苏联学习的两年中，谭寿林
先后给她写了130多封信，平均每周一封信，都是通过
中苏两党的地下交通员来传递，信中除了介绍国内的情
况外，更多的是关心和鼓励。钱瑛每次收到信后都和同
学们共同阅读，研究国内的革命动态。

1931年春，钱瑛学成回国，和谭寿林久别重逢。不久，
组织派他俩到湖北洪湖苏区工作。正待启程，不料总工
会遭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让钱
瑛先期赶赴洪湖。

1931年4月22日清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会同老闸捕
房将谭寿林逮捕。1931年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
台慷慨就义，年仅35岁



噩耗传来，正在湘鄂西根据地的钱瑛万分悲恸。她决心
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工作。不久，她加入根据地领
导班子，任潜江县委书记，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反渔霸、抗洪水”，建立游击队，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1932年5月，红三军向襄河北岸出动，川军范绍曾部企
图向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
留守，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钱瑛亲率数百游
击健儿，绕到敌后，发起突然袭击，大挫敌军。此时，
我红三军趁势赶回，将敌全歼。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
所描写的历史背景，便是这一辉煌战绩。

三、与丈夫谭寿林的生离死别



钱瑛与谭寿林结婚3年多，“相处仅百日”，甚至
没有留下一张夫妻合影。钱瑛与谭寿林的婚姻是她
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谭寿林英勇就义后，钱瑛
心中爱情的火焰随之熄灭，此后有热心人给钱瑛介
绍对象，也有爱慕者当面向她表白，都被她一口回
绝，终身没有再嫁。

三、与丈夫谭寿林的生离死别



四、狱中坚持斗争
1933年1月，以秦邦宪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临时中
央政治局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海笼罩在白
色恐怖之中。钱瑛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注定要经
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

不久，根据江苏省委的安排，钱瑛担任周超英的秘
书。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出于安全考虑，钱瑛化
名彭友姑，隐瞒了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闹革命的经
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防范措施，后来救了她一
命。



四、狱中坚持斗争
1933年4月，周超英被捕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工总部上
海行动区的特务去抓捕钱瑛。1933年7月12日，钱瑛被
判处15年有期徒刑，移送江苏第一监狱服刑。她始终未
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四次组织狱中绝食斗争。

1936年，钱瑛被转移至“南京反省院” ，她利用一切
机会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已经具有丰富斗争经验
的钱瑛，一眼便识破这是敌人耍弄的新花招，企图以此
手段软化革命者的斗争意志。钱瑛依然团结难友，拒绝
反省。这期间，爆发了绥远抗战。钱瑛等借此机会提出
了“释放政治犯，支援抗日”的要求。院方找她训话，
认为钱瑛（彭友姑）“思想顽固，言行不良”。



四、狱中坚持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
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南京向国民党交涉，点名
要求释放共产党“政治犯”。钱瑛因化名彭友
姑，初未认出，直到最后才获释，重新回到党
的怀抱。

从1933年4月被捕，到1937年9月获释，钱瑛在
国民党江苏第一监狱和首都反省院一共被关押
了4年零5个月。



四、狱中坚持斗争

1937年9月，出狱后的
钱瑛（中）与狱友

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谭寿林、钱瑛夫妇曾先后被关押于此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钱瑛出狱后，即赴湖北，先任湖北组织部长，后代
理书记。此间曾和方毅等同志在七里坪举办党训班，
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武汉失守后，她先后任鄂中
区党委、湘鄂西区党委书记。1940年后调中共中央
南方局，任驻川东特委代表、西南工委书记。以后
又相继任中共中央重庆局、上海局、南京局组织部
长，以协助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党的地下工作。

“皖南事变”中，为了保护组织的一些地下党员干
部，她果断转移和改变相关的党员干部和工作方式，
使我党守住了这边革命根据地。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1946年，国共重庆和谈破裂，我党代表团奉党中央
指示撤退。钱瑛送代表团回延安后，转身去了上海，
继续坚持在革命一线斗争，她在上海组织领导学生
运动，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实力还是非常强大，她
硬是在这种情况下开辟了一条战线.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1948年4月，党派钱瑛专程去
香港培训干部。她亲自制定计划，亲自授课，仔细
摸清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及其社会背景，然后逐个谈
话，分别派往各地。这些同志为党在解放战争后期
及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不少同
志还担任了党政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
南下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南下任务。时年46岁的钱
瑛被任命为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干部南下后，
华中局改为中南局，钱瑛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
长，并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纪委副书记、
军政委员、人事部长等要职。

这位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位女部长，集多种要职于
一身，可谓大权在握，但她从不摆官架子，十分平
易近人。她既是湖北本土人，又在武汉(当时中南
局机关驻汉口)和湖北地区长期领导革命斗争，亲
朋故旧很多。但不论是谁找她，不论什么问题，她
都按照党的政策和原则秉公处理，不讲私人情面。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钱瑛担任诸多公职，这不仅是个权力象征，更重要的是
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和期望，也是她肩负的一种责任。
她虽然历经失去丈夫和女儿(从小夭折)的人生悲痛，但
她没有丝毫消沉气馁，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革命
事业奋力拼搏。她经常自己动手作记录整理材料，起草
文件、报告。有时生病发高烧、吐血，被迫住进医院，
仍放不下工作。她要求自己工作不仅仅是八小时，而是
“包干制”。

“三反”、“五反”是建国后的一场伟大政治运动。久
经考验的钱瑛同志始终以冷静的态度，提醒各级干部不
要迷信随风长的“战绩”数字，不要仅仅满足大哄大嗡
抓“大老虎”，务必实事求是，做到既稳又准，坚决按
党的政策办事，切不可忘记当年“抢救运动”的教训。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1953年初，钱瑛奉调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
央纪检副书记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内务部部
长、党组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直到“文革”开始。此间，钱瑛已被选为中共“八
大代表"、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
第三届常务委员等。

钱瑛身居高位要职，当官为民。她为维护党纪和政
纪的尊严而呕心沥血，并为党纪政纪的整顿和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仅关心爱护干部，而且时时
牢记基层群众的疾苦。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1958年以后，中央监委对风靡一时的瞎指挥、共产
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高征购等“左”的错误进
行坚决抵制。作为监委副书记的钱瑛亲自下去调研，
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在甄别平反反“右”倾斗争
案件的工作中，钱瑛和监委的同志作出了很大的努
力，采取加速甄别平反措施，在短短几个月内使很
多同志得到平反。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反对翻
案风之后，钱瑛提出善始善终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
指出凡是处理错了的案件，就要平反。她在安徽省，
经过深入调查，反复核实，查清几位省级领导同志
受处分确属冤案、错案，坚决予以平反，不到两年
使安徽省的工作形势大大好转。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钱瑛是新中国纪检监察工作的
创始人之一，党内尊称“钱大
姐”。 钱瑛在安徽组织指导
甄别平反工作，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纪检监察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篇章，受到刘少奇、周
恩来和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刘
少奇表扬她“是有领导能力的，
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
周恩来赞扬她“铁面无私”，
邓小平肯定她“大公无私，能
坚持原则”，干部群众将她誉
为“女包公”。 老年时的钱瑛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钱瑛有一句口头禅：“不怕鬼!” 在任何情况下，
她都不趋炎附势，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打击坏人，保护好人。在“文革”初期，江青、
康生一伙心怀鬼胎，要为刘结挺、张西挺翻案，责
难中央监委，甚至大骂监委“监到老子头上来了”。
面对江青、康生的淫威，钱瑛依然威武不屈，刚正
不阿，从不改口，直至被迫害致死，也没拿党的原
则做交易。



五、铁面无私“女包公”

1964年4月，钱瑛（右一）到武汉视
察监察工作时，到龟山祭扫向警予
烈士墓。

工作中的钱瑛



六、最后的岁月
1967年，64岁的钱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莫须
有"的罪名“隔离反省”，第二年又被监护审查。一个
为新中国的诞生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功勋卓著的新中
国第一位女部长，就这样从一个革命者一夜之间突然变
成了“敌人”，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1972年4月12日，69岁的钱瑛住进了日坛医院。经医生
诊断，她患的是晚期肺癌。此时的钱瑛，身体已极度虚
弱，但态度镇定，目光坚毅，仪表整洁。她身穿褪色的
灰布衣，脚穿一双旧解放鞋。可就是这样一位手无缚鸡
之力的老太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仍如临大敌，竟
派身强力壮的六条大汉轮番看守。病房窗户被订死，不
准钱瑛凭窗眺望，就连入厕更衣也不准关门回避。



六、最后的岁月
在钱瑛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在革命工
作中和钱瑛一起工作过的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因
为当时在医院工作，他绕开了当时一些人的阻挡，
借着给其他病人查房的机会，悄悄进去了钱瑛的病
房，去看望她，转达了其他革命同志对她的问候。

1973年7月26日深夜，钱瑛在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在
身边的情况下，含冤去世，终年70岁。



结语
“钱瑛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
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严肃认真，
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谦虚谨慎，
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艰苦
朴素，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
义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
生”；“钱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
战士，是我党一位有威望的女干
部。”

这是党和人民对钱瑛一生的评价! 中共一枝梅——钱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