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楚女——毛泽东在广州的得力助手 

 

1927 年 6 月，《中国青年》第 66 期刊登了一则《征求萧楚女先

生遗著》启事。该文高度评价萧楚女的一生：“谁不知道有个大麻子

萧楚女，他是本刊创始者之一，他是青年群众的明星，他是刻苦忠实

的革命家，自从少年以至于死，他一直以革命为生命，一直在颠沛流

离、贫困逋逃的情形之下……他的死，是革命青年失去了良师；他的

死，是革命队伍丧亡了勇敢的战士；他的死，在每个革命者心上剜下

伤痕！” 

萧楚女（1891-1927），湖北省汉阳人，原名萧秋，字树烈。萧楚

女早年生活艰辛，笃学不倦，自学成才，1922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是我党早期卓越的理论家、思想家、演说家，是革命青年的良师益友。

“楚女”是萧楚女的笔名，借用屈原《离骚》中的诗句：“忽反顾以

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女”指的是神女，象征爱国志士。屈原是

楚国人，神女也可称楚女。 



 

萧楚女 

 

1926 年初，萧楚女受中共党组织委派来到广州，协助毛泽东编

辑《政治周报》。萧楚女曾任《新蜀报》主编、《中国青年》编辑和《中

州评论》主编，有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很快成为毛泽东主编《政治

周报》的得力助手，使该刊成为重要的舆论阵地。 

1926 年 5 月 3 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设址

于惠爱东路的番禺学宫（今中山四路 42 号）。萧楚女是本届农讲所唯

一的专职教员，在前期还兼管教务部，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工作。萧

楚女负责讲授 3 门新课程，遇到讲义缺乏的问题。他查阅资料、自编

教材，供学员使用。萧楚女的授课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在讲到当

时的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等现实斗争，更是慷慨激昂。为指导学员做



课外理论研究，萧楚女献出自己的休息时间，针对阅读重点，列出系

列问题，供学员抓住关键，深入研究。萧楚女成为学员们的良师益友。 

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使萧楚女患上严重的肺病。有一次，

他在讲课时，突然吐血。学员们搬来椅子，请他坐下休息。他说：“同

学们要我休息，谢谢大家的好意。但是，你们负有重大使命，到此地

来，时间不长久，总希望多学点东西，回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各省的

农民运动，等待你们去开展。我能够在家安心休息吗？”萧楚女继续

说：“人应该是利他的。做人要像火，给人以光明、以温暖。一个人

的能力有限，至少也应该像一支蜡烛，在黑暗中照耀别人。一支蜡烛

如果没有风吹，可以多亮些时间，如果遇到风吹，就要缩短照亮的时

间了。但是在熄灭以前，应该努力发光。这就是我的蜡烛人生观。”

说完，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给学员讲课。萧楚女殚精竭力地为革命

工作，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的教书主要靠他。” 

1927 年 4月 15 日凌晨，国民党发动政变，大肆搜捕广州的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敌人闯进东山医院，直接把萧楚女从病床上拖走，

经过多次酷刑审讯，均一无所获。4 月 22 日夜，敌人将萧楚女等一

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押至南石头惩戒场监狱行刑。萧楚女为了革命

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