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思敬——红色法学家 

 

全面抗战爆发后，数万爱国青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战建国”的

号召，秉持时代意识和责任担当，纷纷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克服

艰难险阻投身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洪流。在这些爱国青年中，就有著名

的“红色法学家”何思敬。 

 

何思敬 

（图片来源：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红色图记——余

杭革命遗址实录》，2015年。） 

 

何思敬，1896年出生于浙江余杭，辛亥革命后数次东渡日本求学。

留日期间，恰逢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知识界广泛传播，何思敬对此

极为关注，并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经过仔细研究，



他逐步接受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道理，也认识到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旧中国有必要彻底改造。 

1926年，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师北伐，革命形势大好。何思敬深

受鼓舞，他毅然结束学业，回国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中。翌年春，

何思敬被聘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1927 年，发生四一五政变，广

州的革命势力亦遭受残酷镇压。面对血腥屠杀，何思敬不惧艰险，坚

持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尽管这时何思敬并非中共党员，却完全站在革

命的立场上，利用课堂教育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宣传。 

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何思敬痛心疾首，决定放弃教育部

资助的赴德考察机会，留在国内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先后主持上海

文化节反日会进行抗日宣传，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第二次盟员大

会并捐资支持上海军民的抗日活动，还在报章杂志上刊文揭露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鉴于何思敬的进步表

现，他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内战期间，大学里的政治派别斗

争激烈。何思敬始终牢记自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和使命，在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何思敬于 1932 年秋重返中山大学。在中大工作期间，何思敬不

仅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从事革命工作，还在课堂上巧妙地讲授《资本论》、

黑格尔哲学、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学说，并以师生交流的方

式为“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广州分盟”的成员提供各种理论书籍和

介绍国内外政治形势，间接领导广州文总的革命事业。同时，他在课

余收集两广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写成《关于红军西征的报告》，



反映广东各阶层对红军的认识和反响，受到党组织的赞扬。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掀起广州各界抗日救亡

运动的高潮，何思敬更是鼎力参加。广东军阀陈济棠武力镇压学生和

市民举行的抗日宣传大会和示威游行，最终酿成“荔枝湾惨案”。何

思敬等“红色教授”险遭当局逮捕，遂以事态紧急，避居于香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思敬经过长途跋涉辗转到达延安，受到

毛泽东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在延安的九年中，何思敬主要从事翻译

马列著作和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也曾担任延安大学法律系主

任及法学院院长等职，培养出许多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抗战胜利后，

何思敬随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这期间，何思敬数次应陶行

知邀请宣讲中共的政治主张。他不仅在《新华日报》上揭露国民党罔

顾“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事实，还在《解放日报》刊文戳穿

蒋介石推行“宪政”的欺骗性，以法律学者的身份同国民党作坚决斗

争。 

何思敬作为著名的法律学者，不仅致力于学术活动，更忠诚于革

命事业。革命事业是他从事学术活动的终极目标，学术活动是他支持

革命事业的有力武器。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

有勇气、有学问”的人，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这是当之无愧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