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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苦涩又辛酸

1903年，钟复光出生在江津仁沱场龙门山麓的一个
叫王家湾的山村。山村很小，只有20多户。其实，钟家祖
上是地主，生活较宽裕，但到了她父亲这一代就完全衰败。

钟复光刚懂事时，父母就被赶出家门自立门户，他们
分得几亩薄瘠的田块和几间破房。钟父是个身体羸弱的
书生，不会种田，他开私塾，教十多个村童启蒙，收入非常
少。钟复光作为一个女孩子，也跟着这些村童学《三字
经》等等……后来私塾开不下去了，父亲只好将田土典给
亲戚，靠给人写信过日子。8岁时父亲过世，当时最小的
弟弟还不满1岁，这让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小小年纪的钟复光就承担了照看小弟的任务。一
天，她背着小弟在门外玩耍，见一个姓颜的地主少爷把一
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打倒在地并骑在身上，她上前劝阻，谁
知这个恶少竟将她的弟弟打翻在地，并骑压在他身上挥
拳抡掌，当她把奄奄一息的小弟背回家时，母亲气得当场
晕倒，不几天弟弟就离开人世。

祸不单行。本来钟家将土地典给了亲戚，亲戚家每
年都要分粮食给钟家，但这年，亲戚家却变卦了，他欺负
钟家孤儿寡母，不仅不给粮和钱，还否认这事，叫钟家拿
出依据来……当时因双方是亲戚，没立字据，真是“哑巴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全家人抱头痛哭。

钟复光从小就是个离经叛道的女孩。她在父亲手下
读私塾时，念的是《三字经》《女儿经》，学的是男尊女卑和
三从四德。但她丝毫不解，问父亲，父亲总是支支吾吾。
后来在另外一处读私塾，她对老师讲的这一套经常提出反
问，多次触怒老师，挨了不少责打。母亲给她穿了耳孔，她
就是不戴耳环。母亲要求她缠脚，她也是坚决不缠。

开展择师运动

1919年，16岁的钟复光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
校。这是所公费学校，不要学费，还供给膳宿，她非常珍惜这个
学习机会，勤学苦练、团结同学，多次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

校长邓梦修是个非常保守封建的人，他要求学生将
来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女人，学习的内容多是汉代班昭的
《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四本书。很快，大家
在思想上就产生了疑问。“五四”浪潮卷来，这些青春少女
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联合，冲出课堂，走上街头，发传单，作
演讲。从小就胆大泼辣又心细的钟复光，不顾及别人的
讥笑和白眼，每次宣传都走在前面，带头喊口号，带头剪
辫子，她从同学处借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
阅读……她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
会副会长。她组织宣传队开展爱国宣传，办起了平民夜
校，又被推选为校长。

就在这时，川东教育界知名进步人士陈愚生等举办
了一次“夏令讲学会”。18岁的钟复光参加了这次学习，
在这里，她认识了邓中夏、王德熙等前辈。她与邓中夏老
师接触最多，老师给学员讲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
军阀；讲新文化，新思想；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男
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等。大家都很兴奋，长期
积闷在胸中的许多疑问全都烟消云散，顿感一片清朗。

邓中夏鼓励大家回校“闹革命”。
钟复光首先组织召开学生自治大会，决定开展“择师

运动”，提出了“撤换封建校长邓梦修”“取消歧视妇女的
教育方针”等口号。代表们向川东道尹请愿，同时进行罢
课。道尹公署害怕学潮扩大后无法收场，只好下令撤销
邓梦修校长的职务，由学监胡鹤珍任校长。这等于“换汤

不换药”，大家仍不满意。道尹公署只得收回成命，但

玩了一个新花招，派一个叫伍新言的委员来主持校务。
但同学们看破了这个圈套，坚持不复课，要求换一个有新
思想、有办学经验的人。

时令已到了秋天，邓中夏给学生自治会寄来了两首
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通过开会讨论和征求各界意见，
大家认为蒙材成先生不仅思想开通，而且有较强的办学
能力。对学生们的这一要求，道尹公署死活不肯，双方进
入僵持阶段。这时，邓中夏又寄来了两首诗。钟复光将
诗稿交给几个好友传阅，大家受到无限鼓舞，斗志倍增。
大家商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到1922年初，蒙材成终
被推上了校长的位置。

入读上海大学

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那里除了教学质量和
水平较高外，师生的思想比较革新和进步。于是，钟复光
和7个同学商量，决定北上。

她们乘船顺江而下先到南京，住在十庙口的一个非
常简陋的公寓里，直至1923年初她们才辗转到了北平。
之后，她经邓中夏介绍，南下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上
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大学。当时教学楼还
在改造，她被安排住在兴业里1号向警予大姐（中国共产
党早期领导人）的家里。

钟复光读的是社会系，系主任瞿秋白。系里很多教
授都是革命前辈和德高望重的人士，如张太雷、蒋光慈、
施存统、李季、李达、周建人、蔡和森、萧楚女、恽代英等。
来这里求学的学生大多是研究革命理论、准备献身革命
事业的有志青年。

就读上海大学期间，钟复光依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
分子。她在向工人宣传革命、出版革命书刊、印刷革命传
单、创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等工作中，处处走在前面。
后来，她搬到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与萧
楚女做邻居。邓中夏和恽代英每天来这里办公，编辑出
版《中国青年》，钟复光做些编务工作。

1924年秋，向警予交给钟复光一个任务：牵头组建女
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钟复光在向警予的领导下，联络了
一些妇女界的同志进行活动，起草了相关文件和宣传资
料，工作非常出色。这年，经向警予和邓中夏介绍，她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出席全国国民会议

1925年，钟复光、向警予、刘清扬等被上海女界国民
会议促成会选为出席全国国民会议的代表，到北平参加
国民会议。向警予因工作脱不开身，钟复光和刘清扬先
行抵达北平。

当时刘清扬已有身孕，对外联系主要靠钟复光。钟复
光首先找到当地的党组织，交介绍信时遇上四川老乡赵世
炎。三八妇女节这天，赵世炎把她带到苏联大使馆参加活
动，她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逝世于北平。北平党
组织随即指示她参加孙中山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与邓颖
超等四位同志一起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国友人。治丧活动
结束后，向大姐发来指示，要求她们趁全国各地的妇女代
表都在北平的机会，成立中国妇女界联合会。经过20多
天的努力，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钟复光被公
推为临时主席。

北平的事终于完成，将要启程回上海时，赵世炎送来
一包“礼物”，她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纪念五一节的革命
宣传单，赵世炎要求她在回沪的沿途进行散发。她沿途散
发完传单后回到上海，向大姐又指示她立即找其他同志，
组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同年6月5日，上海妇女界联合
会正式成立，宋庆龄也赶来参加了成立大会。

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繁华马路
上进行宣传讲演，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
100多人，并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
重伤数1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钟复光同工人们一起来到南京路示威游行。
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同班的四川老乡何秉彝当场牺牲。
大家义愤填膺，第二天仍进行示威游行。这天，钟复光和
散发传单的4位女同学被抓进捕房，她并没有被吓倒，反
而质问为什么抓人。由于不断斗争，她们晚上就被释放。

之后，钟复光接到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要她到内地
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她成为“长江路”的代表之一，
带着传单，沿长江上溯，到各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
命，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她因频频演讲，过于劳累，以致
痰中带血，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这时，施存统闯进了钟复光的感情世界。施存统，中国
青年运动早期领袖、团中央第一届总书记，也是钟复光最为
敬重的老师。当时施存统刚经历婚变，两人也由相识到相
恋。施存统为表达情意，将名字改为“施复亮”。曾经，钟复
光与他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的问题，施存统
专门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进行回答，并作了一首打
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1926年春，两人结为夫妻。
1925年，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军官培训，命令在粤各军

取消他们各自办的讲武堂和军官学校，合并于黄埔军
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于1926年破天荒开办了
女生队。钟复光和彭漪兰等人一起，被委任为女生队指
导员，直接负责女生队的训练管理工作。

1940年初，钟复光与施存统回到重庆。8月22日，她
生下第三个孩子，取名光南，即为后来著名音乐家施光南。

新中国成立后，钟复光历任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主
任，劳动学院副秘书长，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办公室副主
任，全国妇联第五届执委，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和第
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
政协委员。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施光南的母亲钟复光
江津山沟走出的女革命者

她是我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培养第一批黄埔女军官
□庞国翔

她是我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丈夫施存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学生运动和
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她就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母亲——钟复光（1903年-1992年），一个从
江津山沟里走出的女革命者。

钟复光 钟复光的少女时代钟复光的少女时代（（右右））
19531953年春年春，，钟复光钟复光（（左二左二））和和
贺子珍贺子珍（（左一左一））在上海华东医院在上海华东医院

钟复光全家
福（后排中间
为施光南）

1927 年武
汉 黄 埔 军
校,钟复光
与 丈 夫 施
存统合影

1989年10月，钟复光（右）看望邓颖超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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