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成为首任司法部部长，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婚姻法》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大法，它在保障妇女权益、婚姻自由方面，
作了非常大的革新，废除了重婚、纳妾等封建主义的婚姻制
度，群众十分拥护，而史良是这部法律的起草者之一。

史良前后担任了两任司法部部长。对于担任部长，史良曾
经心里发怵，毛泽东、周恩来鼓励她说：“你不要怕。没有关系，
你做好了，有党的支持。”毛泽东还称史良为“女中豪杰”。司法
部的事务千头万绪，史良的本职工作和社会兼职工作都十分繁
忙。每个月她都要处理大量的人民来信，为此，她注重转变观
念。她说：“担任了十余年律师的我，一向是人家上门来请我求
我，现在我一旦跑到群众中要为人民服务，任何事物，都要为群
众着想，任何问题，都要走群众路线，这在我思想上是最艰苦的
长期性的斗争。”

1979 年，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1985 年 9 月，史良因
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遗产。史良生前作为律师，在上
海曾承办“地皮大王”周纯卿遗产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查考，
将周纯卿生前的财产理得一清二楚，并按此分割给周妻及其
儿女。为此，周纯卿的妻子、儿女送给她上海南京西路一幢三
层房屋，另外又划给她七浦路里弄十余幢房屋。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她把上述房屋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其大公无私的
情怀令人感佩。

她留给世人的是丰富的精神财富。正是她的侠肝义胆、勤
勉务实、大公无私、清廉作风赢得了人们的赞誉，留下了口口相
传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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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豪杰”史良
“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

史良，江苏常州人，1915年考入常州女师。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
会副会长。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1927年毕业后任南京政工人员养成所指导员。
1931年在上海开始执行律师业务，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从1935年起就积极投
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妇女运动，以救国会“七君子”中唯一的女青年而扬名于世。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1900 年, 史良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
之家。她的父亲是一名私塾老师，母亲是
一位知书达理的家庭主妇。7 岁那年, 母
亲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刘姓人家。长大后
的史良知道这件事后, 以绝食作为反抗手
段, 迫使母亲从对方家里把庚帖要回。

“五四”运动爆发后，常州学联也开
始罢课。史良原是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学
校的学生会会长，这时还担任着全县学
联的副会长。因循守旧的县知事等人密
谋了一个扼杀学生运动的办法，就是停
办学校。

有一天，学校门口忽然挂了一个小木
板，上面赫然贴了一张“停办令”。史良和
同学们见了十分气愤，就把“停办令”撕了
下来，去找劝学所所长徐化吾，要他答应
续办学校。徐化吾急得推说是县知事决
定的。史良和同学们本着“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的精神，立刻掉头来到县衙门，指
名要见县知事。县知事直到晚上还不肯
出来见史良和同学们，竟然把史良的父亲
捆绑到县衙门，县知事声色俱厉地威胁史
父，说他的女儿是带头闹事的。这事被同
学们发现了，于是史良和同学们一起涌入
质问县政知事。史良说：“我们学生为学
校停办的事来找你，你半夜三更把我父亲

抓来干什么？”县知事诡辩：“不是抓来，而
是请来谈谈。”县知事终于理屈词穷，收回
了停办学校的命令，这场斗争就此取得胜
利。这件事鼓舞了史良，让她明白了群众
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时中国大地上，“新文化运动”蓬勃
兴起，史良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浪潮深深吸
引。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流行的《新青
年》等进步书刊。1923 年，史良考入上海
政法大学，最初学习政治，后来转学法
律 。 这 个 选 择 决 定 了 她 一 生 的 道 路 。
1927年史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行
政单位做事。那个单位的负责人姓刘，是
一个国民党的官僚兼党棍，史良当面顶撞
了他，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在狱中，她亲眼看到一些共产党员虽
受酷刑却坚贞不屈，赴刑场时仍引吭高
歌、视死如归，她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
诗。大意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高尚情操
的，宁可冤屈而死，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
同恶势力妥协。在蔡元培的保释下，史良
在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后，终于出狱。然
而，狱中的折磨让她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
黑暗与丑恶，这对她以后的政治活动有着
重大影响，史良称自己“从天真的迷雾中
惊醒了”。

1931年起，史良开始当律师。她尽其
所能地为受苦受难的人申诉冤屈，伸张正
义。一些穷人请她当律师, 她分文不收,
甚至倒贴杂费和当事人住旅馆的钱。她
觉得替贫困的当事人争得权益，比什么都
快活。

在史良前半生的律师生涯中，她援
救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邓中夏。邓中夏是著名工人运动领
袖，1933 年 5 月 15 日晚，邓中夏到同事林
素琴家中研究布置工作时，与林一道被
法租界巡捕房拘捕。当时巡捕房并不知
道邓中夏的真实身份，他自称叫施义，在
外省当教员，是来上海访友的，碰巧走错
了房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要有
人给他担保，邓中夏就有机会脱身。于
是邓中夏托巡捕房的人交给史良一封亲
笔信。此前，史良曾经为化名施义的邓
中夏给狱中的李瑛传递过信件。

史良了解到邓中夏和林素琴已被解
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设在租界）受
审，她立刻赶到三分院律师休息室，找到
法租界巡捕房律师顾守熙，对顾守熙说
施义是冤枉的。经过史良等人的大力营
救，法院判决邓中夏 52 天徒刑，同时可以
交保释放。史良认为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她万万没有料到，林素琴却很快叛变
了，她交代了施义的真实姓名为邓中夏，
并指出之前被捕的李瑛就是邓中夏的妻
子。1933 年 9 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
英勇就义。

邓中夏案件对史良影响很大，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史良加入到爱国救亡运动行
列中，从一名富有正义感的律师逐步成长
为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政治活动家。

1936年5月，宋庆龄等人响应中国共
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
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史良也
参与其中。但她却因此遭遇牢狱之灾，与
她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
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这就是著名
的救国会“七君子”。史良是这七人中唯
一的女性，被其他六人称为“难妹”。闻一
多称赞她思想敏锐、有口才，有反对黑暗
势力压迫的精神。

1937 年 7 月 5 日，宋庆龄等人从上海
至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这让国民党
当局始终不敢答应。宋庆龄提出探望“七
君子”，她首先来到史良被单独关押的房
间。她对史良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
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
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史
良和宋庆龄热烈拥抱，泪水夺眶而出。

史良在狱中并没有闲着，一方面，她
把敌人的法庭当讲坛，用法律做武器，宣
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另一方面，她成了
女犯人的义务律师，帮助她们研究案情，
告诉她们辩护、维权、申诉的方法。

史良在狱中被关了七个月。出狱后
她继续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争取妇女的平
等合法权利，是大后方妇女运动的重要领
导人之一。

惊醒梦中人

侠义女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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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事件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

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

韬奋、史良等7人的事件。因为被捕的是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

所以世称“七君子”事件。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

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通过《抗

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

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

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1936年11月23日，

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

钧儒等7人，于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诉书，并于6月11

日和25日在江苏省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沈钧儒等人坚持

抗日救国立场，在狱中和法庭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事

件开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就开展了广泛的

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1日宣布具

保释放沈钧儒等7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