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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战，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英杰。满

族革命家高崇民，是他们中间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位。 

一  

  高崇民，满族镶白旗人，1891年11月14日出生在奉天省古黄龙府（今辽宁省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原名恩浚，后更名健国，字崇

民。 

  崇民的父亲高东园，是当地少有的一位知识分子。他一生从事教育，学问渊博，性情耿直，常常为了乡亲们的利益挺身而出。光绪

年间，开原一带的权势豪门强行侵吞农民们开垦的大片土地，他代民申诉到官府，却被与豪门沆瀣一气的官府投进了牢狱，出狱后他仍

不屈服，继续带领民众与恶势力进行了十多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地农民们感戴东园的恩德，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他树了碑。中

日甲午战争前后，高东园为帝国主义恶行所激怒，对腐败的清政府异常反感，他利用各种场合，向广大群众宣传爱国救国思想。在父亲

的思想影响下，崇民自幼便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 

  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来到靠山屯一带，以传教为名，霸占土地，横行乡里。高东园不仅自己不入教，还向群众宣传反对西方教会

势力。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镇压下去，对高东园怀恨在心的法国传教士竟唆使教民，将高家逐出了靠山屯。这件事，更使少

年时代的崇民产生了对西方列强的刻骨仇恨。 

  崇民从 8岁起开始读书，父亲在向他和其他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把有关“精忠报国”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处世信念，一并教给他们。 

  1904年，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了，崇民亲眼目睹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中国国民，在战争中惨遭杀戮。他立志要在成年之

后，投身救国救民的事业，以挽救祖国日趋不堪的局面。 

  1909年，提倡实业救国的父亲，将18岁的崇民送到奉天省（今辽宁省）的省立农林学校读书。在校时，他除了努力学习专业课，还

有意识地阅读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类的多种书籍。一度，他十分信服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戊戌维新”

失败后，他便清醒地感到，靠改良还是救不了祖国。 

  不久，他结识了革命党人宁武。宁武向他系统地讲述了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在日本刚刚创立的“同盟会”。崇民认识到，他们的斗

争，是顺天理应民心的，是可以救国救民于水火的，于是，决心追随其间，奉献力量。1911年，由宁武介绍，崇民加入了同盟会的辽东

支部，正式走上的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之路。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积极地宣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为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尽

了自己的一份力。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崇民发现，有不少原来在清朝灭亡前为非作歹的官僚豪绅此时也都改头换面地挤进了国民党，大惑

不解，所以，他没有加入这个党的组织。 

  1914年，崇民从农林学校毕业后，又考上了公费留学日本。在前往东京明治大学就读的路上，他思考良多：“出一弱国（中国），

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对于弱国之所以弱，亡国之所以亡，强国之所以强，都深有感触。于是奋然有图强之志，不做

所谓个人功名富贵之想。”在明治大学，他读的是政治经济系，在悉心研究拯救祖国的道路的同时，他也结交了一些有抱负的留日中国

学生。对他日后帮助很大的革命家黄兴，和他长期互相鼓励的挚友杜重远等，都是在这时彼此相识的。 

  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袁竟一口答应下来。这激起

了全国人民的冲天怒火，一场声势浩大的“倒袁运动”出现了。旅日留学生和华侨举行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崇民在会上

慷慨演说，力陈“日本犹如一只恶狼，吃人成性，不把其赶走，国家永世不得安宁。”他的演说得到与会者的普遍拥护，大家推他为代

表，回国参加倒袁反日运动。 

  崇民直航上海，在那里的群众大会上再作演讲；之后，又由上海返回东北，一路进行宣传。当他回到故乡开原的时候，已然没有回



 

日本继续留学的路费了。他只好以教书为业，同时，把反日救国的道理教给学生们。他的情况，被他当初留学出去前的主考官、现任县

长章启怀得知了。章是爱国人士，为本县出了这样一位有出息的年轻人感到欣慰，他为崇民筹措了重去日本的路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东方古国迎来了新曙光。同年，倍受“五四”精神激励的高崇民，由日本毕业，回到国内。在沈阳的

一些朋友，劝他到省政府工作，他不肯，他表示，高官厚禄不是自己的向往所在，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唤起民心。于是，他去了北京的

《正言报》馆，当了编辑。然而，现实无情，他在这家官办的报纸上宣传民主，屡遭刁难。于是，他辞职出来，与友人杨大光一道，自

办了一份《正俗报》，大力进行反黑暗、讲民主的鼓吹。这家由崇民兼任社长、经理、记者、编辑的报，因1922年军阀张作霖败离北

京，城中出现排斥奉天人的形势，而被迫停办。 

  回沈阳后，在宁武等朋友的提议之下，他参与发起了旨在促进民主进程的“民治俱进会”，并出任总干事（后来又作过该会黑龙江

分会会长和奉天总会会长）。1923年，他还和他人联合成立起宣传三民主义的“启明学社”，在这个学社的成员里，也有共产党人，崇

民因而读到了《响导》和《新青年》等共产党、共青团的刊物。 

  为了反对日本续租旅大，民治俱进会发动了东北各地的民众起来反抗。崇民以个人名义发表《告全国父老书》，印成传单散发。奉

天省当局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欲派警察把他逐出省境。于是，他躲进宁武家，开展秘密活动。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崇民有感于情况的变化，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次年年初，崇民到哈尔滨开展工作，任中东铁路特区市政管理局督学兼教育科长，后又兼任特别区教育会会长。他一面办教育，推

进民主思想的普及，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其间，曾掩护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 

  1927年，他被诬为“共产党”，被哈尔滨当局拘捕。因查无实证，以“借端滋事”为名押回沈阳。他毫不停顿地，又马上投入了反

对日本擅自设立驻临江领事馆的斗争和维护中国铁路权益的斗争。 

1928年，在一次请愿活动中，他指责了刚刚执掌东北地区权力不久的张学良。没有料到的是，张将军得知，深为他的有骨气而感

佩，把他聘作自己的秘书，凡遇大事，包括“东北易帜”彻底服从中华民国统辖等，都要找他帮助出谋划策。在这期间，为了反对日本

侵略，协助政府对外交涉，崇民与杜重远、阎宝航、卢广绩、车向忱等组建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后更名为“东北国民外交学

会”）开展全民性的外交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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