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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1914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因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被开除，考入唐
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1年机械科并入上海交通大学。1923年毕业，任职于沪宁、沪杭甬铁路管
理局，因喜爱音乐戏剧，与黎锦晖等从事“明星歌舞剧社”活动。 1926年参加同仁组织的“俭德
会”，在上海闸北华界经营“百星电影院”，1930年在汉口开办“百星影院”。1933年下半年，在上
海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教于广西大学，主讲西洋文学史，在“左联”的报刊上发表杂
文和科学小品。1935年，以“杨丹荪”笔名翻译《今日之苏联国》，又编译《马克思论文艺》。同年
秋，到广西陈望道主持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课余，与邓初民、夏征农等合演果戈里名作
《钦差大臣》。 1936年夏，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翻译电讯。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转向
研究新闻时事，撰写军事评论和国际政治论文。1940年在金仲华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作军事记
者，署名“羊枣”，发表了大量军事评论。1941年，因撰文报导“皖南事变”真象，触怒国民党当
局，被逐出《星岛日报》。1942年，由香港脱险到衡阳，主编《大刚报》，亲自发稿、翻译电讯、撰
写社论和国际评论。在《大刚报》任职期间，亲自辅导青年学习《资本论》和英语，为报社培养了大
批人材。次年6月以“左倾嫌疑”被辞退。1944年，从衡阳到福建，主持《民主报》，编辑《国际时
事研究周刊》，并兼任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新闻部主任。经半年的努力，《周刊》成为东南各省畅销
刊物之一。1945年7月15日，被顾祝同、刘建绪逮捕。先囚永安，后囚铅山，抗战胜利后，转囚杭
州。狱中不屈于种种威胁利诱，拒写“悔过书”，遭受严刑。酷暑盛夏，牢门紧闭，炎热异常，借着
微弱的光线，翻译了美国作家克伦斯戴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他预写了遗书，在给夫人沈强的信
上说： “我从事著译十余年，此刻回想起来，真觉得太少了。我一向集中力量做当前的工作，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