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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漱英，字格卉，乳名秀钟，1921年生于崇明县上小竖河东北约2华里的一户书香门
第，自幼天资聪明，活泼伶俐，深受父母喜爱。

童年，她就读于上小竖河镇城隍庙私立得英小学（今东定小学）。黄漱英小学毕业
后，随家迁居崇明县城居住，进入城内敦行女子中学读书。期间勤奋好学，每次考试
总是名列前茅。她非常爱看“五四”以来的进步书刊，尤其爱读历史上女英杰的故
事，常常赞誉秋瑾女士；也爱诗、爱画，还练得一手好字，在校有“小书法家”之
称。她能说会讲，热情大方，不畏权势，敢于斗争。对工作认真负责，组织能力较
强，深得老师赞许和同学爱戴，3年中一直被同学推选担任校学生会主席。

1938年3月18日崇明沦陷，崇明人民常受日寇骚扰而终日焦虑不安，汉奸卖国贼又助
纣为虐，鱼肉乡民，民不聊生。黄漱英看在眼里，思潮起伏，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件
件血泪深仇，记下了一笔笔民族大恨，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1939年，黄漱英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妇女救亡协会，后来，又担任了妇女救
亡协会的会长。积极动员妇女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武装
部队递送各种情报，联系工作，参加文艺演出。为了递送情报，她常常徒步50多里



路，脚底跑出了血泡；每次参加文艺演出，都演得情真意切，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
鼓励了抗日军民誓与日寇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在险恶的环境里，黄漱英于上小竖河镇南黄祥甫宅上创办了一所义务小学，以此作为
从事革命活动的联络点，自己以教师的合法身份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工作。在学校的办
公室里，她特意安放了3张办公桌，供到校联系工作或接头任务的同志进行密谈时使
用。

黄漱英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派出侦探监视黄漱英。

1940年7月27日，敌人闯入黄漱英家中将她抓走。黄漱英被敌人押着踏上宅前一座小
桥时，只见宅前玉米地边上有一伙敌人押着妇女救亡协会的黄瑞兰。漱英在桥上举步
往前时，只听一声枪响，黄瑞兰倒了下去。此时，她痛恨难忍，立即停步转身，怒视
敌人。她正要痛斥敌人残暴行径时，4颗罪恶的子弹几乎同时射进了黄漱英的胸膛。
随着枪声，黄漱英栽倒在桥面上，鲜血染红了桥面。

年仅19岁的黄漱英，为了抗日斗争的胜利，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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