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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四兄弟的传奇人生 

苗体君   窦春芳 

关于瞿秋白有几个弟弟、妹妹的问题，他自己在文章《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及《多余的

话》里曾多处提到，但都语焉不详，其他一些资料都将瞿秋白弟妹的人数、名字及其排行弄

得非常混乱。不少书报资料上，还说瞿秋白有 6 个弟弟妹妹，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据

比瞿秋白小 1 岁的妹妹瞿轶群回忆，瞿秋白的父母共生了 8 个孩子，其排行如下： 

 

  瞿秋白(1899-1935)小名阿双、霜，是长子。 

 

  瞿轶群(1900-1981)小名群群、均均，是长女。 

 

  瞿云白(1902-1958)小名阿耘，后改名昀白，是次子。 

 

  阿鑫(早殇，生卒年不详)小名阿兴，是三子，幼时因上学失落了书本，不敢回家，在野

外过夜而得病致死。 

 

  瞿景白(1906-1929)小名森，后改名景白，是四子，幼时鼻子上生了疮，因为无钱医治，

只能任其溃烂，最终成了塌鼻子。 

 

  瞿垚白(1909-？)小名阿尧，是五子，自幼头脑迟钝，患有癫痫病，并有精神病现象，在

其母亲自杀后，跟随其父亲飘流到湖北、山东，约 20 余岁时死于山东济南。 

 

  红红(生卒年不详)，3 岁时即患肺炎病死了，是次女。 

 

  瞿坚白（1913-1944）小名阿谷，是六子。 

 

  由此可知，瞿秋白兄妹 8 人中活下来的只有 6 人，在瞿秋白的影响下，除了四弟瞿垚白

因患有精神病外，另外 3 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和五弟瞿坚白，也和瞿

秋白一样，为中国革命壮烈牺牲。而瞿秋白的大弟弟瞿云白早年也参加了革命，但后来转而

投靠了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历史问题，瞿云白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他的一生

在政治上颇为曲折。 

 瞿景白在苏联秘密牺牲 

 

  1899 年 1 月 29 日下午五六点左右，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官宦世家，因家道中

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只读到中学就被迫辍学，瞿秋白的母亲也因不堪贫困而服毒自尽。1917

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但没有考取，随后，在北京大学旁听，同

年 9 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1920 年秋，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为了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的大事，

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为瞿秋白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精

通俄文，还翻译过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即被选中赴苏俄采访，他和俞颂华、李宗武成为我国

新闻界在十月革命后派往苏俄采访的第一批记者。在俄国，瞿秋白写下了《饿乡纪程》、《赤

都心史》等不朽之作。他是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描绘列宁形象的人，也是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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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交谈过的人。1922 年 2 月间，经同乡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 

 

  因为瞿秋白较早接触苏俄，他也成了早期中共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人”。 “八七会议”时，瞿秋白临危受命，28 岁即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随着赴苏俄人员的

增多，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新的一批留苏人员逐渐占了上风。在新老人员的斗争中，瞿秋

白的三弟瞿景白不幸丧生。 

 

  瞿秋白兄妹 6 人在母亲自杀后，瞿秋白到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学以做乡村小学教师谋

生，瞿景白和瞿轶群、瞿坚白投奔到了杭州的伯父家，瞿秋白的父亲带着患病的四子瞿垚白

去武汉，投奔到另一个姑父家。瞿景白在常州进过小学，到杭州后，1921 年夏考入浙江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为人正直、刚强，很快受到大哥革命思想的感染，还在《新青年》

季刊上发表过诗作。1925 年秋，瞿景白还没有毕业，就由瞿秋白带往国共两党创办的上海

大学学习，并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 年 3 月, 瞿景白随瞿秋白到汉口工作,负责中共

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八七会议”期间，瞿景白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1928 年 4

月,受党的派遣,瞿景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是米夫，米夫是苏联人，虽然才学平平，但在苏联激烈的

党内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反对托洛茨基，拥护斯大林，因而很受斯大林青睐。1927 年，

27 岁的米夫被斯大林升任为中山大学校长，随后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

代表共产国际指挥、领导中国革命。米夫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要绝对听命于他，视他为“救

世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 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米夫，加上王明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

语，而且手腕圆滑，所以很快就与米夫建立了密切关系，得到了米夫的信任与宠爱。中山大

学毕业后，王明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 

1928 年 3 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5 月中旬，负

责筹备会议的瞿秋白先期抵达莫斯科。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米夫从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

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

秋白等人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目空一切的王明看来，都很可笑，他常常以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自许。米夫也散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言论，并特别推崇王明等人，

这造成了中共留俄学生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 

 

  在中山大学内，米夫因年轻气盛，装腔作势，在学生中普遍不得人心。追随米夫的王明

等人在学生中也很孤立，为了排斥异己，树立权威，他们便造谣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

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洛茨基同伙的一个小组织，并进行反革命活

动。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为此，学生纷纷找到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

了学生意见，并到学生中间调查，最后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就这样，瞿秋白与米夫、

王明等人之间的矛盾开始产生并慢慢激化。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加上瞿景白性格上敢作敢

为，喜怒形于色，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对王明等人常常是怒目而视。当时，在中山大学学

习的陆立之，后来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他：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回忆

说：“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

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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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

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嫉恨报复心理。” 

 

  不久，联共（布）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中山大学也掀起了更大的风浪。

王明等人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

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王明当年的同伙盛岳后来

回忆说：“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

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员证的那天，他失踪了，这

一年，他才 23 岁。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

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

严峻了。” 瞿景白是自杀，是失踪，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然而根据瞿秋白等人的分

析，瞿景白绝不是自杀的，而是被谋害的。 

 

  瞿秋白牺牲后，在他的《未成稿目录》中，还列有一章《忆景白》，由此可见，瞿秋白

就义前依然想着他的这位弟弟。1949 年后，瞿景白才得以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并被追认

为革命烈士。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 

 

  1930 年 12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上点名批评了瞿秋

白。1931 年 1 月 7 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王明等人操纵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将瞿秋白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从此，瞿秋白被排

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3 年底，瞿秋白被要求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 年 2 月 5 日抵达瑞金后，他立即

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当时的毛泽东

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他和瞿秋白都处在事业的“低潮”时期，所以二人在这

一时期接触交往最多。用当时瞿秋白秘书的话说，当时二人是“最接近的战友”。冯雪峰曾回

忆说：“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

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

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瞿秋白再三请求参加

长征，但当时的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

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当场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毛泽东此时自身难保，

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毛泽东恐怕也会被留下来。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后，蒋介石派十万大军，从东、南两路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

苏区进行“全面清剿”，于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1934 年 11 月底，蒋介石又命顾

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 12 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

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留守的中央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

几个月都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

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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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 年 2 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 100 多人护送瞿秋白、

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途中，他们遇国民党保安团

截击，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而被俘。起初，瞿秋白自称只是医生，

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及妻子杨之华，望能设法保释出狱。当鲁迅、杨之华在上海匆

忙办理手续时，4 月 10 日，国民党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

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此人名字不详），因为护送瞿秋白的全部计划是万永诚

策划的，万永诚的妻子也知道这一计划，她就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地区被俘的消息。敌人

根据情报，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的下落。就这样，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营救瞿秋白的

计划也就彻底破灭了。 

 国民党中央随后派人来，声称瞿秋白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

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对这种貌似保全面子，实则要他放弃政治原则的条件，瞿秋白断

然拒绝，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即下令处决瞿秋白。 

 

  1935 年 6 月 18 日 8 时，国民党军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

令。瞿秋白伏案挥笔写下了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末署“秋白绝笔”。瞿秋白一边写诗，一边镇静地对旁边的人说：“人生有

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负责囚禁瞿秋白的是国民党军三十六师的师长宋

希濂，而宋希濂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

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瞿秋白就义前的那幅珍贵的遗照。遗

照上，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着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

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英武的气概。宋希濂还为老师瞿秋白置办了酒

席，据天津《大公报》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

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瞿秋白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二华里之外的刑场，刑场位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

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沿途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而且用纯熟

的俄语唱着《国际歌》，唱着《红军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

地很好！”然后平静地让刽子手从脑后开枪。瞿秋白从容就义，年仅 36 岁，当日下午，瞿秋

白遗骸被埋葬在罗汉岭盘龙岗。 

瞿坚白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 

 

  瞿坚白是瞿秋白的六弟,比瞿秋白小 14 岁,过去许多资料说他 1912 年出生在常州，其实

应该是 1913 年出生。 

 

  1916 年 2 月 7 日，瞿秋白的母亲自杀，这年瞿坚白才 3 岁。后来，他与姐姐瞿轶群、

四哥瞿景白一起住在杭州的伯父家。15 岁时，他毕业于杭州志诚小学，毕业后再无经济实

力升学，但由于受大哥瞿秋白及家庭的熏陶,他多才多艺,尤其爱好京剧,还擅写文章,不时有短

小的剧评寄给报馆发表。后来，他跟随四哥瞿景白的同学徐肇宗，到浙江淳安、嘉善、镇海

等地的县教育局当雇员谋生。这期间，他为了避免暴露与瞿秋白的关系，改名“瞿谷生”。 

 

  在性格上，瞿坚白与四哥瞿景白很相似。任职期间，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强烈不

满，虽然年纪很轻，地位卑微，然而他正气凛然，总是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党棍政客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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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每周举行的所谓总理纪念周，他很少参加。在镇海县任职时，当局强令所有的公务员不论

职位大小，一律都要加入国民党，办所谓“集体入党”。对此，瞿坚白宁可被打破饭碗，也不

报名，别人劝说，他也毫不动摇。 

 

  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英勇就义，当瞿坚白从报上看到消息后，冲出办公室，回到

住所，掩上房门，从下午一直哭到半夜，从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了。 

 

  1938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浙江丽水县碧湖创办政治工作训练

团，标榜培训战时地方行政干部。瞿坚白闻讯后，立即从任职的教育局辞职，前去接受训练。

但入团后不久，他发现国民党并无抗日的诚意，大失所望。于是，在一天深夜，他出走了，

历尽艰辛辗转来到武汉，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徐特立。后经徐特立介绍，他前

往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大约在 1939 年前后，他给姐姐瞿轶群

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将调往别处，难以确定地址，以后就不要再寄信了，自此与亲友断绝

了音信。 

 

  其实，1940 年，瞿坚白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上前线，被安排在冀鲁豫边

区从事教育工作，后又被分配到八路军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1944 年 5 月，在日军“大

扫荡”时，瞿坚白所属部队与“扫荡”的日军遭遇，瞿坚白不幸壮烈牺牲在武安百草坪，年仅

31 岁。后来，刘伯承元帅曾为他题词：“英名不朽”。河北省武安市后来为瞿坚白烈士建造

了纪念碑。 

 

  1949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后，瞿坚白的姐姐瞿轶群接到

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很抱歉，由于交通不便和敌人的长期封

锁，直到今天才通知你们关于坚白同志的不幸消息。坚白同志原在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

作，工作一贯积极负责，艰苦奋斗，为其他同志的榜样，为负责同志所表扬。但不幸在一九

四四年日寇大扫荡时，英勇牺牲于武安百草坪。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对于革命丧失了这样

坚强的战士，对我们失掉了这样可敬佩的战友。这是一件极悲痛的事，但是他为解放人民的

伟大革命而牺牲，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和今天我们还活着的人的幸福而牺牲，这是伟大的，也

是光荣的。今天他若知道他多年努力争取的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即将实现，他出生的故乡早

已解放，他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直到这时，姐姐瞿轶群才知道她的小弟早在 5 年前已经

牺牲了。 

瞿云白的曲折人生 

 

  瞿秋白的大弟弟瞿云白的一生显得颇为曲折离奇，他比大哥瞿秋白小 3 岁，可以说，瞿

云白是在兄长瞿秋白的扶助下成长起来的，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瞿秋白非常关心他的成

长。1923 年的 10 月，瞿秋白在一篇题为《弟弟的信》的散文中，引述了瞿云白发自杭州的

一封信，在那封信中写道，瞿云白由西湖边一个“衣冠禽兽”的家伙毒打工人的场面而产生联

想，并萌生了阶级的概念。瞿秋白立即引导他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帮助他从

东方泰戈尔和徐志摩的浪漫主义诗情中摆脱出来，提醒弟弟把目光转向已经升起了“旭光”

的苏俄。 

 

  后来，瞿云白毕业于北京俄文政法专科学校，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 年 1 月 13 日，

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经李大钊推荐，到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瞿云白也来到大哥

任教的上海大学读书，并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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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被派往上海总工会参加革命工作，1925 年，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因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在联共(布)的中央出版局担任翻译。 

 

  1930 年，瞿云白奉命回国，在上海参加党的秘密工作。1931 年，瞿云白以开办绸布庄

作掩护，在上海周家嘴路绸布庄内设立中共秘密印刷厂。1932 年，又以一家住宅式店铺为

掩护，设立上海全总秘密印刷所。后不幸被捕入狱。 

 

  后来，瞿云白被迁至苏州国民党反省院，在国民党的“反省政策”的作用下，走上了另外

一条道路。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吸收了不少从苏联回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来，

这些学生成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国民党特务，瞿云白便成为其中的一员。此外，他还参

加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瞿云白投奔已在国民党效命的张国焘主持的《创进杂志》社担任发行会

计，国民党溃败大陆前夕，当张国焘等人相继逃出大陆后，瞿云白却没有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瞿云白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俄文译员。后因为历史问题，

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多次受到管制。 

 

  1958 年 1 月 27 日，瞿云白病故，走完了他 56 年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