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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孙中山
·

包惠僧

梦 柳
’

郑观应

郑观应 ( 18 42
一

1 9 2 1 )
,

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别号祀优生
、

慕雍山人等
。

广东

香 山 (今中山 )人
,

中年在澳门定居
。

曾当过英商宝顺
、

太古洋行习买办
,

捐资得道员街
。

历任上海

机器织布局总办
、

轮船招商局会办
、

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 司总办等
。

创办过贸易
、

航运等企业
。

提出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学 习西方原则
,

主张
“

设议 院
” 。

他认为
“

外洋以商立国
” , “

借商以强

国
,

借兵以卫商
” ,

提出以兵战对兵战
,

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
。

强调
“

商贾具生财之大道
,

而握四 民之

纲领
” 。

他指出
“

论商务之源
,

以制造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 器为先
” ,

他主张发展机器制造工业
。

要求清王朝实行护商政策
,

指出官
“

艇 附
” 、 “

遏抑
”

商业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
。

提出采

取保护关税
,

海关不用洋人
、

裁撤厘金
、

允许商人 自由投资
、

商人造铁路 由国家保付利息等有效的护

商措施
。

郑观应先生忧国忧民
、

竭力挽救中国的思想集 中抒发在他辑写的著作 《盛世危言》之中
。

他第

一次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三大纲领
: “

兴学校
,

广书院
,

重技艺
,

别考课
,

使人尽其材 ;讲农学
,

利水道
,

化瘾土为 良田
,

使地尽其利 ;造铁路
,

设 电线
,

薄税敛
,

保商务
,

使物畅其流
。 ”

在政治上强烈要求变封

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
,

及相应地进行政府吏治
、

财政收支等一系列民主改革
; 在经济改革

方面
,

郑观应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

大力招集商股为主
,

必要时也引

进外资进行
“

华洋合办
” ,

以加快实业建设的步伐 ;在外交方而
,

他主张以不断加强的实力作后盾
,

运

用公法
,

进行平等外交 ;在军事方面
,

他对建立强大的新式海军和陆军
,

提出了设想和方案
。

郑观应认为
,

要完成政治
、

经济
、

外交
、

军事等方面的改革
,

必须培养出一大批与改革事业相适

应的各种专业的新式人材
。

他说
“

国之盛衰系乎人
” , “

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 ,

所以他始终把培养人材

放在首要的地位
。

以 (盛世危言 )为主的郑观应著作 中
,

对女教
、

女权
、

社会慈善福利
、

社会风气的改造
,

乃至流 民

和犯人的改造教养都有论述
。

郑观应 的救国思想
,

有强大的生命力
,

对 目前中国的改革仍有现实意

义
。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大学时代与郑观应有密切的关系
,

郑观应是孙 中山的同

乡
,

他比孙中山年长 24 岁
.

因为他既是一个
“

熟谙 洋务
”

的官员
,

又 是一个颇具爱国思想的维新 人

物
,

所以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尊敬
。

山于孙中山的好友陆皓东早在上海读书时与郑观应有交往
,

孙中

山通过陆皓东的介绍认识了郑观应
,

〔 ` 〕成为忘年之交
。

1 8 8 5 年
,

因太古洋行总买办杨桂轩亏欠巨款
,

郑作为杨的保荐人受 累
,

被扣留香港半年
,

此后

.

澳门作家
.

澳门文化司署高级技术员
。

〔 1〕 甘乃光编
:

(孙中山先 生文集》
.

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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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澳门定居
。

从事 (盛世危言 )的编写工作
。

这段时问孙中山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学 习
,

每逢假期

孙中山由香港回家
,

必经澳门与郑观应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及学习西方的主张
。

发展农业生产
.

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农业
,

也是孙中山和郑观应

共同关注的问题
。

大约在 1 891 年
,

孙中山撰写了一篇专门论述农业的文章
,

该文经郑观应酌加修

改后
,

以《农功》为题辑入 (盛世危言 》一书
。
〔2 〕 孙 中山在文 中指 出

: “

以农为经
,

以商 为纬
,

本末备

具
,

巨细毕赅
,

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
,

治国平夭下之枢纽也
。 ” 〔3 〕

18 94 年
,

也就是孙中山大学毕业以后的两年
,

郑观应 曾函请洋务官员盛宣怀 向洋务派首领李

鸿章推荐孙中山
,

其中提到孙中山在振兴中国农业方面的抱负
,

称孙中山
“

有志农桑生植之术
,

欲游

历法 国
,

讲求养蚕之法
,

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
,

招人开垦
,

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
,

其志不可谓不

高
,

其说亦颇切近
,

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
” 。

〔 4 〕 由此可见郑观应对孙中山的赏识
,

称得上
“

慧眼

识英雄
” 。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与郑观应交往的过程中研究西方的经济政治理论和近代科学知识
,

寻求改

革中国的具体办法
。

随着研究深化
,

孙中山先生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不断发展和 日趋成熟
,

他在郑观

应 (盛世危言)
“

三大纲领
”

的基础上
,

加以发展深化
,

充实了具体的内容和实施的方法
,

形成 了
“

人能

尽其才
,

地能尽其利
,

物能尽其用
,

货能畅其流
”

的四大纲领
。

并上书李鸿章
,

希望清政府能够采纳
,

进行改革
。

在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
,

孙中山便观点鲜明地提出了
“

驱除靴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合众政

府
”

的民主革命纲领
,

组成中国第一个 民主革命政党
“

同盟会
” ,

为推翻封建的满清王朝
,

建立中华民

国奠定了基础
。

中国现代史上另一位风云人物毛泽东也读过郑观应辑著的 (盛世危言 )
,

这本书 曾经对毛泽东

的青少年时代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

19 3 6 年美国著名的记者埃德加
·

斯诺在中国的陕西省北部访问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

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
: “

我常常夜里很晚
,

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
,

好使

我父亲看不见灯光
。

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 n日做 《盛世危言》的书
,

这书我非常喜欢
。

它的作者

是老的改 良主义者
,

以为中国之所以弱
,

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
:

铁路
、

电话
、

电报
、

汽船等等
。

他们想

把这些东西
,

介 绍到中国来
。

我父亲以为读这些书
,

只是耗费时问
,

他希望我学一些像经书这样的

东西
,

可以在诉讼中胜利
。 ” 〔 5 〕 《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开阔了眼界

,

他不再满足于故乡的小夭地
,

他

要寻找一个新的世界
。

毛泽东对斯诺说
: “ 《盛世危言 )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复我的学业的愿望

。

我也逐渐讨厌我在田

地上的工作
。

自然我父亲反对我这件事
。

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 口角
,

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
。 ” 〔 6]

美国著名的学者 R
·

特里尔在他写的 《毛泽东传 ) 中也 明确指出
: “

一本倡导改 良呼 吁技术进步

的书— (盛世危言 )
,

使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思想
:

为了拯救 自己的文明
,

中国必须借鉴西方 的东

西
。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 良思想的买办
。

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
:
为了中国的命运

,

他应该走 出韶山
,

去学 习更多的知识
。 ” 〔7 〕

( 2 〕 (农功》一文为孙中山所作
,

乃是根据 国民党元老陈少白
、

截季陶
、

冯 自由
、

吴稚晖 等人的记 述 ( 他们有的是转 引自孙 中山本

人 口述 )
。

(盛世危言》卷三
.

光绪二十年刻本
。

夏东元
:

《郑观应传 )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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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
,

毛泽东离开 了故乡— 韶山
,

开始了他传奇式的
“

流浪
”

和
“

造反
”

生涯
。

改良主义在 19 世纪末叶的中国是一种进步的思潮
。

郑观应作为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
,

主张

政治上效法西方
,

进行根本改革
,

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

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
,

这些思想对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起了积极的影响
,

有很大的启蒙作用
。

郑观应和 (盛世危言)对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
,

不能低估
。

中外专家学者们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
“

先知
”

— 郑观应的评价越来越高
。

郑观应在澳门居住期间撰写并完成了其名著 (盛世危言 )
,

澳门的学者近年来对他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
,

并举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会
。

澳门社会各界普遍要求将郑观应在澳门的故居—
“

郑家大

屋
”

妥然地保护
,

将来条件成熟时改建为纪念馆和博物馆
。

孙中山

伟大的爱国者
,

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家庭与澳 门有密切的关系
。

澳门是他走向世界

的门户
,

也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基地
。

位于澳门文第士街一号的小楼是澳门国父纪念馆
,

陈列着许多孙中山先生和家庭的珍贵文物

和丰富的历史图片
。

国父纪念馆的室 内陈设都保持着历史风貌
,

通过这些实物和图片
,

观众 们可以

追溯到 19 世纪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

清晰地看到孙 中山先生一生的丰功伟绩
、

伟大思想和艰难

的革命道路
。

孙中山先生于 1 8 6 6 年 11 月 12 日诞生在广东省香 山县 (今中山市 )翠亨村的一户农民家庭里
。

离翠亨村最近的海港城市就是澳门
。

历史上
,

翠亨和澳门同属香 山县
,

两地相距 35 公里
,

步行半 日

即可到达
。

孙中山先生的父亲孙达成
,

早年 曾经在澳 门学过裁缝
,

又 在板 樟堂街的一间鞋店当鞋

匠
,

后来才回乡务农
。

板樟堂街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鞋店
,

这个地区是澳门鞋店最密集的地方
。

孙中山先生的兄长孙眉晚年在澳 门定居
,

在澳门逝世后安葬在故乡翠亨村
。

澳 门国父纪念馆

的前身
,

就是孙眉所建
。

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和女儿长期居住在这里
,

卢慕贞女士是一位善良的中国女性
,

她一生

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

由于孙中山先生长期在海外从事革命
,

卢夫人承担了孙中山先生的全

部家务
,

含辛茹苦地养育子女
,

分担孙中山先生的优虑
,

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操劳了一生
,

默默

地贡献她的全部精力
。

澳 门国父纪念馆中陈列着卢夫人亲手缝制的衣物
,

其中有她为孙中山先生

缝纫的衣衫
,

在这一针一线中倾注了她的无限深情和心血
。

卢夫人于 1 9 5 2 年在澳门逝世
,

原安葬于澳门旧西洋坟场
,

1 9 7 3 年迁葬到澳门幽仔岛的孝思坟

场
。

卢夫人安息在苍松翠柏之中
,

肃穆的墓地和碑文表达 了澳门人对孙中山先生的卢夫人的崇敬

和怀念
。

回顾历史
,

我们可 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家庭与澳门有非常深的渊源
。

澳门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 口
,

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城市
。

在孙中山先生的青少

年时代
,

澳门妈阁庙前的内港
,

是他出国和学习的必经之地
。

孙中山先生 12 岁时随母亲离开翠亨村
,

经澳门前往檀香山
。

孙中山先生到的第一个城市是澳门 ;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化也是在澳 门
。

首次出国使他大开

眼界
,

也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叙述的
: “

始见轮舟之奇
、

沧海之阔
,

自是有慕西学之心
,

穷天地之想
。 ”

腐朽的满清政府利用封建迷信
,

麻醉和控制人 民
。

孙中山先生 17 岁时
,

和 同学陆皓东反对封

1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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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迷信
,

损毁村庙北极殿中的偶像
,

以致遭到保守势力的责难
,

被迫离乡
,

再次经澳门到香港读书
。

当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内港登上轮船
,

他遥望十字门的海面
,

思绪万千
,

下决心用
“

科学和 民众
”

唤起

民众
,

拯救多灾多难的祖国
。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期间
,

澳门成为他来往香港
、

翠亨之间的通道和居留地
。

在澳门国父纪念馆中
,

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珍贵的照片
,

它真实地记录了孙中山先生和同学陈少

白
、

杨鹤龄及尤少执 (即尤列 )的革命友谊
。

在这个时期
,

孙中山先生经常和他们在澳门水坑尾青砖

巷 口的楼中
,

畅谈时局
,

互抒救国
、

改革的抱负
,

因言论激烈而为时人称为
“
四大寇

” 。

今天
,

我们站在水坑尾巷 口仰望这些古旧的窗 口
,

仿佛还能听到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学们激昂

的声音… …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期间
,

发表了
“

致郑藻如书
” 。

这封信是 1 890 年他写给以
“

通时务
”

著称的香

山籍退职官吏郑藻如的
。

孙中山在信中呼吁效法西方
,

进行社会改革
,

主张兴办农桑
,

禁绝鸦片
,

提

倡普及教育
,

在香山实行后再向各地推广
。

如今这封信成为孙中山全集开卷的第一篇文章
,

这封信

显示出孙中山先生的 民主思想在澳门孕育成长
。

孙中山先生在 18 91 年前后以
“

孙翠溪
”

的笔名写了两篇论文 (农功 )和 (商战 )
,

为近代思想家郑

观应所赏识
,

收录进名著 《盛世危言》之中
。

孙 中山在澳门与郑观应交游甚密
。

1 8 9 4 年孙中山从上

海经 日本抵檀香山
,

由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
。

去香港求学期 间
,

孙中山先生经常 回到翠亨村
,

他把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 日常生活之中
。

现

在翠亨故居的房屋
,

就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亲手设计而成的
,

从这幢房屋的结构
、

方 向和窗户走廊的

安排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孙中山打破中式建筑的传统旧 习惯
,

吸收了西方建筑的优点
,

阳台走廊独具

一格
。

就在这座房屋的二楼
,

孙中山先生和陆皓东彻夜长谈
,

讨论政治
,

研究改革
,

并写下了著名的
“

上李鸿章书
” 。

1 892 年 7 月
,

孙 中山先生以
“

最 优异
”

成绩毕业于香港华 人西 医院 (即今 香港大学 医学院前

身 )
,

教务长康德黎 医生 ( D R
.

J A M E S C A N IT
J

IE )非常满意他的中国学生
。

同年 9 月
,

孙中山先生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
,

他是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
,

也是镜湖医

院设西医的开端
。

陈列在翠亨中山故居纪念馆和澳门国父纪念馆的一些器皿铁床
、

医疗器械和木

桌都是孙中山先生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时使用过的
。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行 医期间
,

他还两次向镜湖医院借款
,

在草堆街 84 号开设中西药局
,

他在镜

湖医院义务行 医
,

他开设的中西药局免费供应药品
。

孙中山先生医术精湛
,

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
,

行医
“

不满二
、

三月
,

声名鹊起… … 就诊者户限为

穿
” 。

在澳 门的行医和施药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
“

博爱
”

精神和早期的
“

人道主义
”

哲学思想
。

孙中山 先 生 在澳 门 行 医的 同 时
,

还 进行 革 命 宣 传活 动
,

他和 葡 国 人 法连 斯 哥
·

飞南 弟

( F RA N CI S C O H
.

F E R N A N D E )S 在下环正街 3 号合办 了一份周刊 (镜海业报 )
,

逢星期二 出版
,

每

周刊登一篇由孙中山执笔鼓吹革命的文章
,

这份刊物远销中山
、

佛山
、

广州
、

香港
、

汉口
、

上海
、

福州
、

厦门以及新加坡
、

小吕宋
、

旧金山
、

葡萄牙等地
,

影响很大
。

由于受到排挤
,

孙中山先生于 189 3 年被迫离开澳门
,

前往广州冼基行医
,

并且在广州进行革命

组织的筹备工作
。

孙中山先生虽然在穗行医
,

但仍然常来往穗澳问
,

并保存澳 门的
“

中西药局
” ,

成为革命活动的

据点
。

仍担任 (镜湖业报 )的匿名编辑和主笔
,

经常发表政治论文
,

抨击时局
。

18 9 4 年冬
,

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之后
,

不久就回到祖国
,

策划武装反清起义
。

原定于 1 8 9 5 年 10 月 26 日(重阳节 )在广州发难
,

后因消息泄露而失败
,

陆皓东被捕牺牲
,

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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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先生等受到清政府的通缉
。

孙中山先生于 10 月 27 日晚逃 出广州
,

辗转于水路
,

第二天到达香山

县小榄镇
。

在友人和 同志的帮助下藏于
“

昭忠祠
”

内
。

后又越过凤 山
,

绕道抵莺哥咀河边
,

登上 伪装

成运鱼草料的小船
,

一夜之间
,

孙中山先生安抵澳门
。

他在澳门向葡国友人飞南弟求助
,

而飞南弟同时也得知清政府通缉孙中山的消息
。

据澳门历

史学家
、

汉学家高美士记述
,

当时孙中山剪辫换服
,

扮成女装
,

由飞南弟陪同
,

乘渡船经香港偕陈少

白
、

郑士良赴 日本
。

满清王朝在入关之后强迫全体中国人蓄发 留辫
,

因此辫子成为效忠满清王朝的

象征
。

孙中山先生剪辫标志着他与腐朽的封建制度彻底决裂
。

从此孙中山先生开始了他在海外的

长期流亡的革命生涯
。

190 5 年
,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 日本东京成立
。

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

政纲
,

主张
“

驱除挞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民国
、

平均地权
” ,

这是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同盟会纲领
。

在孙

中山策划指挥下
,

同盟会在澳门成立了支部
,

租南湾街 41 号作为秘密机关
,

不少会员在澳门活动
。

当时澳门有一位水上居民梁镜清
,

他参加同盟会之后
,

经常用 自己的渔船秘密运送武器弹药
,

并借出自己的寓所— 由义巷 11 号作为会员开会及通讯联络的地点
。

由于同盟会经济困难
,

梁镜

清毫不犹豫地把 自己家中的三艘渔船
,

全部变卖
,

捐献给同盟会
,

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

在同盟会员潘才华开办的澳 门
“

培基两等小学堂
”

里
,

孙中山先 生的革命思想在学生中传播
,

1 910 年春
,

培基学堂公开邀请同盟会会员演讲
,

成为同盟会的革命讲坛
。

19 1 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了武昌起 义
,

革命党的枪声震撼了满清皇帝的宝座
。

消息传来
,

大大

鼓舞了澳 门同胞
,

由同盟会发起在
“

清平戏院
”

举行了
“

澳门华服剪辫会
” ,

赴会者达干人
。

同盟会成

员在剪辫会上讲话
,

情绪极为高涨
,

受感动而当场剪去辫子的就有百余人
。

孙中山先生领导 的辛亥革命
,

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 治
,

结束了数干年的封建制度
,

建立 了亚洲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
: “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

顺之则昌
,

逆之则亡
。 ”

民主和 自由

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

1 9 12 年元旦
,

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

19 12 年 4 月
,

孙中山先生辞卸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
,

出任全 国铁路督办
,

为中国的

铁道建设 日夜奔走
。

积极倡导民生主义
。

同年 5 月
,

孙中山先生由香港抵达澳门
,

应镜湖医院慈善

会负责人卢廉若先生的邀请
,

下榻于卢九花园春草堂
,

广泛地会见了澳 门各界人士
,

受到了热烈的

欢迎
。

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期间
,

还到镜湖医院探望朋友和同志
,

欢聚一堂合影留念
。

澳门国父纪念

馆和镜湖医院至今珍藏这些历史图片
。

在澳门逗 留数天之后
,

孙中山先生返 回阔别 18 年的故乡翠

亨村
,

他在故居一楼住了三夭
,

和全家团聚
,

这是他最后一次 回故乡
。

1 9 13 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

妄图恢 复封建统治
,

孙 中山先生看清了袁世凯称帝的

野心
,

他从 日本回国
,

策划反袁斗争
,

进行
“

二次革命
” 。

19 13 年 6 月
,

孙中山先生 由上海赴 澳门
,

同

当时的广东都督陈炯明在澳门附近海面的军舰上会晤
,

商谈讨伐袁世凯
。

之后孙中山先生还看望

了病危在澳留医的长女孙蜒
,

此行是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澳 门
。

但是孙 中山先生的同志和亲

友仍在澳门从事革命活动
。

据史料记载
: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在 1 9 14 年后 曾长期在澳策划筹

款买军火
,

设立讨伐军阀的秘密机构
。

此外
,

孙中山先生的岳 父—
宋耀如先生在世界各地 活动

,

持的就是在澳门取得的葡国护照
。

1 9 1 9 年 5 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
“

护法宣言
” ,

同时命令他的儿子孙科到澳门以特派员的名

义成立办事处
,

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
,

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
。

孙科在澳门鹅眉街 10 号设办事处
,

联络各方面派来的代表
,

策动桂系军阀的舰队起义
。

7 月

15 日停泊在肇庆的
“

江大
”

号军舰起义成功
,

18 日上午江大舰驶到澳 门
,

受到孙科等的欢迎
。

孙科

在澳门为驱逐桂系军阀还做了不少工作
,

直至 19 20 年 n 粤军攻克广州
,

孙中山先生至上海 回广州

重组军政府之后
,

孙科才离开澳门回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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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5 年 3 月 2 2 日
,

孙 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

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出
,

举国悲哀
。

澳门各界人士和华侨于 3 月 29 日
,

假座镜湖医院开

追悼会
,

商界下半旗休业致哀
,

到追悼大堂致祭的市民先后达 2 万多人
,

是澳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追悼会
。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独立富强
,

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奋斗
,

为他创立的三民主义革命思想
,

全

心全意地为 中华民族贡献了毕生精力
,

真可谓鞠躬尽瘁
,

死而后 已
,

他得到海 内外中国人的一致敬

仰
。

孙中山先生的长 女孙妞
,

18 9 5 年 生于香 山故 乡
。

就 读于美 国加州柏 克莱大学
,

成绩 特优
。

1 9 2 3 年 6 月 25 日因肾疾逝于澳门
。

次女孙金碗
,

1 8 9 6 年生于檀香 山
,

19 21 年在广州与戴恩赛博

士结婚
。

戴曾任广州军政府外交秘书
、

梧州市长
、

海关监督
、

驻 巴西公使等职
。

1 9 4 9 年后
,

戴恩赛
、

孙金碗旅居澳门
,

19 5 5 年
、

1 9 7 9 年先后逝世
。

孙中山先生的外孙女戴成功事母至孝
,

陪侍近半世

纪
,

在 9 0 年代初逝世
。

孙中山先生虽然 已经去世
,

但是澳门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孙中山先生的足迹
。

南湾的古榕树
、

草堆街的旧屋
、

妈阁庙前的港 口
、

大三巴牌坊的石阶… … 都是历史 的见证
。

孙

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
、

深深地铭刻在澳门的土地上
。

翻 市描仁乙 兀自号 . 曰

柯高马路一怪人 澳门高士德马路和姑娘街交界处有一幢破旧 的二层小楼房
,

门牌号
:

88
。

这

一类楼房是 30 年代流行的样式
,

楼下沿马路的铺面作商业用途
、

二楼可以作住宅
。

几十年前
,

在当

时经济不发达的澳门是很实惠的商住两用的楼房
。

近十年来
,

澳门经济起飞
,

这一类楼宇已经落

伍
,

大部分都被拆除
,

建起了新楼
。

可是
,

88 号仍像一位驼背的老流浪汉
,

蓬首垢面
,

衣衫槛褛
,

可

怜兮兮地站在那里
,

与周围的新楼大厦相 比
,

它显得那么寒酸
、

落魄
、

潦倒… …

1 9 4 8 年时
,

澳门高士德马路又称为柯高马路
。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
,

柯高马路 88 号二楼租

给了一家从 中国大陆来的住户
,

当时中国大陆内战局势十分混乱
,

许多商人和官僚举家南迁
。

搬进

柯高马路 8 8 号那家的男主人
,

年过半百
,

满口湖北话
,

举止谈吐不像商人
,

也不象官僚
,

倒像是一个

贫穷的教书先生
。

他深居简出
,

即使偶然出外
,

行踪也十分神秘
,

戴着一顶礼帽
,

帽檐压得低低的
,

遮住眼眉
,

周围的邻居始终没有看清楚他的
“

庐山真面目
” 。

88 号二楼的男人一不做生意
,

二不打工
,

每夭早上到附近的
“

三盏灯
”

买一叠报纸就 回家
,

楼下

的人只听到他在楼上来 回的踱步声… …

给周恩来发出一份电报 1 9 4 9 年 10 月初
,

住在柯高 马路 88 号二楼的神秘男人作 出惊人之

举
,

他在澳门向北京发出一份电报
,

电文如下
: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

恩来兄鉴
:

兄等以廿余年之坚苦奋斗得有今 日
,

良堪佩慰
,

尚 望以 胜利争取和

平
,

以 和平与民更始
,

吊民伐罪
,

天下 归仁也
。

南天 引领
,

蜀胜钦迟
,

一 有便船
,

当来

晤教
。

弟包惠僧叩
。

包惠僧
,

何许人也 ? 居然与周恩来称兄道弟 ! 当时受理这份电报的小姐肯定吓了一跳
,

难怪有

人说
: “

澳门街藏龙卧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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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 !

包惠僧
,

何许人也? “

包惠僧
”

这个名字怪怪地
,

像是一个出家 人的名字
,

对于小城澳 门的市

民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
。

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
,

笔者曾经问过一些澳门的青年人
,

他们回答是
: “

不

知道
” 、 “
没听说过

” 、 “

算命先生
” 、 “

包惠僧大概是一个和 尚吧
。 ”

也有的反 问道
: “

是不是武侠小说里

的人物?
”

这一群澳门青年主要的精神食粮是拙劣的公仔书 (连环画 )
。

我感到可悲
。

当年住在柯高马路 88 号附近的邻居们
,

许多已搬走
,

剩下的也把包惠僧遗忘了
。

谁也没想到
,

包惠僧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

既在共产党也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高官
,

是个叱咤风云的

人物
,

非等闲之辈
。

包惠僧是湖北黄岗人
。

18 9 4 年生
,

原名道亨 ; 曾用过包晦生
、

包一宇
、

包一德
、

亦愚等笔名和化

名
。

1 9 17 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
,

教了半年书
,

就到武汉当记者
,

给 (汉 口新闻报 )
、

(大

汉报》
、

(中西 日报》撰稿
。

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

参加陈独秀
、

胡适
、

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

运动
。 191 9 年

,

参加
“

五四
”

运动
。

同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
,

仍回武汉当
“

无冕皇帝
”

— 记者
。

“

天上九头鸟
,

地下湖北佬
” ,

这是骂湖北人的话
,

但是反映了湖北人的精 明能干
。

包 惠僧年青

时精力旺盛
,

就像一只充满活力的
“

九头鸟
” 。

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 19 2 0 年秋
,

包惠僧和董必武
、

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

组
,

当时的名称叫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
,

包惠僧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
。

1 9 2 1 年 1 月
,

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
,

准备赴苏联学习
。

到上海后
,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

李汉俊 留他在上海工作
.

请包惠僧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
,

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工

作
。 4 月份挑选了刘少奇

、

肖劲光等一批青年
,

由上海坐船到海参威
,

再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

科留学
。

30 多年后
,

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
,

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
,

这是后话
。

1 9 2 1 年 5 月
,

包惠僧到广州
,

与陈独秀一起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动
,

并在 《新青年 )杂志和

《群众 》社工作
。

在中国共产党筹备期间
,

包惠僧做了大量实际工作
。

他曾和毛泽东平起平坐 19 21 年 7 月 23 日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市望志路 10 6

号开幕
。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七个地 区 13 名代表
,

包惠僧和陈公博
、

毛泽东
、

何叔衡
、

董必武
、

陈潭

秋
、

张国熹
、

刘仁静
、

王烬美
、

邓恩铭
、

李达
、

李汉俊
、

周佛海
。

还有两名外国人
:

第三 国际代表马林
、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
。

一共 15 人
。

在这次会上
,

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

身在广州的

陈独秀被选为中共总书记
。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

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
,

表现各异
。

27

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
,

28 岁的毛泽东则沉默寡言
。

中共
“

一大
”

结束后
,

包惠僧回到武汉
,

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回到长沙
,

主持湖南共产

党的工作
,

两人为了党务也常有书信来往
。

19 2 2 年春
,

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
,

避居武 昌黄土坡包

惠僧的办公室
,

他们同住了十余天
,

朝夕相处十分融洽
。

工作之余
,

包惠僧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
,

包

惠僧还请毛泽东下馆子吃饭
,

给当穷教书匠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

直到 30 年后
,

毛泽东对武 昌

的鱼和豆皮还是念念不忘
,

赞不绝 口
。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众所周知
,

在历史上
,

周恩来曾经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

可

是包惠僧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却鲜为人知
。

19 2 5 年 2 月
,

蒋中正
、

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
,

留下校本部的学

生无人管理
。

其间
,

廖仲恺 曾给蒋中正发了电报
,

要周恩来 回黄埔
,

蒋复电报说前方工作重要
,

周恩

来不能回来
.

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

前方主任周恩来
,

后方主任包惠僧
。

6

月
,

派军校留校学生参加粉碎
“

刘杨叛乱
” 。

平定
“

刘杨叛乱
”

后
,

军校学生全部回校复课
,

周恩来调

任第一师党代表
。

于是
,

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
,

那时他才 31 岁
。

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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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材
。

中共十大元帅中四位
:

聂荣臻
、

叶剑英
、

徐向前和林彪
,

都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过
,

当时他们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学生
。

他脱离了共产党 包惠僧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
,

官运亨通
,

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

练班主任
、

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

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
、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筹备主任
。

1 9 2 7 年 1 月
,

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

可是好景不长
,

19 27 年上海
“

四一二政变
” 、 “

五月夏斗寅叛变
” 。

跟着是
“

马 日事变
” 、

国民党
“

清党
” 、

包惠僧被
“

清
”

了出来
,

先

后到湖北老家黄岗
、

江苏高邮
、

上海等地避难
,

当时
,

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
,

不久就脱离 了

共产党
。

为了生活
,

包惠僧在上海帮助贺耀祖办《现代中国》杂志 ;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幕下任

参议
。

19 31 年
,

借助他与蒋中正在黄埔军校时共事过的关系
,

任蒋中正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

谋
。 “

九一八
”

事变后
,

蒋中正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

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
,

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

官
。

因为包惠僧过去 曾经是共产党员
,

所以国民党并不信任他
。

包惠僧在 国民革命军 内官阶为中

将
,

也算高级将领
,

但没有什么实权
,

只担当幕僚的角 色
。

急流勇退
,

栖身澳门 19 36 年
,

包惠僧由军界退役
,

转任文官
,

先任内政部参事
,

后任内政部户

政司司长
。

19 4 7 年
,

改任内政部人 口 局局长
。

人 口 局是一个清水衙门
,

没有 油水
,

也 没有权势
,

每

月领官铜混 日子
。

中国毕竟是一个大 国
,

占世界人 口的四分之一
。

包惠僧做中国的人 口局长
,

掌握

四万万人 口的花名册
.

尽管资料不全
,

统计不准确
,

但是名义上
,

这个局长还是很威风的
。

虽然做了

人 口局局长
,

但是包惠僧对人 口问题没有什么研究
,

政绩平平
。

他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 4 0 年后
,

中

国
“

人 口大爆炸
” ,

达到近 12 亿人口的天文数字
。

1 9 4 8 年国共内战激烈
,

局势急转直下
,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往广州
,

包惠僧见势不妙
,

申请遣

散
,

带着家眷逃到澳 门避难
。

栖身于柯高马路 88 号二楼
,

静观国内政局变化
,

有时闷得发慌
,

包 惠

僧就到新马路中央酒店的赌场里转一圈玩两铺
。

那时候还没有葡京赌场
,

当时澳门最大的赌场就

在中央酒店
。

冤家路窄
.

赌场巧遇 包惠僧到中央酒店里的赌场碰运气
,

可是他的手气不佳
,

输多赢少
。

一

天他刚玩完
,

离开赌台站起来想走
,

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圆脸— 许克祥
,

真是
“

冤家路窄
” ,

当年共

产党的死对头
,

发动长沙
“

马 日事变
”

的许克祥团长原来也在这里赌钱
。

许克祥原是军阀唐生智的部下
, “

马 日事变
”

之后投靠蒋中正
,

在北伐军中
,

许克祥是
“

右派
” ,

包

惠僧是左派
,

21 年前兵戎相见
,

21 年之后赌场相聚
,

当年在战场上拼个死活
,

今天在赌桌上决一雌

雄
。

北伐路上的
“

左派
”

和
“

右派
”

在澳门都变成了
“

逍遥派
” ,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是对中国现代政治

最大的讽刺和嘲弄
。

中国现代史上不少自封的
“

政治家
” ,

他们把战场当作赌场
,

把人 民和士兵当作赌注
,

他们的政

治资本一旦输尽
,

就逃到澳门继续搏杀
,

赌城澳 门成为昔 日中国政 坛的缩影
。

许克祥投靠蒋 中正

后
,

从团长升为师长
、

军长
、

总指挥
,

后来他的军队打光了
,

就收拾细软
,

带着老婆儿女到澳门买了房

子
,

置了产业当寓公
,

日子仍然过得十分舒服
,

在赌桌上一掷千金
。

相 比之下
,

包惠僧益发显得穷困

潦倒
,

为此
,

包惠僧深受刺激
,

感到忿忿不平
。

其实这不算什么
,

更大的刺激接踵而来
。

他原来可以登上天安门 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
,

报纸上登着毛泽东
、

朱德
、

刘少奇
、

周恩来
、

董必武的照片
,

包惠僧百感交集
、

彻夜不寐
。

2 8 年前
,

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
、

同事
、

部下和学生
,

居然当上 了全

中国的主席
、

总理
、

部长
、

司令… … 大权在握
,

呼风唤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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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眼下栖身于赌城— 澳门的包惠僧
,

既不是共产党
,

也不是国民党
,

真是俗话所说
:

猪八戒照

镜子
,

两面不是人
。

一念之差押错了宝 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
,

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
、

朱德
、

刘少奇
、

周恩来
、

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

扶着汉 白玉栏杆检阅三军
,

接受
“

万岁万万岁
”

的欢呼
。

可是命运居然

和他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

唉! 阴差阳错
,

一失足成千古恨
,

谁让他在 1 9 2 8 年
“

一念之差押错了宝
” 。

如今他只能心惊胆战地躲在澳门柯高马路 88 号这破旧的小楼上
,

他从大陆带出来的钱不多
,

坐吃

山空
,

捉襟见肘
,

整天 为全家柴
、

米
、

油
、

盐
、

酱
、

醋
、

茶和生抽王而操心
,

惶惶不可终 日
,

台北他不想

去
,

北京他不敢去
。

落到这般地步
,

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 气
,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吞下这 口

气
。

包惠僧左思右想
,

终于提笔起草了给
“

恩来兄
”

的电报
。

大陆出现了一个
“

栖梧老人
”

自从包惠僧在 1 9 4 9 年 10 月给
“

恩来兄
”

发 了一份 电报之后
,

11

月份包惠僧全家从澳门柯高马路 88 号二楼悄悄搬走了
。

邻居不知他们去了哪里
,

日子一久
,

邻居们逐渐把这一家人淡忘
,

包惠僧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消

失了
。

但是
,

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和专家并没有忘记包惠僧
,

他们不断的搜寻包惠僧的踪迹
。

1957 年
,

北京出版的 (新观察 )杂志上刊登 了一篇署名
“

栖梧老人
”

的文章
,

题 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后的见闻》
。

这篇文章和作者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

经过海外专家的分析
、

判断和考证
,

确认
“

栖梧

老人
”

是包惠僧的笔名
。

西方专家的判断没有错
, “

栖梧老人
”

就是包惠僧
。

忍痛烧毁陈独秀来信 包惠僧回到大陆后
,

经过思想改造
,

先安排他做内务部参事
,

后任 国务

院参事
,

都是没有权的闲职
.

主要工作是写回忆录
。

因为他年青时当过记者
,

参与了中共筹建工作
,

又参加过中共
“

一大
”
以及 1 9 2 7 年 7 月之前中共上层的重要活动

。

因此他的回忆录具有历史价值
。

回大陆后
,

周恩来和董必武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
,

还请他吃饭叙旧
,

可是包惠僧一直有 自卑心

理
,

甚至于不敢提笔写作
,

战战兢兢
、

如履薄冰
。

直到 1 9 5 7 年才用
“

栖梧老人
”

的笔名第一次发表 回

忆文章
。

尽管包惠僧回大陆后谨小慎微
,

夹着尾巴做人
,

但还是劫数难逃
。

19 6 6 年
“

文化大革命
”

爆发
,

包惠僧受到很大的冲击
, “

革命派
”

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
,

还用拐棍将他打了一顿
。

从此他一撅不

振
,

精神崩溃
,

吓得连夜将珍藏 4 0 年的陈独秀给他的 1 00 多封信塞进火炉中焚毁
,

这一批重要的历

史资料顷刻之间烧成灰烬
,

化作一缕青烟
。

自 19 2 0 年以来
,

包惠僧 40 年间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
,

历史变幻沧桑
,

但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

带在身边
,

精心装裱好作为传家之宝
,

没想到
“

文革
”

之初竟毁于一旦
。

岂止烧掉一百万美元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和包惠僧私交甚笃
,

自 1921 年陈独秀在广

州指派包惠僧参加中共一大开始
,

20 年间书信来往不断
,

陈独秀被 中共开除党籍之后
,

晚年隐居在

四川江津县
,

门庭冷落
,

贫病交加
,

临死前
.

包惠僧是唯一去探望他的老朋友
。

睐独秀不但是创建中共的元勋
,

也是
“

五 四
”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

著名的学 者
、

教授
,

还是精通

日
、

英
、

法三国语言的大学问家
。

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
,

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

在 目前的国际文物市

场上
,

陈独秀的 10 0 多封亲笔信
,

至少值 10 0 万美元
。

包惠僧在
“

文革
”

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质财富
,

实质上是将他年青时

代的理想
、

事业
、

友谊和精神财富全部付之一炬
。

包惠僧就像 (红楼梦 )尾声 中林黛玉
, “

焚了诗稿
,

断了痴情 ;泪哭干了
,

债还完了
” ,

真正到 了
“

人去梁空巢 已倾
”

的时候
,

他不想
,

不怨
,

不恨
,

不忿
,

完

全是失魂落魄的样子
,

眼光呆呆的
,

恍惚若梦… … 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 35 年前那个
“

无冕皇帝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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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不死的
,

你瞎了眼 包惠僧在
“

文革
”

中大难不死
,

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
,

但已经是元气殆尽
,

只剩下一个多病的躯壳
。

大约是 1 9 7 8 年的夏天
,

我和学生时代的挚友在北京新 街口 大街散步
,

看

到一位年迈的男人穿越马路时因为动作缓慢差一点被汽车撞死
,

汽车司机急刹车后
,

探出脑袋大声

咒骂那位老人
: “

老不死的
,

你瞎了眼… … 你找死啊
,

你活腻 了趁早去八宝 山
· ·

一
”

老人默不作声
,

承受着年青司机刻毒的污言秽语
,

头也不回
,

仿佛没有 听到
。

我和挚友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默默远去的老人
。

良久
,

挚友回头对我说
:

“

你知道这个老 头是谁吗 ?
”

“
谁 ?

”

“

他就是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包惠僧
。 ”

“

什 么 ? 他就是 包惠僧… … 可怜的老头 !
”

由于匆忙
,

包惠僧的五官我都没有看清楚
,

记忆 中只留下一个抖抖索索的背影
,

消失在芸芸众

生的一片灰蓝色尘埃之中… …

一年之后
,

听说包惠僧因病去世
,

终年 85 岁
。

成为中共
“

一大
”

13 位代表中第 12 位离世者
。

小楼的启示 经过 40 多年的风风雨雨
,

虽然澳 门柯高马路 88 号这幢楼房依然存在
,

但是他的

寿命也屈指可数
,

迟早会被推土机铲除
。

在尚未夷为平地之前
,

它能不断地提醒路过这里的澳门居

民
,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

温故知新
,

应该更多地了解 中国历史和澳门历史
。

自 1 9 1 1 年辛亥革命以来
,

中国历史的发展
,

就像黄河东流
,

经历了无数曲折
,

走了许多弯路
,

千

千万万热血青年成为黄河神坛的祭品
,

为此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

中华民族为了认识一些 简

单的道理
,

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太 昂贵了 !

澳门柯高马路的 88 号二楼的一位神秘人物— 包惠僧
,

他坎坷的一生
,

不 仅为笔者提供了一

个充满离奇情节
,

带有悲剧色彩的报告文学素材
,

还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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