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 王守福

宋庆龄— 这个伟大的名字
,

是和中国革命的

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

她不仅是孙中山

的生活伴侣
,

而且是孙中山的私人秘书
,

是孙中山

革命事业忠实的战友和得力助手
。

“
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 ”

18 9 3年 1月 27 日
,

宋庆龄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

资产阶级家庭里
。

在宋 氏三姐妹中
,

她 排 行 第二

( 姐姐宋蔼龄
,

最先给孙中山当英文秘书
,

后与孔

祥熙结婚
,

大陆解放时移居美国 ; 妹妹宋美龄
,

与

蒋介石结婚
,

并给蒋当秘书和翻译
,

后随蒋逃往台

湾 )
,

父亲宋嘉树 ( 字跃如 )
,

是个受过美 国救育

的虔诚的基督教牧师
,

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

命
。

孙中山是宋家的常客
,

宋庆龄在童年时代就认

识了孙中山
,

并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
,

非常爱戴

和仰慕孙中山
。

有一次
,

孙中山在 和宋嘉树谈论 中

国革命时说
: “为了使苦难的祖国挣脱专制枷锁

,

总要有一些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

我孙文要为革命而

生
,

为革命而死 ! ” 年仅十三岁的宋庆龄插话说
:

“
我也决定要同你一样 !

”

这使孙中山和她的父亲感

到惊讶
,

孙中山高兴地说
: “ 庆龄

,

你愿 意 帮 助

我
,

我非常感谢
。

可是你现在还小啊 ! 等 你 长 大

了
,

我们一起干好吗 ? ” 宋庆龄忽闪着一 双 大 眼

晴
,

认真地点了点头
。

1 9 0 8年
,

十五岁的宋庆龄赴美留学
,

考入佐治

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工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文学系
,

毕业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
1 9 1 1年

,

她在校

刊上发表文章
,

第一次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

由于她文才卓越
,

被推荐担任了校刊文学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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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

她接到父亲来信
,

获悉革命党人起义成功
,

清王朝被推翻
,

中华民国成立
,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

总统
,
父亲还寄来一面新国旗— 五色旗

。

宋庆龄欣

喜若狂
,

她一把扯下墙上的大清国龙旗
,

踩在脚下
,

挂起 了新国旗
,

高呼
“
打倒专制 ! 高举共 和 的 旗

帜 !
”
在场的同学都被她这种炽烈的爱国热情所感

动
。

同年四月
,

她又在校刊上发表了题为 《 二十世

纪最伟大的事件 》 的文章
,

欢呼辛亥革命的胜利
。

但是
`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夺

了
。

孙中山发动讨袁的
“
二次革命

”
失败后被迫于

1 9 1 3年 3 月东走日本
,

重新组织力量
,

筹划三次革

命
。

由于宋庆龄一家与孙中山关系密切
,

为躲避袁

的迫害
,

也随之隐居 日本
。

此时宋蔼龄给孙中山当

英文秘书
。

1 9 1 3年夏
,

宋庆龄在美国学习毕业
,

回国时途

经日本
,

8 月底到达横滨
,

见到了家人
。

9 月 中

旬
,

她满怀仰慕
、

祟敬的心情
,

带着一些革命同情

者送给孙中山的一盒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

件
,

到东京看望孙中山
。

据 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
,

在此后的十天中
,

宋庆龄曾八次看望孙中山
,

坚定

地表示愿为革命尽力的决心
。

1 9工4年
,

因宋蔼龄与孔祥熙结婚
,

经孙中山同

意
,

宋庆龄便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

她

梦寐 已求的夙愿终于实现 了
,

从此
,

她开始了秘书

生涯
。

她协助孙中山处理函电
,

起草文件
,

提供资

料
,

从事联络
,

经管革命经费等
。

由于 她学 识 渊

博
,

通晓外文
,

办事精明
,

工作干得很出色
。

尽管

她的工作十分紧张
、

繁忙
,

但她却如鱼得水
,

心情十

分舒畅
,

她在给美国读书的妹妹的信中说
: “

我从没

有这样快活过
。

我想
,

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

候就想做的
。

我真的接近 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 ”

、 “
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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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给孙申山做秘书后
,

热爱祖国和献身革

命事业的共同志向
,

使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

战友情谊
,

彼此开始倾心相爱
。

1 9 1 4年秋
,

宋庆岭何国探望已返祖国的父母
,

临行前她向孙中山倾吐了自己的衷情
,

孙中山要她

慎重考虑 自己的终身大事
,

她却郑重地回答
. “ 你

曾说过
,

一个人要是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
,

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

我经过长期
、

慎重地考虑
,

深

知为你
、

为革命服务
,

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偷快的

事… … 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 ! ” 孙中山请她征得

父母同意后再作决定
,

宋庆龄坚定地说
: “

我的婚姻

由我 自己作主
。

我决心要和你在一起生活和工作 J’’

宋庆龄回到上海向父母征求意见时
,

遭到全家

的强烈反对
,

她的母亲坚决不同意
,

并说
: “ 你耍

和孙中山结婚
,

就不要再回到这个家里来了
。 ” 宋

庆龄毫不为亲人们的意见和压力所动摇
,

她坚持自

己的意见
,

反复指出孙中山伟大的革命事业需要 自

己
,

她甘愿和孙中山生活在一起
,

帮助她工作
。

她

在给弟妹们的信中写道
: “ 自己仅有的欢乐

,

只有

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
。 ”

1 9 15年 10 月 25 日
,

宋庆龄冲破家庭和亲友的阻

挠
,

毅然来到日本东京
,

和正在流亡中的孙中山结

了婚
,

从此
,

宋庆龄的生活和孙中山的革命生涯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

他们的结合
,

是革命事业和忠

贞爱情高度统一的典范
,

这种结合本身就具有反封

建的革命意义
。

婚后
,

宋庆龄以夫人的身份继续担任孙中山的

秘书
。

她在给美国学友的信中谈到自己和孙中山结

婚的情况时说
: “

是尽可能的简单
,

因为我俩都不喜

欢繁文缚节
。

我是幸福的
。

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

理英文信件
。

我的法语已大有进步
,

现在能够阅读法

文报纸
,

并直接加以翻译
。

对我来说结婚就好象是进

学校一样
,

不过
,

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 ” 1 9 1 6年 5

月
,

她作为秘书
,

曾协助孙中山起草了著名的 《 第

二次讨袁宣言 》
。

19 1 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
,

当消息

传到中国后
,

她同孙中山一样兴奋不已
。

此后
,

她

除继续担任处理英文函电和法文翻 译 外
,

又加 紧

学习俄文和德文
,

为联系苏联作准备
。

1 9 1 8年夏
,

孙中山向列宁和苏联政府电贺十月革命 的 胜 利
,

从此
,

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开始了函电来往
,

宋庆龄便

担负起俄文函电的起草和翻译工作
。

同年 8 月
,

朱

庆龄随同孙中山迁居加拿大
,

孙中山决 心 著 书立

说
,

唤醒民众
。

除继续撰写 《 建国方略 》 外
,

义创

办了 《 建设 》 杂志
。

在此期间
,

宋庆龄一面细心照

料孙中山的日常生活
,

一面帮助查阅资料
,

誊写文

稿
,

还经常同孙中山共同探讨三民主义等问题
。

孙

中山在此后所撰写的 《 实业计划 》
,

《 民权初步 》

和 《 孙文学说 》 等重要著作中
,

无不饱含着宋庆龄

的一份辛劳
。

1日1日年
,

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
五

四
”
爱国运动

,

宋庆龄和孙中山~ 起
,

满腔热情地予

以支持
,

同年 了月
,

桂系军阀和北洋军阀 北 呼 南

应
,

疯狂镇压广东的爱国运动
,

宋庆龄根据孙中山

的授意
,

代为起草 了要求广东军政府立即释放被捕

工
、

学界代表的电报
。

孙中山对他和宋庆龄的结合
,

十分满意
,

在写

给他的老师詹姆斯
.

康德 黎 的信 中 说
: “

我的妻

子
,

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 , 是我的最早合作

者和朋友的女儿
。

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

这是我

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
。

我能与 自己的

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
,

我是多 么 幸 福 ! ”

“
中国不能没有你

,,

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伴侣和秘书
,

而且是孙

中山最忠实的战友
。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

她总是挺

身而出
,

保护孙中山
,

表现出高度的自我 牺 牲 精

神
。

1 9 2 2年 6 月15 日
,

刚从北伐前线回到广州的宋

庆龄
,

和孙中山处理完积压的函电和文件后
,

很晚

才入睡
。

16 日凌晨两点
,

孙中山接到一个 紧 急 电

话
,

报告广东军阀陈炯明已叛变
,

马上要进攻总统

府
。

他立即 唤醒睡梦中的宋庆龄
,

决定同到一艘军舰

上去
,

以便指挥部队抵抗叛军
。

在此危急关头
,

当时

已怀孕的宋庆龄怕拖累孙中山
,

坚持孤身留下吸引

敌人
,

掩护孙中山先行离开险地
。

孙中山则坚持要

同她一起走
,

两人争执不下
。

最后
,

宋庆龄急切地

对孙中山说
: “

北伐战事刚刚开始
,

中国可 以没有

我
,

但是不能没有你 !你应该 以国事为重
。

再说
,

他们

的 目标是你
,

我留下
,

还不至于有多大危险
。 ” 看

到宋庆龄不容置疑的神色
,

孙中山才决 定 独 自离

开
,

他把五十名卫兵全部留下
,

自己化装成一名 中

医
,

只带着一名卫士长匆匆走 了
。

孙中山走后不到

半小时
,

叛军便开始进攻
,

总统府周围枪声四起
,

不断传来
“
打死孙文 ! ” “

打死孙文 ! ” 的 嚎 叫

声
。

拂晓前
,

敌人开始用大炮轰击总统府
,

卫士们

则用步枪和机关枪进行还击
,

战斗异常激烈
。

战至

早晨八点
,

卫士伤亡过半
,

子弹也剩下不多了
,

宋庆

龄估计孙中山已脱离险境
,

才在两名士兵和一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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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护卫下
,

冒着枪林弹雨
,

离开总统府住宅
。

在

突围的路上
,

一名卫士牺牲
,

副官也身负重伤
。

最

后
,

宋庆龄也化装成农村妇女
,

手提菜篮
,

同另一名

化装成小贩的卫兵冲出敌人的包围
,

暂住在岭南大

学一位朋友家中
。

由于紧张
,

疲劳过度
,

她小产了
。

几天后
,

宋庆龄终于到达
“
永丰号” 军舰

,

回到孙

中山身边
。

后来宋庆龄回忆说
: “

真如死别重逢
。 ”

宋庆龄是孙中山发展革命武装和
“
航空救日

”

主

张的坚定支持者
。

1 9 2 3年 7 月
,

她陪同孙中山到广

州 沙头机场
,

观看由大元帅府航空局长杨仙逸装配

的第~ 架国产飞机的试飞
。

飞机只有两个座位
,

除飞

行员外还可坐一人
。

当孙中山间在场的观众谁愿意

登机试飞时
,

宋庆龄当即回答
: “

我愿意了
”

在得到孙

中山的同意后
,

她从容地登上没有座舱盖的飞机
。

飞机起飞后在广州市上空作了成功的飞行表演
,

然

后安全降落
。

观众们为宋庆龄这种大无畏的苹命胆

略所感动
。

孙中山接受观众的一致请求
,

当即用
“
洛

士文 ” (宋庆龄用过的英文名字 )命名这架 飞机
。

宋庆龄还是孙中 山新三 民主义的参与谋议人 和

坚定维护者
。

1 922年前后
,

她参与了孙中山同中国

共产党代表李大钊
、

林祖涵
,

以及列宁所撅使节马

林
、

达林
、

越飞等人的商谈
,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具体工作
。
当国共合作问题尚在酝酿时

,

宋庆龄曾

向孙中山请教为什么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 孙中

山说
: “

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
,

要救活它就需要

新血液
。 ” 从此

,

宋庆龄坚定地维护孙中山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

国民党一大 召 开 前

夕
,

在一次讨论改组 国民党和实现 国共合 作 问 题

时
,

国民党右派分子在会上造谣诬蔑共产党
,

妄图

破坏国共合作
,

遭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
。

这些人仍

不死心
,

以为宋庆龄年轻可欺
,

便找上门来
,

请求

帮助他们 反对这一行动
,

宋庆龄毫不客气地对他们

说
: “

中山先生曾经说过
, 峪

共产党人是我的真正

的革命同志
’ 。

我深信他的话是对的
。 ” 右派分子

碰了一鼻子灰
,

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

“
志先生之志

,

行先生之行”

1 9 25 年 3 月 12 日
,

孙中山因患肝癌在 北 京 病

逝
。

在他病重期间
,

宋庆龄日夜守护在病榻前
。

孙

中山临终前
,

宋庆龄托着孙中山颤抖的手腕在遗嘱

上签了字
。

孙中山在 《 遗嘱 》 中说
: “ 余致力于国民

革命
,

凡四十年
,

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

积四

十年之经验
,

深知欲达到此目的
,

必须唤起民众
,

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

共同奋斗
。 ” 在

《 家事遗嘱 》 中锐
: 训余国尽瘁国事

,

不洽象产
,

其所遗之书籍
、

衣物
、

住宅等
,

一切均付我妻宋庆

龄
,

以为纪念
。 ” 在致鑫场劝沃的遗书中

,

闲明了他实

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
,

艇还嘱托宋庆龄代他访间莫

斯科
,

以实现其未遂之姗
。

孙中山的逝世
,
引起倩全国上下的悲痛

。 作为孙中

山夫人和秘书的宋庆屿
, “ 哀伤甚盛

” 。 、

但是
,

她很

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
,

高擎着孙中山的年命火炬
,

继续完成孙中山的未竞事业
。

1 9 2 5年 6泪
,

她著文

发誓
: “

志先生之志
. ,

行先生之行 I 加在此后长达

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
,

证 明她不槐为孙中山革

命理想和事业的坚定继承者
。

她用巨
性
大的精力整理

孙中山先生的书稿
、

,

文电 和 信 函
,

出 版了 《 国父

全集 》
。

1 9 2 7年 8 月
.,

她代表孙中令山赴莫 斯 科 访

问
,

实现了丈夫生前的遗愿
。

宋庆龄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

总理遗志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1 9 2 7年
,

蒋介

石发动
“
四

·

一二 ” 反革命政变
,

大肆屠杀共产党

人
,

宋庆龄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

泽东
、

董必武
、

挥代英等
, ,

联名发表 了 《讨 哄 通

电 》 多 在反革命的
“
宁汉合流 ” 前夕

,

她又发表声

明
,

严正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1日4 1年

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
皖南事变

” ,

宋庆龄立

即同何香凝
、

陈友仁等联名通电
,

谴责国民党政府

的倒行逆施
,

严厉斥责蒋介石
“
把孙中山的遗训置

诸脑后
,

破坏团结抗战
”
的罪行 ; 1 9 4 6年蒋介石发

动反革命内战
,

叫嚣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
,

宋庆

龄发表声明
,

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人民性质
,

呼吁关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 援 助 国民

党
。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亲密战友
,

在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

黑暗岁月里
,

她和鲁迅
、

蔡元培
、

杨拴筹 人 组 成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

以她崇高的威望和地位
,

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
,

千方百计地支援
、

掩护和营

救了许多被迫害的同志 ; 抗日战争中
,

她在香港发

起组织了 “ 保卫中国同盟 ” ,

向全世界募集医疗器

械
、

药品
、

资金和其他物资
,

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

断地运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 解放战争

中
,

她不顾蒋介石的恐吓和威胁
,

继续筹集了大批

医疗器械
、

药品和其他物资运往解放区
。

她以 白己

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方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斗争
。

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
,

宋庆岭
“
在历次夭键

名5



书 益 寿
福建 许少鹤

人常言
:

书画益寿
,

似觉有理
。

最近
,

因工作需要接触了一些书学材料
,

将一些书

法家的年龄作个小统计
,

更对此确信无疑
。

《 辞海
·

艺术分册 》 记载的有生卒年可考的

书家为四十五人
,

其中年纪上七十岁者为二

十人
, 七十岁 以上的二十人中又有九人上八

十岁
,

如欧阳询八十有四
,

虞世 南 正 好 八

十
,

柳公权八十有七
,

近人沈 尹 默 八 十有

八
,

清代书家梁同书更达九个二岁高龄
。

冯

亦吾先生 《 书法探求 》 中所列明清书家标有

生卒年的为四十八人
,

上七十者 为 二 十六

人
,

达半数以上
,

其中如文征明
、

董其昌分

别为八十九
、

八十一岁高龄
,

这在
“
人生七

十古来稀
”
的时代

,

确非易事
。

这些书家之所以长寿
,

一般说来
,

与他

们所处的生活环境都较舒适有关
,

但又不能

不承认与书法这一艺术形式有着密切的
、

必

然的联系
,

因为许多帝王将相
、

达官显贵的

生活条件比他们更优越
,

但其长寿者比例却

并不高
。

学书使人长寿
,

某些报刊已作过分析
,

认为写毛笔书法有如练气功
,

其坐势需
“
头

正
、

身直
、

臂开
、

足安
” , 立势需

“
头俯

、

身躬
、

臂悬
、

足开
” ; 写时又 必 须 凝 神静

气
,

运力至笔尖
。

同时
,

学书也是一种高尚

的审美享受
,

它能使人赏心 怡 性
,

其 乐融

融
。

梁厚甫先生 《 科学书法论 》 谈及
: “

要

求兼得世间美好的事物
,

应求 之 书 法… …

进入书法之园地中
,

有如进入了众香国
,

争

妍斗丽
。 ”

金学智 《 书法 美 学谈 》 中说
:

“
如果你深入下去

,

交上了这位神奇变幻的
`

龙须友
, ,

就能跟着它 在
`

毫厘 锋 颖之

间
’

这个微观世界里遨游
,

得以窥测这个创

造美的奇妙的历程
,

获得一言难尽的审美感

受
。 ” 以上可谓行家之谈

。

本人还以为
,

学

书又何止是学书法本身
,

它还可以增长学书

者不少知识
,

你写一首诗词
、

一篇古文
,

乃

至一纸帖子
,

总要揣摩揣摩这首诗词
、

这篇古

文
、

这纸帖子是什么意思
,

直至不惑方休
。

据科学考察
,

适当地多动些脑 筋
,

学 些 知

识
,

保持脑子活力
,

也是能促进人的身心健

康的
。

时刻
,

一向是支持我们党
,

同人民站在一起的
。

她

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 ”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

宋庆龄始终紧跟时代的步

伐
,

不断前进
。

她由最初的爱国主义
、

民主主义战士
,

逐步转变为国际主义
、

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

1 9 58

年
,

她就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

刘少奇同

志代表党中央告诉她
: “

从现在的情况看
,

你暂时

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
。

你虽然没有入

党
,

我们党的一切大事
,

我们都随时告诉你
,

你都

可以参与
。 ”

宋庆龄表示理解党的考虑
。

1 9 8 1年 5

月
,

宋庆龄病情加重
,

邓颖超同志代表党中央前去

看望
,

刚刚喊了一声
“
宋副委员长 ” ,

宋庆龄立刻

打断她的话说
: “别叫我

`

副委员长
’ ,

叫我庆龄

同志
’ 。 ” 同年 5 月15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

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

16 日
,

全

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

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和国名誉

主席的荣誉称号
。

当邓颖超
、

廖承志
、

宋任穷同志

把这一喜讯报告给病榻上的宋庆龄时
,

她万分感激

地说
: “

谢谢同志们 !
”

1 9 81年 5 月 29 日
,

宋庆龄—
一

这个二十世记最

伟大的女性离开了我们
。

但是
,

她的革命风范
,

她

的崇高品德
,

与山河共存
,

与日月同辉 !

( 题图 薛从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