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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廷一先生的传记文集即将在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副牌）出版，作为老朋友，我首先表示祝贺。
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界的一大喜事、盛事。
中国传记文学，经过三中全会后近三十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
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等身。
陈廷一先生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完成了《许世友传奇》三部曲的创作，作品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轰动当时文坛。
与会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示传记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陈廷一先生传记创作也从此扬帆起步，奋蹄疾飞。
陈廷一先生慧眼独具，选材新颖。
倘若说他的《许世友传奇》是在“活人不能立传期”完成的，接下来他又在海峡两岸的“冰冻期”，
适时拿出了一部记述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的传记，更引起了大陆同胞极大的阅读兴趣。
此书像《许世友传奇》一样，先声夺人，一版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文学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
书刊发行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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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庆龄是个“异数”。
 　  在她的心目中，国比天大。
早年她追随孙中山，万难不辞。
后来，为了追求真理，她不惜将蒋氏政权反目，与家族决裂⋯⋯ 　　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又把自己的
生命全都献给了祖国伟大建设事业和新中国儿童福利事业。
她不愧为新中国的名誉主席。
 　　本书讲述了宋庆龄的情感世界和为国家富强独立而献身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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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廷一，男，汉族。
河南鹿邑人。
中共党员，197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
历任装甲兵学院文化处创作员、宣传处副团职干事，河北美术出版社青少年读物编辑室主任、总编助
理。
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许世友传奇》、《宋氏三姊妹》、《少林十八僧》、《罗汉棍》等。
《许世友传奇》获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金牛奖，电视剧剧本《许世友在少林》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
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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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民主式的家教一宋氏家庭是美满的，美满的家庭常充满欢乐的笑声。
这是周日的一天，位于浦东区的宋家小院，传出一阵阵高山流水般的琴声，伴随着那悦耳动听的歌声
，吸引了路人驻足，以及近邻们的好奇——这是宋家的家庭歌舞晚会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高扬的
琴声奏出激昂的旋律。
优美的歌声偕着钢琴的神韵。
这是一首美利坚共和国的西部民歌，歌颂一位姑娘。
她被男骑士风采所倾倒，虽射出了丘比特之箭，却不见心上人的回音⋯⋯歌声和着琴声，一阵高昂，
一阵低旋。
高扬时如大海扬波、瀑布奔涌；低旋时如小河流水潺潺，又如山泉叮咚⋯⋯有高有低，有紧有慢，优
美动听。
男中音的歌唱者是宋庆龄的爸爸，此时他在与长女宋霭龄一起歌唱，奏琴者则是宋庆龄的妈妈倪桂珍
。
宋庆龄和小妹宋美龄在歌声中翩翩起舞⋯⋯虽然她们还不懂事，但已被这优美的旋律所打动。
是宋美龄先跳的，渐渐有点害羞的宋庆龄也跳了起来，后来她们都习以为常了。
举办周日晚会，已是宋家惯例。
同时也看得出，这是宋查理教育熏陶孩子的一种刻意的安排。
不是吗，歌舞最能为儿童所接受。
渐渐地，在这个欢乐的家庭里，人各有志，宋霭龄继承了父传——唱歌，宋美龄学会了跳舞、作画，
而宋庆龄则继承了母传——弹琴。
唱歌、跳舞、弹琴都是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的。
从小看大，日后，这种无意的选择也影响了她们各自的性格。
唱歌使宋霭龄泼辣，跳舞使宋美龄活泼，而弹琴则使宋庆龄内向深沉。
不是吗？
这种性格又使其在动乱的社会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国”，此话自有一番道理。
三姊妹，如洛阳牡丹，各有风韵，令世人敬仰。
成年后，三姊妹常沉浸在童年的欢乐回忆中。
晚会陶冶了她们的情操，晚会给了她们施展才华的机会，晚会使她们成为大家闺秀，晚会又使她们与
害羞胆怯绝缘。
同时，三姊妹的性情也在晚会中孕育。
虽然政治把她们分开，但这种姊妹亲情却在她们陷入痛苦时，用琴声、歌声、舞姿来表达。
据说宋美龄60岁已告别“舞台”。
可是，宋庆龄则不同，直到晚年她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还摆着一架古色古香的钢琴。
工作一天后，在寂静的夜晚，关上门来，弹奏一首首贝多芬的乐曲和美国西部民歌，寄托自己的情思
，也是对父母以及姊妹的一种深情的怀念，成了她高尚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小庆龄的出生地浦东区的住宅，是宋父用自己的积蓄除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外，特为儿女们购买建
造的。
新式的楼房，代表当时宋父的思想风貌，是宋父亲自画图纸，亲自设计的，如今坐落在浦东区川沙县
南市街上。
它的建筑形式和格局，别具一格，土洋结合，中西合璧。
主楼后面是一些较小的房舍，作为仆人的住处，房舍后面便是与农民耕地相接的大菜园、果园了。
菜园、果园的占地大概为住房的数十倍。
这是宋父刻意安排的。
在宋父的心里，孩子来到人世，应归于自然。
正如笼中鸟、网中鱼，应该还其蓝天和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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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宋庆龄和其姊妹们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少年；在这里，她熟悉了各种蔬菜的名字，花果生长
的周期，以及鸟儿的鸣叫；在这里，她们接触了郊区农民朴实豪爽的性格，这又透过她们明亮的眼睛
，注入她们的心扉。
特别是宋庆龄，这一段生活为她日后理解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打下了基础；在这里她们又看
到父母勤劳的身影，烈日伴着汗珠流下，更体验出古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的深刻含
意。
“爸爸，我来帮你！
”小庆龄从心中喊出了第一句话。
菜园、果园虽大，但却满足不了孩子探奇的心理。
有时候，三姊妹在园中玩腻了，便翻过宋父筑的篱墙，到农民的耕地里去“疯”，难免违犯“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
宋父是通情达理的，偷偷付给农民一些赔偿费，以平息他们的抱怨。
但他决不允许他们动辄训斥他的孩子们，因为孩子正是长知识开眼界的时候，吹掉了一个花蕾，会少
结一个果实的。
懂得道理的农民们，面对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知道绅士的脾气，也把她们当成了“宝贝”。
因此，宋家一直与乡邻友好相处，断不了来来往往，乡邻们送来新奇的产品，孩子们则从他们的不修
边幅和蓬乱的头发上，体会出劳动的高尚。
“妈妈，我也要帮您洗碗！
”宋庆龄又从心灵中呼喊。
日后，宋庆龄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难怪有些知情的外国朋友，点名要到宋庆龄家做客，品尝她的灶
上手艺。
正是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外加宗教色彩、民主氛围，使这个家庭与当时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相比较
，处在一种“世外桃源”的优越环境中。
既有基督教严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谐、欢乐和诗情画意的气氛，使宋庆龄从小就受到高尚情操的熏
陶，培养出她独特的品性：文雅善良，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厌弃邪恶。
三宋氏三姊妹，经过宋氏父母的精心栽培，日后一个个如出水芙蓉，风韵各异，这不仅表现在她们的
穿戴和发型上，同时也表现在她们的举止言谈上。
在穿戴上，宋美龄喜红，红给人跳跃之感；宋庆龄喜绿，绿给人自然之意；宋霭龄居中喜蓝，蓝给人
朴实高洁之魅力。
在发型上，宋美龄烫发偏洋；宋庆龄挽髻偏中，而大姐宋霭龄则不中不洋，十分随意。
在大的场合中，比如节日庆典，三姊妹的穿戴和发型都是各富诗意，同时也表明各自的追求和审美观
点。
所以说，三姊妹的美，不光在外表，而从外表来看也透出各自心灵的美。
宋庆龄出世后，宋查理这个有眼光有作为有建树的实业家（企业家），已是上海滩上少有的“小康之
家”。
金钱作为身外之物，宋查理已把它看透。
面对着中华民族的危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宋查理已接受了孙中山的观点，拯救中华，实行
大同。
此时，他已另有所求了。
按照宋父的观点：“无钱难生存，钱多害子孙。
有钱行善事，救国为己任。
”要让孩子尽情享受金钱带来的文明，又要使孩子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往往国人只知前者，而忽视了后者。
一天，宋霭龄带着弟妹们，兜里装着妈咪送的钱（宋父是从来不给孩子零花钱的，孩子需要什么就买
什么，哪怕很贵，只要需要，他决不吝啬），高高兴兴地在街上买来了法国的高级巧克力，分给弟妹
们吃，恰赶上宋父驱车回来看见。
宋查理，这位敢冒天下风险的人，最知道金钱的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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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爱冲动的人，不高兴立即表现在脸上。
孩子们都怕了，纷纷把巧克力藏在身后，拙笨的童稚，怎能逃出父亲的火眼金睛。
“把手伸出来！
”宋父厉声喝道。
一只只手伸了出来。
“是谁买的？
”姐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
“快说！
”“是我。
”宋霭龄好汉做事好汉当。
“你是大姐，是弟妹的榜样，怎么能乱花钱呢？
”接着宋父的口吻又和蔼下来，“你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这下，你妈妈半个月教师工资就给吃光了。
半个月等于15天啊！
”接着，宋父又把自己新买的巧克力分发给姐妹们。
⋯⋯此事过后，孩子们再无类似的事件发生，宋父再也没批评过谁。
在他的心田里，孩子已知道钱的来之不易，无需唠叨，因为唠叨是教育的对抗。
四在宋氏家庭里，作为父母，他们都是基督教崇尚者，同时，他们也信奉老子“无为而治”的民主自
由的教育，这一点在孩子教育上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认为“三从四德”是对民主教育的反叛，因此竭力抵制。
教育孩子要自食、自力、自信、自强、自息。
男女都是一样。
“女人低于男人，作为女人不要依附于男人。
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国家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
”培养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心。
日后，宋氏三姊妹都有远见卓识，应该说也是父母这种教育的回报。
俗语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桃树栽上三年开花结果，杏树栽上四年开花结果，梨树栽上五年开花
结果），等院中由宋父亲自栽下的桃树、杏树、梨树花开溢香、硕果压枝的时候，小庆龄已长到六七
岁了。
加上宋美龄和宋子文的相继出世，宋家已是儿女满堂了。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宋父，他知道知识对国家的重要。
要投身革命，仅靠自己一代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尤其是孙中山的革命失败后，于是作为有先见之明的宋父，已把目光放远，把培育目标转移到孩子身
上。
再加上“三姐妹如花似玉，走到街上谁见谁夸”，更坚定了他对孩子培养的信心。
一天晚上，宋父、宋母进入卧室。
“亲爱的，让庆龄上学吧？
”宋父征求宋母的意见。
“庆龄前天还给我吵吵，要跟姐姐一块去上学。
为这，我已把书包给选好了。
”宋母说着顺手在衣柜里取出了新买的书包。
“亲爱的，你想得太周到了。
那么，我明天就送她去上学。
学校我已经说好了。
”“在哪里？
”宋母睁大了眼睛。
“中西女塾，霭龄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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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她们姐俩可以做伴了。
”翌日，雄鸡高唱时，宋庆龄早早地来到宋父的卧室报到，然后驱车来到中西女塾。
“爸爸，今后你就不要送我了，只限这次。
”宋庆龄道。
“好孩子，有志气。
”宋查理吻了宋庆龄。
据《宋庆龄传》（1990年8月版，尚明轩、唐宝林著）记载，中西女塾，英文名称叫“马克谛耶女子学
校”，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主要发起人是林乐知。
他根据自己在虹口创办“中西书院”的经验，看到当时中国“高贵”的妇女界在学校教育方面还是个
空白点，便建议美国卫理公会，由南方布道会筹备在上海建立一所专门吸收“高贵”华人女儿的高级
女子中学。
这个建议使教会的领袖们得到启发，感到过去他们在中国的工作确实太不上算了。
他们想：“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不断地为乞丐们开办义务学校？
假使让富有的、聪明的中国人先领悟了上帝的道理，再由他们去广泛地宣传这个‘福音’，我们不是
可以少花钱办大事吗？
”美国教会研究了林乐知的建议后，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意见，大力支持。
从教会方面考虑，他们也想通过办学培养为自己工作的中国妇女界领袖。
该学校的课程设置，有语文、英文、历史、地理、宗教、刺绣及烹饪等。
除语文课外，一律都用英语教学，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由
美国的教师讲授。
由于该校的英语教学一直坚持高标准，在家庭中又有父亲的辅导帮助，使宋氏三姐妹受益匪浅，为她
们日后都能够操一口令人羡慕的流利的英语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姐妹的英文口语，还各有特点：宋美龄的悦耳动听，宋霭龄的低沉流畅，宋庆龄的文雅甜润。
宋查理夫妇所以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先后送进这个学校，显然如海淑德教师所指出的，是由于宋查理早
年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希望自己的女儿在这里受到完全西式的正规教育，并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的熏
染。
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交通落后，当时由汉口路到浦东宋家住宅有很长一段路。
寄宿于学校，可以使她们像父亲那样，从小就培养独立生活、个人奋斗的精神。
此外，由于该校是慕尔教堂的一部分，而宋查理是慕尔教堂主日学校的校长，每逢星期日，他都同妻
子一起来参加教堂的礼拜，这样也便于对女儿们的照顾和点拨。
宋庆龄从小爱好学习，读书非常用功，常在天色很晚的时候还在读书。
父亲劝她休息，她回答说：“把功课复习好，我才快活。
”她还勤于动脑，独立思考，对一时不理解的问题或不能苟同的传统观念，大胆怀疑，进行探索。
学校里每星期三晚上都从社会上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客人来主持宗教讨论会。
有时宋查理夫妇也来主持会议。
讨论会鼓励孩子们提问题，经过公开的讨论，解决她们信仰上的疑难问题。
宋庆龄常常踊跃地提问。
对此，妹妹宋美龄很不理解。
有一次星期三晚上讨论会结束后，她生气地责问宋庆龄：“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
难道你不忠实信仰？
”宋庆龄只是莞尔一笑。
当时宋庆龄爱留短发，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讲究穿戴。
她特别喜爱英语和文艺。
她生性文静腼腆，却在文艺演出时很大胆，演技颇好。
她曾参加该校低年级的一次期终演出，在剧中扮演一位公主，这位公主后来被加冕为皇后与国母。
宋庆龄的演技，博得在场教师和家长们的赞扬。
演出结束后，宋查理的一位朋友登上台高兴地叫喊说：“这样一来，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亲，国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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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了！
”当年的这个笑话，想不到与后来宋庆龄嫁给大总统孙中山，成为一个有趣的巧合。
这些表现了宋庆龄智慧早开的一面。
另一方面，她受环境影响和父亲和孙中山的革命教育，又有政治上早熟的一面。
演出后的当天晚上，孙中山先生再次来到上海，就住在宋家。
他听了宋查理的述说，当宋庆龄风姿绰约立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几年不见，成了一位大
姑娘了。
长高了，漂亮了。
听说你演的公主成了皇后，恭喜你，我们的小皇后。
”宋庆龄嫣然一笑道：“孙叔叔，你别夸了。
”在人们中间有一个常听到的传说，说宋庆龄在13岁时，有一次同孙中山谈话，孙中山对她说：“我
们只有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才能救国。
”她说，她要为他的同一目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奋斗。
孙回答说：“庆龄，好极了！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将十分感激你。
”考虑到宋家同孙中山关系密切、观点相同，有这样的谈话是可能的。
当然，不一定是原话，而且，关于伟大人物的故事常常添枝加叶，演绎成传奇。
五节假日，是全家的欢乐日。
没有上学的宋美龄，期盼着上学寄宿的大姐、二姐的归来，好给她讲《圣经》的故事，这是家庭晚会
少不了的保留节目。
姐妹们在一起玩个痛快也是常事。
一天上午，一辆黄包车停在了宋家的院子里。
姐妹们围着黄包车在看新奇。
“车夫呢？
”宋霭龄问宋庆龄。
“去爸爸房里啦。
”宋庆龄用手指了指。
“我可以拉吗？
”宋霭龄又问，不等宋庆龄回答，她就架起把，跑了十几步停下，逗得弟妹们咯咯大笑。
这时，宋庆龄走上来，也把宋子文、宋美龄招呼到跟前道：“我们和大姐做个游戏好吗？
”“好的。
”大家齐声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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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面对着这些一部部即将付梓、变成墨香的书稿，三十年的漫长艰辛化成一丝快意掠过我的心田。
这一丝快意中还带有几分成功的自信。
我与共和国同龄。
我的创作与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同步。
严格地说我是一位编书匠，而不是一位职业作家。
写作只是我的最爱。
因此，三十年的节假日不像别人都花在生活的乐趣中，而我只是穿梭于南北的采访、苦涩的读书和挑
灯的写作。
确实，我是从平凡中走来，平凡给我梦魇中的崇高；我从饥饿中走来，贫穷给我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
；我从军营中走来，军旅给我坚忍不拔、雷厉风行的作风。
倘若说我今天“功成名就”的话，那么平凡中做人、饥饿的童年、单调的军旅生涯，当是成功“三要
素”，缺一不可。
这也是我花甲之年对创作的思索和感悟。
应该说我的这十几部区别于他人的传记，多了些许生活琐碎，摒弃时代留给作者的“高、大、全”的
精神桎梏，多了时代性和世间人情人性的描写，多了家庭、婚姻和爱情的描写，多了些故事的好看，
多了些个性的刻画。
比如说孙中山谈女人，语惊四座。
应该说这是还原中山先生的真实。
孙中山是人，其次才是伟大的革命家，他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作为男子汉，他有异性追求，同时也追求异性。
再如宋氏三姐妹，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
爱钱者人为财死，爱权者以身相许，爱国者国比天大。
等等，这都是我采访、写作的价值观，抑或是我认为的铁的写作原则⋯⋯。
同时，面对着这么一部部即将付梓、变成墨香的书稿，我心底又涌出一股感恩的冲动。
应当说这感恩中还带有几分细节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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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比天大:宋庆龄》中宋庆龄是一个“不谙世”的政治人物。
她有女性的纤柔，更有超越男性的刚强。
与爱权、爱钱的姊妹们比较起来，宋庆龄心中的“国”比天大。
正是由于爱国，她的原则性，让家人看起来近乎固执。
曾几何时，蒋政权曾想拿她作“花瓶”装璜政权，许之高官厚禄，她却不屑一顾。
她的“固执”令蒋介石头痛；她的名字，令蒋介石心跳，惟除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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