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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记人纪事的书。
作者在业医之余，兴趣广泛，交游广泛，藏书多，见识多，文笔勤，往往能将自己的游历和见识水乳
交融地融为一篇通俗而又耐读的文章。
这本书就是讲他的交游的，主要涉及中国现代史上文化界、实业界的几个重要人物：章太炎、刘半农
、胡适、杜月笙、秦瘦鸥、陈光甫、董浩云、张宗昌。
或综述一个人的一生，或重点记述某人的一些大事，更为珍贵的是，其中收录了章太炎先生被困北京
时期的84封家书。
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纵横开合，妙趣横生，人情、世故、学问、文采兼备，读之如饮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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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
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
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

　  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

  　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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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太炎师婚事始末我从学章太炎老师，是章氏的后期门生，列入师门的时候，老师已与汤国梨女
士结婚多年，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他们的结婚礼。
但是章师生前教我用考证方法来做治学的工作，那么，我就搜集资料用考证方法，来探索章师与师母
结婚的经过是怎样的。
近时传记文学盛行，可惜章师的史事，写成专书甚少，我从前年起，从事考证他的一生事迹，陆续写
成了超过二十万字的文稿，现在特地提出一段有关章师结婚经过的考证，先行发表，希先进同门及识
者教正。
章师自谓纳妾在先章师的自订年谱，由一岁记到五十五岁为止，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
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
遍查章师遗著，实在查不到其他记载，起初我的想法：一、他或许有原配某氏。
二、或许他所写配偶，将“妻妾”两字通用。
三、或许他在乡间由太师母作主，娶过一位夫人。
因意见不合，不承认这个妻子，所以在他的笔下从未提及。
后来我在《燕京学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载章师传记，也查不出，最后有章氏老门生汪旭初所撰《
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篷室，生女子三人”，查“篷室”两字，《
左传》“僖子”一条下，有注云：“篷，副悴也”，原注“俗称妾日篷室”。
汪东对章师早期史事知道最多。
他写的墓志铭当然不会错的。
章师何以先纳妾呢？
我又想起在民国元年前后的许许多多著名人物，如孙中山先生那么伟大的人物，以父母之命，十九岁
时与卢氏夫人结婚，革命时期，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事，不是出于己愿，后来再行正式结婚
。
此风不仅是孙先生一人，几乎那个时代大小人物，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章师也可能是这样，奉母之命，先纳一妾以待将来自由结婚。
这是我的一种推想，事实的可能性也很大。
何以见得可能性极大呢？
今将章师的自订年谱，查明在未与汤国梨师母结婚前的情形如下：一、光绪十六年（1890），二十三
岁，先父浚（轮香）殁。
二、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五岁，纳妾王氏。
三、光绪十九年（1893），生女，名（爻多爻）（存仁按：音丽）。
四、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十八岁，先妣朱太夫人殁。
五、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十岁，生女，名叕（存仁按：音辍）先兄年四十七无所出，抚此女为
己女以归之。
六、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十二岁，女珏（存仁按：音展）生。
七、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十六岁，妾王氏殁。
以上七条，是从章师年谱摘出来的，足见王氏生过三女，而章师母汤国梨女士尚未来归，或许是章师
在二十五岁时，尚未结婚，奉母命先纳妾王氏，而后娶妻。
章师孤寂登报征婚登报征婚，在现时情况，虽常见到，并不稀奇。
但是至今登报的人仍是隐名埋姓，转请他人接洽，或租一信箱收信，可见至今还没有人肯抛头露面地
自认为征婚者。
章师在王氏过世之时，为光绪二十九年，那时节是清朝末年，民国尚未成立，当时风气极不开通，哪
里会有人公开登报征婚呢？
因此，这事免不了被目作惊世骇俗，认为是一件旷世奇闻，而章师竟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
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这段广告原文，我无法查到（按：我遍
阅日本人影印的《顺天时报》的缩印本，有新闻而无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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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文字，叫做“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
传》中，曾同样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我现在将这两篇文字的原文，复印刊出。
这两段文字，都是日文，我将原文意译出来，大致是说章师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
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
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
第三条：要大家闺秀。
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
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以上是我的意译，因为两段原文也有出入。
章师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
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
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阶级，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师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
不得而知，但是章师在此后一段很长时期，并未得到一个合乎条件的配偶。
推断起来，可能应征的女性，连一个都没有，而且那时章师奔走革命，已经名震全国，结婚与否，并
不急于付诸实现。
不过这次的广告，倒成为国人传诵一时的笑谈。
佳人有意章师懵然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十
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3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
章氏懵然，未曾介意。
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
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
这段文字，在我看来，吴淑卿女士可能并非湖北人，但章师何以第一条条件提出以湖北女子为限，我
也百思而不得其解。
而且后来与汤国梨女士结婚，汤女士为浙江吴兴（乌镇）人，并不合他的征婚条例的第一条。
总之，在那个时候，他志在革命，忙个不了，婚事也就搁置下来。
看来吴淑卿女士对章师却属有意，或许还有些失恋的痛苦，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
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本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
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
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这篇文章，出于吴女士手笔，原文当然极长，措词慷慨激昂，日文只译载其一二而已。
这件事的经过，在日本书上一再表示吴淑卿女士爱慕有心，而章师可能毫无所知，这由于章师的个性
有异于常人，对男女恋爱之事，是不大起劲的。
这段佳话，在许多写述章师遗事的文章中，都未提及，被我考证出来，对本文充实不少。
章汤联婚趣事多端我查到章师与汤国梨女士结婚的年月日和当时的情况，有四种记载，一节口述。
一、《岑村笔记》上的一段记载该段记载，题为“章太炎婚事”，内云：“朴学大师章炳麟一九一三
年六月六日，和汤国梨在上海爱俪园举行结婚礼，介绍人张伯纯，证婚人蔡孑民。
章生平论文，盛推魏晋而薄唐宋，故其所作诗文，多古色古香。
”据《艺文志》陈大络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与吴兴汤国梨女士结婚，时
炳麟年四十六岁，汤女士二十八岁。
那一天观礼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介绍人是蔡元培。
炳麟又不知从何处借得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
礼毕在一品香宴客时，即席赋一绝句：“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
”又谢媒一绝句：“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
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依据上文一九一三年是民国二年，足见汤氏是章师的续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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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村笔记》的按语中说：章师在爱俪园结婚之前，大闹笑话，当然一位国学大师，不喜欢俗礼的束
缚，他最不讲究这一套，时人就说他大闹笑话，其实这些笑话，根本微不足道，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
常事。
以上情况，有两点记载不同，一说介绍人是张伯纯，一说介绍人是蔡元培。
但我在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中，查到介绍人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
沈氏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
意。
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
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上海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
都到场，门禁森严。
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
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对他以为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人，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
福一些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章师的婚礼延耽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
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三、日本人的记载我又找到的资料，是日本人高田淳著的《（章炳麟传》。
他写出章师结婚时，是在章师四十六岁，汤国梨是三十二岁，介绍人是张伯纯。
章师放弃以湖北省女性为限的条件。
汤国梨女士是上海务本女塾第三班师范毕业生，曾经在神州女学执教鞭，结婚那天，孙文、黄兴、胡
瑛都穿礼服入席，陈其美则穿常服，来宾二百多人，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伯纯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
（孑民）做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哈同夫人罗迦陵在场照料一切，仪式进行中，章师与汤国梨女士
交换金指环。
由礼乐队奏乐，相对行三鞠躬礼。
而且自撰结婚证书的文辞，请证婚人宣读。
这些记载全是日文，我摘要意译，原文影印刊出如后。
关于下列这段日本文字，年龄与前说不同，唯一揭出汤国梨女士是务本女塾毕业班高材生。
查务本女塾是早年上海数一数二的朴素女学，创办人是吴怀玖，校址在南市小西门外黄家阙路，后来
改名为“务本女子中学”，凡是上海世家的女孩子，很多到这间女学读书，我的太太也在这间女学毕
业，所以我对务本女学相当熟悉。
（按：汤国梨女士的年龄与前文不同，而沈和甫准时到场做介绍人，又与前文不同，姑录之，两说并
存。
）四、《民立报》记载还有一段资料，是《民立报》的记载，《民立报》与章师有密切关系，当然它
的记载格外准确，可惜原文我没有，又是从一本日本书中找到日文的记载，我又摘要意译如下：《民
立报》六月十六日登载，题目是“唱随新诗”。
文前又以“名园微雨燕双飞”为次题，当时结婚宴会上新郎新娘即席赋诗，六月二十日北京《顺天时
报》详细记载，题为“章太炎君结婚记盛”，述及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
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按：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
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
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
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氏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
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
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氏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
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
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
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
了。
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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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知对日本文并无根底，能看不能读，也不会译。
所以译出来的文字，不但不够信、达、雅，而且错误难免，所以将原文影印如下，请识者指正。
五、许福的老实话我在民国二十年（1931）期间，曾为爱俪园女主人罗迦陵女士的长子罗友兰诊病，
日久之后，成为他家的常客，所以对司阍的许福也熟得很，我每次到爱俪园时，常和他立谈片刻，我
曾经问起过他，关于章师结婚是怎样的情形？
洽借场地是否姬觉弥所介绍？
他说那时姬觉弥尚未当权，是由一个叫做乌目山僧和园主洽商的。
我对乌目山僧，初时不知其为何许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多才多艺民国开国时期的革命伟人（按：后来
查出乌目山僧又称乌目山人，原名黄宗仰，一名中央）。
民国成立之后，他不愿为官，改称山僧，云游四方，他和黎元洪总统熟得很，有一个时候黎元洪大总
统的玉玺，就由他作主寄在爱俪园中。
还有一个时期南北议和，借爱俪园“戬寿堂”为会场，也是乌目山僧说合的。
章师在乌目山人故世后，作铭为传，其辞甚长，节录如下：余与邹容同下狱，禅师百方为营解，卒不
得。
又八岁，武昌倡议，余自日本归，舍吴淞都督李燮和所，禅师来，知其尝为燮和馈饷，顾时方重刻日
本宏教书院佛藏，又综时事，兼关道俗，未尝得休舍。
民国兴，佛藏就，诸与游者皆骤贵显，则禅师廓然归矣。
民国三年，复充江天寺首座，明年，闭关遍览十二部经，凡三岁，出则登匡庐，陟黄山，还至摄山栖
霞寺止焉。
自禅师返金山，与诸闻人阔绝，尤厌新起持政柄者．顾尝一二过余舍，啜菽饮多年，终日言未尝及方
内事，其肌体日肥，盖自是于世洒如云。
栖霞寺推禅师住持其地，度材商功，模略始定而禅师灭矣，时民国十年七月也。
禅师姓黄氏，常熟人也，年二十，于清凉寺出家，受具于江天寺显谛法师，字日宗仰，自署乌目山僧
，灭时年五十七，僧腊三十八矣。
又听得前辈的人说：爱俪园的园林设计，是乌目山僧绘的图样，而由大画家任伯年负责监督兴建。
南市有名的“半淞园”，也是他们两人合作策划的。
我又问许福，章太炎那次结婚到底闹些什么笑话？
他说：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
而章太炎穿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
，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
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许福说还有一件事，园主哈同先生，本来要用他的又高又大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
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氏期期以为不可，跳上了不知哪一位朋友的一辆马车，直趋“一品
香”，他根本不知道“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落车之后，四顾茫茫，
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
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姓徐的老板掏出腰包
了事云云。
这些话，由老老实实的许福说出，我相信都是事实。
以上四段资料，笔者以考证为主，引用的都是各书原文，所以有些称章太炎，有些称章炳麟，我为了
要保留原文，不能改称章师二字，以存其真。
最后一段，则是许福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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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阅世品人录　　　　　　　　　　　　　　来源 价值中国网 郑磊一个中医能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和阅
历见识，大概说明中医作为一项职业确实在过去是很有社会地位的.陈存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
他的医道，只是从其书中得知，难以了解其真确，但是陈先生展示出的人文才华已经盖过了我对他医
术水平的看法.陈先生的书是分大段的，看了他的四五本书，已经很习惯这种编排方式，读起来很轻松
但又不散乱.读人阅世是门学问，而这又从经历中来.陈先生的这本书写到的人物各具特色而且多不是
一类人物，比如章太炎、刘半农、胡适、杜月笙、秦瘦鸥、陈光甫、董浩云、张宗昌，有国学大师，
有时兴的文人，有大企业家，也有张宗昌之流的流氓，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来，真实可信，虽然
只是这些人的一些事迹，也很有参考价值.作者的真实在于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是从平常人
角度的观察，而不是刻意的贬抑或者拔高.我们眼中的"好"人如胡适辈，也非完美无暇，比如书中说到
胡适的好色和一段时间混迹于青楼的逸事;我们眼中的"坏"人，如杜月笙，却行侠好义，乐善好施，扶
弱锄强，维护穷人利益.忽然想到前两日看到新闻中对大连某殉职的区长的宣传，给人以共产党官员不
是大恶巨贪，就是如该人这样的巨廉，家具居然还使用的是20年前的物事，以当前眼光看，简直就是
家徒四壁了. 个人愚见，这种宣传就不正常了.共产党人首先就是平常人，正常人，怎么可能被"塑造"成
这个样子呢? 了解了更多名人伟人的事迹后，知道大人物尚且如此地接近常人，怎么我们这些常人，
反而要自我尾大不掉了呢? 不真实，这样很不好，即使是好心，也不能老是把老百姓当阿斗来忽悠. 我
想，还是有不少成年人会看透这一点，使出吃奶的劲儿表演了半天，观众嘿然，还不如不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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