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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七位国民党党首的妻子，她们是：    生前，端庄秀美，刚毅执着；身后，朴实无华，流芳
百世，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女性”、“国之愧宝”——宋庆龄；    亲身经历国民党的成败兴衰
，参与决策，了解、掌握国民党1927—1975年间内幕，除蒋介石外的“第一人“——宋美龄；    小家
碧玉，志向鸿远的代理总统夫人——郭德洁；    来自前苏联，不求名利，不揽权势，被舆论界称为没
有声音的——蒋方良；    就像多数六十岁左右接受日本教育的台湾妇女一样，较为拘谨的李登辉夫人
——曾文惠；    国府主席夫人——陈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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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庆龄　　生前，端庄秀美，刚毅执着，追随革命真理，忠贞不渝；身后
，朴实无华，不求空名，永与父母相伴，流芳百世。
她就是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女性”、“国之瑰宝”的宋庆龄。
　　1.宋庆龄不姓“宋”　　在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中，宋氏兄妹占有不少的篇幅，已成为家喻户晓
的人物。
自从斯特林写了《宋家王朝》以来，如果有人想否定宋姓家族，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然而，千真万确，宋庆龄不姓“宋”，也包括她的父亲宋嘉树，英文名查理·琼斯
（CHARLIEJONESSOONG），号耀如。
事实上他的本名是韩教准。
如果认祖归宗的话，应该称为“韩氏家族”，而不是“宋氏家族”。
　　1987年4月，广东省文昌县出版的一本《文昌文史》中，《纪念宋庆龄同志专辑》里，这样写道：
　　“宋庆龄同志的父亲实际上姓韩，原名韩教准，英译韩乔荪，又名宋嘉树，别名宋耀如，系海南
岛文昌县昌洒区庆龄乡古路园村韩鸿翼的第二个儿子。
”　　短短66个字，揭开了宋庆龄家父的身世之谜，确定她父亲姓韩不姓宋。
考据指出：　　“文昌县的韩氏家族，先辈原是客家人，原住河南相州的安阳，早在南宋（1126
—1279年）时期，由于受中亚部族的侵入而南迁。
有一个人叫韩显卿，到浙江会稽任县尉，又入粤任廉州太守。
公元1197年渡琼州定居文昌锦山。
所蕃衍之后代清时居罗豆市圯乌坡村，后移居昌洒区古路园村。
”　　宋查理的世祖，原是官宦之家。
考据还指出：　　“宋庆龄的祖父叫韩锦彝，生两男：长子鸿翼，次男鹏翼。
鸿翼生三男：长男政准，次男教准（即宋查理）、三男致准。
”　　据现今在世的致准后代、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回忆说：　　“我家的祖坟都在，老屋西北400米
的牛酸树林中，墓碑中间刻有‘韩妣王氏之墓’，她便是宋庆龄和我的祖母，左下方刻有一行小字：
‘男政准、教准、致准；孙乾丰、裕丰’等字样。
祖父的墓也在，位于本县宝芳区大品坡上，落款也完全相同。
因此墓碑上的教准和宋嘉树，实际上是一个人。
”　　韩裕丰肯定地说，祖母墓的碑刻有“民国6年秋月吉旦”，是他和二伯宋查理亲手竖立的，也
和他不只一次祭祖。
　　韩裕丰还回忆说：　　“我们的祖父，因早年家道中落，农闲时兼做烧窑业维持生计，还到东郊
去挑椰子绳出售，或是到清澜港的船上做搬运工，艰苦度日。
1861年，二伯教准出生在家⋯⋯约在13岁那年，他和大伯到东印度群岛，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后来
又到美国丝茶行当学徒，经过几番周折，碰上运气，受到美国新式教育，他读完圣三一学院的全部课
程，入田纳西州斯维尔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的神学院。
1880年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教名为查理·琼斯，成为北卡罗来纳州一名卫理公会传教士，进行传
教，印售圣经，因此而致富。
那时他经常都领着家属回来扫墓。
”　　韩裕丰所述宋查理经过，与宋查理的经历大致相合，应该说是可信的。
但韩教准何以又改姓宋呢？
韩裕丰补充说：　　“二伯在印度洋群岛当学徒，有时年节也会回到文昌老家，深感郁郁不得志。
这时候，恰逢二房祖婶母的弟弟从美国回来，探望姐姐，二伯他们也称舅父。
舅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一家茶丝商店，生意不错，唯一遗憾的是膝下犹虚，祖婶母建
议将二伯过继给舅父。
舅父见二伯聪明伶俐，大为高兴，当即偕往美国，由于舅父姓宋，韩教准从此改名为宋嘉树。
”　　由上述事实考据与韩裕丰的回忆，证明宋查理不姓宋，应该姓韩，那么本文的女主人公，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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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的宋庆龄也就不姓宋而姓韩了。
当然他（她）们都已成为历史人物，就没有必要再改姓了。
　　青年时代的宋嘉树，是相当有进取精神的。
当他实现了求学深造的愿望后，在学校，宋嘉树以惊人的毅力和善于模仿的才能，将《圣经》中的词
句和布道会上的说教背得滚瓜烂熟，从而赢得学校师生和院长的刮目相看，不久，他又转入田纳西州
一家神学院深造，毕业被授予见习牧师，并派回中国传道。
　　1886年1月，宋嘉树以传教士身份回到上海。
翌年与倪桂珍女士结为夫妻，这不仅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也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次重
大事件。
此后，他们生育三女三男六个子女，揭开了“宋氏王朝”影响中国的历史序幕。
紧接着，在宋嘉树人生道路上接连发生两次重要转折，一是他弃教从商，改行经营印刷业和工商业，
迈向实业之道；再一是与孙中山相识，结为莫逆，走上革命路途。
他以实业为财源，推动革命之活动，集实业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积极支持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
命运动，其行动无疑对于宋氏家族的成员，尤其对二女儿宋庆龄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宋嘉树对子女的要求严格不失爱护，开明而不放纵，为实现他对子女“不计毁誉，务必占先”的
目标和愿望，他把6个孩子全部送往美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和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这为他们后
来步入政治，主宰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了文化基础和外部条件。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
少年时进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女子学堂接受西学，由于学业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
19岁时与宋嘉树结为伉俪，夫妻二人性格相投，信仰、志趣一致，婚后生活美满、融洽。
她虽笃信基督、清心寡欲，过着严格的清教徒般的规范生活，但却热心于慈善事业，对家庭及其儿女
教育有着高度责任感和严格的要求。
　　宋庆龄的性格恰好继承父母二人的优点，因此赢得宋嘉树、倪桂珍二人的格外喜爱和自豪。
宋庆龄也对父母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始终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并把这种真挚的感情保持到终生。
她早年赴美国上学时父母赠送的一瓶葡萄酒、一瓶枫叶糖浆以及一件毛背心和一件蓝宝石胸针，她一
直舍不得用，虽经几十年战乱和多次迁居，但她都一样不差地珍藏在身边，以为纪念。
父母送给她的结婚嫁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也被精心收藏在上海和北京的家中。
　　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住宅里，与会客室相套的餐厅墙壁上，悬挂一幅面带微笑的母亲半身画像与她
相伴，以便每日进餐时能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容。
　　宋庆龄头上那特有的发髻是母亲生前钟爱并要求女儿们梳扎的发式，不论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妇
女时兴剪短发的风潮，还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破四旧”行动，都没使她改变对母亲许下
的“不剪短发”的诺言。
　　然而，宋庆龄也并非事事顺从父母意愿，她与孙中山的结合就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虽然父亲以
断绝父女关系的气话责令她改变初衷，但她依然我行我素，为此，给父母的精神带来很大刺激。
宋嘉树曾亲自前往日本劝阻，结果落得一场重病。
后来宋嘉树因癌症病逝上海，宋庆龄怀着十分内疚和沉痛的心情从广州赶来为父亲守灵送终，直到晚
年，宋庆龄还念念不忘此事地对人说道：“我爱父亲，也爱孙文。
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　　1931年7月23日，她慈爱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
正在德国柏林的宋庆龄闻讯后失声痛哭，第二天便启程回国为母送葬，以尽孝心。
　　十年浩劫中，当她得知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砸得稀烂时，潸然泪下，心急如焚。
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过问干涉，才将墓地修葺一新。
宋庆龄看到整修后的照片后，对周总理在困难时刻的帮助十分感激，永生不忘。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寓所中与世长辞了。
根据她生前的一再嘱托，她的骨灰一定要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
6月4日，在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亲属好友的护送下，宋庆龄终于实现了她的
愿望，回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父母身旁，于他们团圆在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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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与姊妹兄弟　　宋氏家族除宋氏三姐妹为世人所熟知外，还有宋氏三兄弟。
兄弟姐妹6人中，宋庆龄排行第二。
大姐宋蔼龄，1890年出生，13岁时也像父亲当年那样，只身一人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成为中国第一批
赴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回国后协助宋嘉树在孙中山身边从事秘书工作，后来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1914年，与她留美时的同学，孔子第75代旁系孙孔祥熙结合，当上“孔氏钱庄”的老板娘。
大弟宋子文，1894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在宋庆龄的推荐下，出任广东军政
府的英文秘书和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后长期担任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长，跻身“四大家族”行列的亿万富翁的排行榜。
　　妹妹宋美龄小宋庆龄4岁，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毕业。
1927年底在宋蔼龄的撮合下与锋芒毕露、尽揽大权的蒋介石联姻，成为现代中国政坛声势显赫的“蒋
家王朝”的第一夫人。
二弟宋子良与小弟宋子安虽名声不及三位姐姐和大哥显赫，但也身居国民党政府外交、银行等部门的
要职，充当宋子文的左膀右臂，加之其“宋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也使得世人对之另眼相看。
　　宋氏姐妹同出一宗，情同手足，但信仰、志向、情趣各不相同，公众舆论对此曾有精辟评论：蔼
龄爱钱，庆龄爱国，美龄爱权。
1927年掀起的狂澜巨涛使宋庆龄和她的姐妹兄弟们分道扬镳。
大姐宋蔼龄和姐夫孔祥熙早已投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小妹宋美龄则成为蒋介石的追求对象倾向老蒋
，宋子文虽对蒋介石所作所为深为不满，但也终究不敌威逼利诱踏上贼船。
宋庆龄面对全家倒向和宋子文出于对姐姐的关心前来通风报信，她不无遗憾而又坚定地告诉这位自己
喜爱的同胞兄弟：决定走自己的路，与蒋介石斗争到底。
　　抗日战争的炮火重新使宋氏姐妹兄弟再度相聚，携手合作。
宋氏三姐妹并肩相随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或出入医院慰问伤员；或往返前线视察阵地；或前往学校
看望孤儿，把宋氏家族的团结与风度展现在中国和世界面前。
　　然而宋氏家族团圆的好景不长，蒋介石的内战与独裁政策再次把宋庆龄和她的姐妹兄弟们分开，
从此姐妹兄弟各奔他方，成为永诀。
　　1948年，“精明”的宋蔼龄趁国民党溃败前夕，打点行装，携带巨额家产移居美国，1973年病逝
于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
　　同年底，受命赴美求援的宋美龄竞未能踏上故土最后一脚，便随着蒋介石的兵败大陆而由美国直
飞台湾，偏居一隅，了却残生。
　　宋子文终于与妹夫积隙甚多，愤然于1949年辞去行政院长一职，经香港、巴黎，迁居美国，1971
年病故于旧金山。
　　宋子良、宋子安弟兄二人也在1947年前后定居美国，客死他乡。
　　但是政见与信仰隔不断姐妹之情。
宋庆龄常对人说：“美龄十分聪明，她拉丁文比我好得多，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钢琴弹得特别好。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与宋美龄走向了两条道路，但却一直保持着友好情谊，她们经常在电话里用
上海话亲切交谈。
宋美龄还特别为姐姐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并把长途军话台供蒋宋夫妻联系用的绝密电话号
码告诉庆龄。
宋庆龄与宋子文虽政见相左，但姐弟情谊笃深，弟弟送给她的一只小型金壳收音机和一架“施特劳斯
”牌钢琴被她视为珍爱之物，陪伴宋庆龄度过多少孤寂的日夜。
　　人到晚年，宋庆龄愈加思念远在海外的同胞手足。
一次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
”每次海外来人，她总是设法打听妹兄弟的情况。
在差不多长达30年的时间，宋、孙两个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来往。
她内心极其难过和伤心。
有一回，海外有人捎给她一张美龄的近照，宋庆龄端详良久，口里还不停念叨着：“我和三妹很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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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见面了”，双眼充满思念的泪花。
　　姐弟6人中，宋庆龄和幼弟宋子安的关系最为要好，认为子安最了解她。
“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几次托人捎去口信。
希望在有生之年见他一面，以叙姐弟之情。
1969年，宋子安病逝，宋庆龄不顾当时种种禁忌，发去电报以示哀悼。
宋庆龄去世后，子安夫人率家人特地从旧金山致电，对姐姐的故去献上一片怀念之情。
宋庆龄与二弟宋子良关系始终很好，因此1929年曾作为家中代表赴沈阳迎接二姐从柏林回国参加“奉
安大典”。
病重时刻，她仍期望有朝一日子良能重返故土，并委托身边亲友帮助接待，1981年5月22日，子良从纽
约发来慰问电，对二姐患病在身不胜难过，远在千里之外为她的康复而祈祷。
然而姐弟团圆终未能实现，这成为宋庆龄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3.扯下龙旗脚下踩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和妹妹宋美龄一道在父亲的安排下，漂洋过海，来
到美国。
不久，她考入佐治亚洲卫斯里女子学院文学系。
　　在这里，令她最为开心的除了周末与蔼龄、美龄在一起共度姐妹团聚的温馨时刻外，便一头扎进
图书馆，畅游在书籍的海洋，拼命吸吮着知识的乳汁。
她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尤为喜好历史和哲学，这对她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获益匪浅，也为她具有良好
的英语读写听说技能奠定了深厚的功底。
以致后来，在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英语成为她进行工作和战斗的主要武器和工具。
　　她想念父母，更思念家乡，决心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
她在校刊上发表一篇又一篇文章，表现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痛恨和对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愿望的向
往，她呼吁中国留学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为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宋庆龄深邃的见解和优美的文字立即引起全校师生的惊异和称誉，他们很难想象这些思想深刻、文采
飞扬，富有感召力的文章竟出自一个年仅18岁的少女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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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民党党首的女人们》介绍了：七位国民党党首的妻子，她们以各自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政治
主张，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她们是民国“第一夫人”宋庆龄、蒋氏“第一夫人”宋美龄、代理民国总统夫人郭德洁，蒋经国夫人
蒋方良，李登辉夫人曾文惠，国府主席夫人陈璧君，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民国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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