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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 （左一）、 周恩来

（左三）1923 年在德国柏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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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职业：

基督教女青年会

英语教师

宋美龄的第一个职业，是

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当英

语教师。 宋美龄进入基督教女

青年会，是母亲接受了一位友

人的建议才得以实现的。 当宋

母公开放出话来，要为宋美龄

找工作时，上海许多学校对宋

美龄都有兴趣。 一些学校甚至

愿出非常优厚的薪水聘用她，

但都被倪桂珍谢绝了，她唯一

看中的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

会。

宋美龄在基督教女青年

会讲课很优秀。 当年她在美国

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时，就

经常当众朗读英文课文，所以

她当教员并不怯场。 当时前来

青年会听课的都是上海妇女

界有名的大家闺秀，还有一些

高官的女儿或夫人。

她不但每周两天到基督

教女青年会讲英语课，同时还

参加一些由基督教女青年会

组织的其他社交活动。

第二份职业：

审查英语进口电影

宋美龄本来想在基督教

女青年会这样继续教书，可是

不久有一位在青年会听过宋

美龄讲课的高官夫人向上海

市社会局推荐了她。 原来，上

海要成立一个电影审理机构，

缺少了解西方电影的人才，所

以提名由宋美龄担任。

宋美龄对上海市社会局

派官员考察她感到十分意外。

当来人询问起她在美国求学

期间是否喜欢看电影时，宋美

龄一时猜不出前来考察她的

官员的来意，但她仍然坦率地

承认： 电影我是最喜欢的，我

在皮德蒙特读中学的时候，就

喜欢看电影，可惜那里很少有

看电影的机会。 后来我到波士

顿郊区的威尔斯利小镇，那里

有一家电影院，这样就可以随

时看美国电影了。

负责考察宋美龄的官员

告诉她：中国电影现在也开始

寻求发展之路了。 特别是上海

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基

地，所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具

有全国指导意义的机构，将来

会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 它

的任务是专门审查全国各地

电影制片公司拍摄的各种电

影，有声片和无声片都需要审

查 ，总之 ，现在的民国政府开

始重视电影了。 当时的电影审

查机构急需一个既熟悉美国

电影，同时也会英语的工作人

员，而宋美龄刚好符合这一条

件。

1919 年 3 月，宋美龄进入

这个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供

职。

宋美龄当时的主要任务

是担任委员会审查外国电影

时的英文翻译，专门协助电影

审查专员对所有英语进口片

的观看和审查。 这样一来，她

只能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英

语课教师当成副职，而把主要

精力放在审查委员会中。

名不见经传的宋美龄从

基督教女青年会这个不被社

会注目的民间团体，一跃到上

海电影界人士备受关注的审

查委员会任职，在所有人眼里

都是一个奇迹。 有些人甚至认

为宋美龄进入电影系统，与当

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有关。 其

实这是一个误解，孙中山从来

没有插手妻妹的工作问题。

不过，宋美龄参加社会工

作以后，许多与孙中山有关系

的社会贤达倒是对宋美龄初

出茅庐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才

华极其关切。 这当然不仅仅因

为宋美龄是孙先生的妻妹，宋

美龄本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周

旋能力和她留美多年积累的

卓越学识，为她此后进一步在

上海寻求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第三份职业：

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

秘书

就在宋美龄供职电影审

查委员会半年后，上海市参议

会内的一批同盟会友人，开始

注意和了解她的情况，知道宋

美龄在电影审查委员会里干

得很出色，不愧是名牌学校威

尔斯利女子大学的高才生，并

且对她的英文和法文水平赞

不绝口，极力主张聘请宋美龄

来上海市参议会任职。 在他们

看来，聘用宋美龄至少有两个

益处：一是她的到来可以加强

与孙中山的联系；二是当时上

海像宋美龄这样优秀的英语

翻译人才确为罕见。

消息传到宋美龄耳朵里，

她极为反感。 一是因为她对在

上海电影审查委员会供职已

经很满足，不想在短时期内频

繁地变更职业；二是她已经听

说了坊间对自己工作后的种

种猜测。 她那时既想有崭露头

角的机会，又不想成为众矢之

的。 所以对参议会派来商量此

事的人明确表示了无意进入

参议会的意思。

可是，宋家人却不赞成宋

美龄的主意，表现较为明显的

是她的大姐宋霭龄。 她是力主

宋美龄进入政界的主要力量。

宋霭龄认为三妹进入上海参

议会可能改变将来的命运。 她

开导妹妹说：上海参议会虽然

不是什么权力很大的机构，可

是自清廷倒台 ， 民国建立以

后，上海参议会已是一个不可

小视的社会机构了。

宋美龄对此盛情难却。 她

认为如果听信大姐的劝告进

入上海参议会，她就必须在基

督教女青年会和电影审查委

员会中至少辞去一职，不然她

就无法安排自己的时间，让热

爱这两项事业的她一时难以

抉择。

尽管宋美龄有适可而止

的意思，但是宋霭龄仍然有意

提携妹妹更上一层楼。 于是便

将事情的缘由说出来：原来是

参议会一位朋友在一次外事

活动中，亲眼看到宋美龄为一

位军事官员做译员，她的英译

甚至让外国客人赞佩不已。 那

位友人认为像宋美龄这样优

秀的人才在电影审查委员会

供职是屈才使用，所以极力主

张调宋美龄进参议会，因为当

时上海参议会正缺少一位英

语译员。

上海参议会中有许多美

国人担任要职，这时要下设一

个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主要

的工作职责是救助中国社会

底层贫困儿童。 至于参议会为

什么一定要请宋美龄兼职，就

是因为这个工委会不时要会

见外国人，英语译员显得格外

重要。

宋美龄得知这一消息以

后，忽然动了心。 她对儿童和

劳工的工作十分关心，她在美

国读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研读

有关世界儿童和妇女现状的

书籍。 而宋美龄当年在美国威

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毕业论文，

就是以妇女儿童社会地位得

到改善为主题的。 最后，宋美

龄同意辞去电影审查委员会

专职译员的工作，进了上海参

议会。

1919 年秋天，宋美龄正式

出任由该会主办的上海儿童

劳工工作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工作变得更加繁忙了。

可是，1920 年的夏天，不

知因何缘故，宋美龄忽然辞去

了包括上海参议会儿童劳工

秘书在内的所有职业，一个人

只身悄然前行广州。 在那里，

宋美龄见到了后来改变她一

生命运的蒋介石。

（据《文史博览》）

张 申 府 (1893 年 ~1986

年 )，名崧年，著名哲学家张岱

年之兄，中国共产党三个主要

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由他介绍

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周恩

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

入中国共产党。

张申府是中共早期创始

人之一。 他在中共四大会议

上，反对因接受国共合作而造

成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领导

而“负气退党”。 在北京期间，

曾与毛泽东同时在北大图书

馆工作过。在“五四”运动中宣

传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提倡新

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与

李大钊、 陈独秀联手创办了

《每周评论》。 1920 年至 1923

年底在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

院教书，是巴黎中国共产党支

部的创立人之一。 在法国期

间，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蒋介石访问莫斯

科时结识了张申府，并对他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孙中山在前

苏联的支持下创办黄埔军校

时，因急需大量人才，他特别

对留学人员予以关注。 在“联

俄”、“联共”的思想指导下，对

共产党组织中的人才也进行

吸收。

但当时因历史条件限制，

中国共产党人以公开的身份

进入黄埔军校很难 。 创建初

期，只有张申府一人以公开的

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黄埔军校。

当时国民党高层人士也曾动

员张申府像其他人一样，保持

双重身份， 既当共产党员，又

有国民党员身份，但张申府坚

决拒绝加入国民党。

由于张申府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又有在法

国当教授的经历，加之又与蒋

介石相熟于莫斯科，于是获得

了孙中山的任命书。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后，

开始在军校里发展共产党员。

当时正值黄埔军校初创，缺乏

人才，学校主要依靠共产党人

到军阀统治区去招收学员，毛

泽东、张国焘等推荐和招收了

相当部分的共产党员到黄埔

军校。 而张申府则向孙中山、

蒋介石、廖仲恺等推荐教官。

孙中山把创建黄埔军校

的事情委托廖仲恺和蒋介石

办理， 在蒋不在广州的时候，

则由廖仲恺主持筹建工作。当

时廖仲恺和戴季陶是国民党

左派，他们两人请张申府推荐

在国外读书的优秀学生，张申

府一口答应。张为此写了推荐

信， 推荐了 15 名在国外读过

书的优秀学生，他们的身份都

是共产党员。名单的第一个名

字就是周恩来， 还有恽代英、

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等，这

些人当时都是共产党中的精

英。

周恩来在 1920 年之前就

认识张申府， 去勤工俭学时，

又比张先到法国，1920 年两人

在巴黎相逢， 接触得更多，经

常聚会畅谈，特别是在中国共

产党法国支部方面的事情，两

人经常有着一致的意见，在这

些日子里，两人建立起了深厚

的感情。 于是，当张申府请他

来黄埔军校的信函到了巴黎，

周恩来很快复信应允。张申府

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廖仲

恺。廖仲恺看到张推荐的青年

学子， 都是很有些名气的青

年，也就立即批准同意，并嘱

张马上给周恩来等海外留学

人员寄去归国的路费。

周恩来在法国收到黄埔

军校寄给他的归国路费，立即

启程乘船回国， 并于 1924 年

初抵达广州，以极大的热情投

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中。由

于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原来

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在很短

的时间内工作就做得有声有

色 。 进入黄埔军校两个月之

后，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副

主任，并由此开始了他另一阶

段的革命生涯。

（据《人民政协报》）

宋美龄的求职生涯

一度身兼数职 频繁跳槽

1917 年夏天，宋美龄结束了在美国为期八年的留学生生活，于当年 8 月只

身返回上海。 她一心渴望到社会上去工作，可是由于其父宋嘉澍的坚决反对，

宋美龄在上海家中度过了一段苦恼的家居生活。直到 1918 年 5 月宋嘉澍在上

海病逝后，宋美龄才有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谁推荐周恩来

进黄埔军校任职

▲

1917 年夏，宋美龄（后排右一）自美国回国后与家人合影。

▲

宋美龄中年时的绰约风姿。

核心提示

1924 年 5 月

12 日，孙中山任

命第一批黄埔军

官学校的教官，

其中政治部主任

戴季陶， 副主任

张申府。 周恩来

后来任政治部副

主任， 缘于张申

府的推荐。

▲

黄埔军校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