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 年元旦，宋庆龄与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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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30 年代初， 宋庆龄

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七君

子”等人，在抗日方面与中国共

产党紧密合作。 为支援八路军，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

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解放区和

敌后根据地， 还介绍白求恩大

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前往解放

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提供了

大量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这一

时期，邓小平在革命斗争中逐渐

成长为中共的领导者。 1937 年 8

月，中共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

八路军， 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

任，他对于宋庆龄给予八路军的

大力支援，心存感念。

但直到 1949 年初夏， 邓小

平才第一次与宋庆龄会面。 5

月底的一天， 人民解放军第三

野战军一个营进驻上海林森中

路后， 警戒线延伸到龙华机场

附近。 连长指着武康大楼对面

一所宽敞的房子， 要排长带一

排人去宿营， 谁也不知道这是

宋庆龄的住所。 战士敲门要进

去时， 遭到了门卫的拒绝。 门

卫没有说明军人不能进驻的缘

由， 只是笼统地说：“这里不能

住。 ”排长反问：“连长命令我们

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 ”他表

示：如果下午 4 时前不把房子腾

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 正当

双方争执相持不下时，宋庆龄亲

自下楼来，对战士们说：“我是宋

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

队不能住。 要住，请陈司令（陈

毅）打电话给我。 ”

5 月 31 日， 陈毅和邓小平

（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 一起到

宋庆龄寓所拜访道歉。 次日，华

东局即向中央报告了有关情况：

“孙夫人宋庆龄处， 我们到后即

决定首先拜访。 因她有病，故迟

了 3 天才见面。 在此 3 天内，我

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

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的一些误

会。 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

良同往拜访道歉，已检讨问题责

任， 我们已派卫兵在其住宅警

卫。又据史良说，她现经济困难，

决定由潘汉年先送一百万元人

民票给她，以后当陆续供给。”按

照中央指示，军管会下令：保存

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

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

用及实物。

·历史散叶·

张大千胡子长

睡觉不知往哪儿搁

张大千是个大胡子， 浓密

的胡须铺垂近腹。 有一人见此，

顿生好奇， 问：“张先生， 睡觉

时， 您的胡子是放在被子上面

还是搁在里头的？” 张大千一

愣：“这……我也不清楚 。 这样

吧， 明天再告诉你。 ” 晚上就

寝， 张大千将胡子撂在被子外

头，好像不太对头；收进被子里

面，又觉不自然。折腾了半宿，都

不妥当。 这一下他自己也犯愁

了。 第二天， 张大千对那人说：

“很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平时是

搁哪儿的。 ”

李鸿章的母亲精明能干，

她特别“多产”，共生了六子二

女。生计窘迫的李文安大感烦

恼，写诗发牢骚：“难得多累怨

丁添，烦碎高堂问米盐。 ”李鸿

章的母亲听了以后把眼一瞪：

“我教孩子发奋读书， 长大后

都能成为栋梁之材，哪还怕什

么贫穷？ ”她天生一双大脚，嫁

到李家，下田劳作，立下汗马

功劳。

李鸿章兄弟显达后，这双

大脚也闹出不少笑话。李任直

隶总督时，将母亲接来天津同

住， 各级官吏纷纷设家宴迎

请，以示巴结。 每当出门坐上

八抬大轿，老太太总要将一双

大脚伸出帘外， 招摇过市，引

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成为街

议笑料。 李面子上下不来，于

是苦苦哀求老妈将脚收敛一

点。老太太勃然大怒：“你父亲

当年也不敢说这般话，没有老

娘这双大脚，谁供你们读书做

官？ ”说罢倒头便睡 ，绝食三

天，以示抗议。 李只好连跪三

天赔罪告饶，从此任凭母亲为

所欲为。

李鸿章

连跪三天向母赔罪

李敖“眼高于顶”

面试无人能考

吴宓一生写日记不断，足

有几百万字。“文革”爆发后，

他担心自己写的这些日记不

安全， 就转移到一位门生那

里，却随即找来一张纸 ，习惯

性地记下了当天的日记，包括

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

何地。不久，吴宓果被抄家，造

反派在家中搜出吴宓转移日

记时写了字的纸张，然后按图

索骥，一举将吴宓的全部日记

抄没。 吴宓在“牛棚 ”闻知此

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

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

笨事！ ”

吴宓痛悔

“文革”期间写日记

李敖在台大属于那种“眼

高于顶”的家伙，对教授、对上

课的态度便是一例，但他确实

是出类拔萃之辈，其功力早已

超过一些教授。那时考研究所

必须通过面试， 而主试者，便

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著

名学者，大家环形落座，李敖

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

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

无考之必要，一不小心，可能

还会被李敖反问一通，岂不大

失脸面， 于是大家都望着他

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

“你还要穿长袍吗？ ”众人遂大

笑，录取了李敖。

（均据《文史参考》）

张大千

吴宓

邓小平一生担任过许

多党和国家要职，但一直

到最后也没有辞去的一

个职务是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名誉主席， 在任期

间，他还把自己的稿费捐

给了基金会。 邓小平与宋

庆龄的友谊，要从他对宋

庆龄的认识和了解说起。

1987 年 4 月 20 日，

邓小平会见印度客人时

曾回忆说 :“宋庆龄是一个

了不起的人。 蒋介石叛变

后，国民党内有两位女性

是真正左派，一位是宋庆

龄，一位是何香凝，她们

一直同共产党合作。 ”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

成立了， 宋庆龄当选为国

家副主席， 邓小平被选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54

年 9 月， 第一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召开， 宋庆龄当

选为副委员长， 邓小平担

任国务院副总理。 党的“八

大” 指出：“全国人民的主

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

产力。 实现国家工业化，满

足人民对经济文化日益增

长的需要。 ”这次大会上，

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宋庆龄也应邀列席大会。

作为早年有过西方留学经

历的领导人， 他们往往自

发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中

国人民一定要大力发展生

产力， 拥有高度的物质文

明。

“文革”开始后，宋庆

龄和邓小平都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冲击。1966 年 11 月

12 日，宋庆龄在孙中山诞

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发表了

讲话 《孙中山———坚定不

移、 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此后的长达 6 年时间中，

她再没有公开发表讲话 。

邓小平出席了这次集会，

但此时， 他已经被中央点

名批评。 直到 1972 年尼克

松访问前夕， 宋庆龄才又

发表了 《一个新时代的开

端》一文。 1973 年 3 月 10

日， 中共中央也决定恢复

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

务院副总理职务。 回到工

作岗位上不久， 邓小平便

致电问候宋庆龄， 并与夫

人和女儿一起到宋庆龄北

京寓所探望。

1975 年， 邓小平主持

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着

手对“文革”造成的严重混

乱局面进行整顿 ， 但 是

1976 年 4 月再次被撤销党

内外一切职务。 直到 1977

年 7 月， 党中央决定恢复

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 、

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

宋庆龄闻讯十分高兴 ，7

月 24 日，她在致友人拉维

那的信中说：“昨天晚上全

城欢腾， 党的十届三中全

会选举邓小平再度担任要

职。 ”8 月 24 日，宋庆龄接

到邓小平紧急请求， 要求

面谈， 她为此推掉了与廖

梦醒等人的会见， 专门等

候这次谈话。 与第二次复

出之后去探望宋庆龄一

样， 邓小平的这次会见再

次争取到了宋庆龄的大力

支持。 他们对建设现代化

和改革开放的紧迫性的认

识是一致的， 在如何评价

领袖问题上观点也基本相

同。

1978 年 5 月， 真理标

准大讨论开始。12 月，邓小

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讲

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 。 1979 年 3 月 30 日 ，

宋庆龄出席了中共中央召

开的理论务虚会， 这次会

上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

原则 。 1980 年 1 月 1 日，

宋庆龄出席全国政协举行

的元旦茶话会 ， 同邓 小

平、 邓颖超及各民主党派

群众团体的负责人、 各界

爱国人士 300 多人一起共

庆佳节。 茶话会上， 当邓

小平讲到“我们满怀信心

地跨入了八十年代， 我们

面临的任务是要在四个现

代化建设中做出显著 成

绩 ， 要把台湾回归祖国，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

始终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上来”，宋庆龄和全体同志

一起兴奋地热烈鼓掌。 在

致友人的信中， 宋庆龄表

达了她的喜悦， 说：“实际

上， 这是一次鼓舞士气的

会议。 ”

1980 年， 邓小平提出

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

制。7 月 28 日，宋庆龄即在

致中共中央建议信中，言

辞恳切要求辞去 领 导 职

务， 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

制改革率先垂范。 8 月，五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通过了 《关于华国锋辞去

国务院总理职务 和 邓 小

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

王震、 王任重辞去国务院

副总理职务的决议》、《关

于聂荣臻、 刘伯承、 张鼎

丞、蔡畅、周建人辞去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决

议》。 在解放思想、实现四

个现代化等方面， 宋庆龄

坚定拥护邓小平， 她说：

“任何一个爱国的革命者，

必须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

使命中充当促进派， 只有

这一条道路好走， 毫无选

择余地。 ”在一些对外交往

特别是接见美国友人的场

合，她和邓小平一起出席，

向西方世界表明了她的立

场。

1981 年， 宋庆龄渐渐

病重了。 1 月 23 日， 中共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宋庆龄

入党和担任国家名誉主席

的问题。 3 月 30 日， 邓小

平前去北京寓所探望宋庆

龄， 随后发出宋庆龄享受

国家元首待遇的指示。 5

月 15 日下午， 邓小平召

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上

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

共正式党员， 同时建议授

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

主席称号。 16 日上午， 邓

小平前去寓所探视， 祝贺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实现了夙愿， 宋庆龄听后

点头微笑。 邓小平希望她

安心养病， 并说：“您如有

不测，我们会妥善安排。 ”5

月 29 日，宋庆龄逝世。 在

追悼大会上， 邓小平致悼

词， 高度评价了她伟大光

荣的一生。

1982 年 5 月 29 日，为

纪念宋庆龄同志， 继承和

发扬她的未竟事业，以“和

平、统一、未来 ”为宗旨的

宋庆龄基金会成立， 邓小

平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

主席。

（据《人民政协报》）

更深的理解在几经波折之后

率先垂范支持小平同志的改革

特殊情况下的会面

李鸿章

李敖

李鸿章

率先辞去领导职务

宋庆龄支持小平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