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

年武昌起义后，蔡锷

出任云南省都督， 政绩多多，

深受各界爱戴。 蔡锷还在昆明

市的云南讲武堂里集聚了一

批军事人才，堪称西南地区的

实力派领袖。 他也因此被窃取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

怀恨在心。

1913

年

9

月，袁世

凯将蔡锷调来北平，出任参政

院参政，授衔昭威将军。 意在

升官加薪之后把蔡锷控制在

身边，并为他投靠日本，复辟

做皇帝出力效劳，否则即刻杀

掉。 同时特在蔡锷身边布下了

众多密探， 日夜监视或跟踪，

严防其图谋反袁。

蔡锷早已识破了袁世凯

的险恶用心， 先是以患过肺

病、 现今又患上了咽喉病、身

体不佳为由，特请袁世凯准予

休养一段时间再任职。 随后又

伪装堕落，贪图女色，经常出

入戏院或妓院，给袁世凯一个

蔡锷“无出息”、拉不起来、成

不了大器的错觉，袁的戒备之

心大为松弛。

1915年夏天，30岁的蔡锷

在妓院结识了年方 16 岁、容

貌与弹唱俱佳的小凤仙。

小凤仙生于杭州邢姓没

落的满族武官人家，十三四岁

时，父母死去，她被姓曾的人

家买去当丫环， 起名叫小凤。

一年之后，竟被曾家转卖给上

海的清河坊妓院， 沦落风尘，

过早地领受了人世间的凌辱

之苦。 不多日后，又来到了北

平，在八大胡同的陕西巷青云

班当妓女，取名小凤仙，以伴

唱卖身， 但是她正直善良、追

求正义， 反对邪恶之志不改。

在小凤仙与蔡锷相处的日子

里，逐渐得知蔡锷是一位文武

全才，怀有远大抱负，痛恨袁

世凯逆施倒行的将军，情愿不

惜冒杀头之险，帮助蔡将军逃

出袁氏魔掌， 回云南举兵反

袁，完成救国大业。 愿在将军

功成日，终身相许结良缘。

1915

年

11

月

11

日清晨，

小凤仙将事前已买好的华贵

狐皮大氅给蔡锷穿上，还特地

给蔡锷加戴了一个大口罩。 而

袁世凯指派的跟踪密探们，从

背影或行走姿态上看，蔡锷没

有异样。 陪伴蔡锷出行的小凤

仙，更是浓妆艳抹，锦衣绣裙，

打扮得花枝招展，有如贵妇人

般地挽着将军走出八大胡同，

坐上马车去大栅栏等繁华场

所， 大摇大摆地进商店逛闹

市，还大把花钱买下贵物或年

货，双双在说笑中游玩得很开

心。 那些跟踪盯梢的密探们从

背后察看，蔡将军一如往常带

上小凤仙， 闲逛大街找乐趣

了，于是也就放松了监视。 小

凤仙便趁时催赶马车快走，双

双进入琉璃厂的荣宝斋。 在密

室里， 蔡锷快速脱悼全身装

束，交给战友戴戡穿好，再由

小凤仙挎着由戴戡改扮的蔡

锷走出荣宝斋，乘原有等候的

马车回到了八大胡同妓院里。

终将所有的密探骗过，直到次

日方才发觉蔡锷逃得无影无

踪了。

逃离北平的蔡将军，经天

津到日本，再经香港、河内回

到昆明，并于当年年底，发动

护国反袁战争， 节节胜利，终

于同国人一道推翻了袁世凯

的复辟帝制。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举国

痛骂中死去。 护国战争结束，

蔡锷荣立了再造民主共和之

功勋，彪炳史册。 小凤仙冒死

帮助蔡锷出逃成功，也以侠女

之美誉，长留青史。

忠于情义的蔡锷原本想

在护国战争胜利后，同小凤仙

欢聚结良缘。 然而天不从人

愿，就在蔡锷于

1916

年

11

月

6

日出任四川督军兼四川省长

不久， 咽喉病情急剧加重，不

得不离职到上海住院治疗。

1917

年

9

月，再转往日本九州

福岗医科大学医院，确诊为喉

癌，医治无望，于

11

月

8

日故

去。 小凤仙在荣宝斋密室送蔡

锷将军出逃时的匆匆一别，竟

成永诀，终使小凤仙美好心愿

落空，痛不欲生。

及至北平官方与民众，在

北平中央公园举行隆重公祭

蔡锷时， 小凤仙乘坐白马素

车，身穿蓝布长衫，步入灵堂，

向蔡锷遗像恸哭， 并三鞠躬，

随后即急速掩面退出灵堂，生

怕有人认出自己。 再过些日

子， 小凤仙搬出了八大胡同，

离开北平到天津， 改换名字，

替有钱人家做手工活计，过着

贫民生活。 后来与奉军王姓军

官结婚， 转到沈阳长住下来。

王姓丈夫死去后，小凤仙即沦

落为沈阳一介贫女了。

新中国成立伊始，小凤仙

改名张洗非，愿意做新人。 幸

得昔日贵友帮忙，在沈阳公立

机关的幼儿园里，当上了保育

员，过上了新中国挣工资自由

生活的日子。小凤仙约在近

60

岁时，患病死于沈阳，走完了

她从妓女到侠女再落魄成贫

女、终为正常人的传奇旅程。

（刘肃勇）

蔡锷与小凤仙

何香凝、廖仲恺和子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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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

l0

月底， 廖仲恺

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 他们

两人的婚姻属“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是所谓的“天足

缘”。 说起这段佳话， 还得从

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遗留给

儿子的提亲条件， 以及何香

凝坚决反对裹足说起。 原来，

廖竹宾早年进入香港汇丰银

行工作。

1875

年， 旧金山汇

丰银行分行正式开设， 他担

任该分行副经理的职务。 由

于旅居海外， 饱尝欺凌、 歧

视和剥削压迫， 所以他非常

热爱祖国。 他虽远离祖国，

仍然教育子女不要忘了祖国，

他强烈的爱国爱乡的感情和

言行给廖仲恺以启蒙和熏陶，

使他自小就萌发了爱国思想。

廖竹宾是客家人的后代， 一

直未忘祖辈的习惯和乡规；

根据客家人的规矩， 加之亲

历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

歧视， 他深知小脚女人在国

外被人看不起。 因此， 他在

1893

年病故前留下遗嘱， 希

望儿子能回祖国成亲， 而且

必须讨个大脚女子做媳妇。

廖仲恺含泪答应了父亲的临

终要求。

可是，在

19

世纪末，中国

依然保留着女子缠足的传统

陋习，要想找一个与廖家门当

户对的“大脚小姐”的确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天下事

真是无巧不成书，比廖仲恺小

一岁多，又有一双大脚的何香

凝，正好符合廖仲恺的择偶条

件；通过媒人的说合，他们顺

利地结成了夫妻。

何香凝的那双“天足”是

靠自己顽强斗争才保住的。 她

出身于香港一个大地产商家

庭，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 她

酷爱读书学习，从小就是“不

缠足主义者”， 她对那些以一

双天足勇敢征战的太平军女

战士非常敬佩，下定决心无论

如何决不缠足；家里人白天为

她缠足，她晚上就用剪刀剪掉

缠足布，剪刀被搜走后，她又

设法买来一把新剪刀藏在祭

祀祖先的祭坛香炉下；等大家

都睡觉以后，她再将缠足布剪

掉，屡次如此，始终不屈服。 最

后父母也只好网开一面，由她

去了。

廖仲恺、何香凝的婚姻虽

是媒妁之言的产物，但他们却

是旧式婚姻中的幸运者。 他们

婚后夫妻互敬互爱， 情投意

合，生活幸福、美满。 他们居住

在屋顶晒台上的一间斗室内，

然而“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在斗室既可以读书，又便于赏

月，每当皓月当空，清风明月，

他们不禁产生“人月双清”之

感，因此，这间小屋被命名为

“双清楼”。 后来，廖仲恺将其

诗集取名为《双清词草》，何香

凝自称“双清楼主”并将其诗

画集命名为《双清诗画集》。

19

世纪末， 民族危机日益加

深， 廖仲恺竭力向国外寻求

救国救民的真理， 并把目光

转向日本。 为了实现廖仲恺

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何香凝

不顾亲友反对， 毅然把陪嫁

的珠宝首饰和家具等卖掉，

连同私蓄凑了

3000

多元， 作

为出国的旅费和留学费用。

在日本，他们夫妇追随孙

中山，参加革命工作，作出了

不少贡献； 他们的斗争生活，

充满了感人的事迹。

1904

年至

1909

年间，廖仲恺曾多次受孙

中山指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为了革命需要，他总是欣然从

命，毫不迟疑。 他们在东京的

寓所是孙中山经常与革命党

人集会和工作的场所兼通讯

联络站。 何香凝亲自担任联络

和后勤工作，她为革命而“甘

心忍受、乐之不倦”，孙中山亲

切地称她为“奥巴桑”（日语

“老太婆”音译）。

1905

年同盟

会成立，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

最早的女会员。 接着，她又和

黎仲实介绍廖仲恺加入同盟

会。

1909

年初，当廖仲恺又一

次奉命潜赴天津从事革命活

动时，何香凝题诗相送：“国仇

未复心难死， 忍作寻常泣别

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

华史上名。 ”

武昌起义以后， 广东成

立了军政府， 廖仲恺任军政

府财政司司长。 这位专攻经

济学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以

广东为活动舞台， 开始了他

一生的革命活动。 而何香凝

则成为廖仲恺的贤内助， 操

持家务， 教育子女， 支持丈

夫， 将全部心血倾注到建设

新生共和政权工作中。 廖仲

恺也为争取广东财政状况稳

定与好转， 为巩固和建设广

东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进行

了不懈的努力。

“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汉

民和廖仲恺弃家逃亡日本，同

孙中山在日本会合。 廖仲恺夫

妇积极参加孙中山组建中华

革命党的活动和斗争。

1914

年

5

月， 他们毅然加入了中华革

命党。 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廖

仲恺被选任为财政部副部长，

代行部长职权，挑起了中华革

命党的理财重担，为筹款讨袁

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8

年

6

月，护法运动失

败后，廖仲恺夫妇随孙中山回

到上海。 他们并没有丧失革命

斗志，而是积极协助孙中山进

行宣传工作，以“激扬新文化

之波澜， 灌溉新思想之萌蘖，

树立新事业的基础，描绘新计

划之雏形”。 孙中山将中华革

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之后，

本部设立了党务、总务、财政

三部，廖仲恺被指定担任财政

部长。 他和朱执信奉孙中山之

命多次在福建部署讨桂军事

行动，敦促陈炯明部兴师返粤

讨桂，并为之筹募军饷。

1921

年

4

月， 国会非常会议召开，

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廖

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代

理部长职）， 挑起了为中华民

国政府筹措军政经费、整顿广

东金融的重担。 他积极为粤军

出师筹措军饷，从而保证了北

伐顺利出师，被人赞誉为孙中

山的“钱荷包”。

1922

年夏天，廖仲恺在遭

陈炯明囚禁并遭到死亡威胁

的时候写出了《留诀内子》七

言诗两首与何香凝诀别，一

云：“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

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

胜似屠门握杀刀。 ”二云：“生

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

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

脱悟前非。 ”何香凝得知廖仲

恺遭囚禁的消息后，抱病冒着

暴雨，亲历险境，当面质问、痛

斥陈炯明，迫使陈炯明释放了

廖仲恺。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先

后任党、政、军等十余个部门

的要职，何香凝则担任国民党

中央妇女部长，并兼管广东省

妇女运动。 他俩忠实地执行三

大革命政策，同共产党人真诚

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广东

省蓬勃开展。 在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践中，廖

仲恺、何香凝对中国民主革命

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形成比

较正确的观点，成为坚定的国

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的亲密

朋友。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

和捍卫三大政策，坚定不移地

推进各项革命措施，引起了国

民党右派分子的极端仇视。 他

们视廖仲恺为眼中钉，决定杀

害廖仲恺。 面对死亡的威胁，

廖仲恺毫无畏惧，他对何香凝

说：“我生平为人做事， 凭良

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

起国家、 对不起民众的地方。

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

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对革

命我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何

香凝深为丈夫的安危担忧，但

她并没有阻止廖仲恺进行革

命工作，只是要求与丈夫合拍

一张照片。 廖仲恺说：“为国民

党而牺牲， 是革命家的夙愿，

何事顾忌

!

”

1925

年

8

月

25

日， 廖仲

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遭

敌人暗杀，成为“努力奉行孙

总理遗教而流血” 的第一人，

终年

48

岁。

廖仲恺被刺逝世后，周恩

来参加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做

了大量工作，并发表痛悼廖先

生的文章。

1925

年

9

月

1

日，

廖仲恺安葬在广州沙河朱执

信墓的左侧，为他送葬的有广

州党、政、军官员及各界群众

十几万人。

1935

年

9

月

1

日，

廖仲恺的灵柩由广州运到南

京安葬， 葬于南京紫金山南

麓、中山陵西侧。

廖仲恺的逝世使何香凝

悲痛万分， 但她未被悲痛压

倒，亲人的鲜血更加激励了她

的革命意志。“哀思催奋酬君

愿，报国何时尽此心”，立志要

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她坚

定地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

家以殉，亦所不惜。 ”自此，她

更加坚定地为实现孙中山的

遗愿而勤奋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何香凝怒斥蒋介石背弃孙中

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反革命行

径， 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决

裂。 她回广州专心打理仲恺农

工学校的事务， 并于

1928

年

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卖画为

该校筹集经费，又先后旅居伦

敦、巴黎，过着读书、作画的清

苦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

回到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 她曾寄诗给黄埔学生出

身的将领，鼓励他们：“追怀祖

逖，莫辜负你雄心，速向倭奴

痛击

!

”她给第五军救援十九路

军的张治中寄去一信，附诗一

首，并送去女褂子一件，要张

治中转达黄埔学生的将领奋

起抗战。 其诗云：“枉自称男

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

方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

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

征衣去。 ”

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行径，她坚决拒绝

去重庆。

1942

年，蒋介石派人

到桂林，给她送来

100

万元支

票及请她去重庆的信，她在信

上写了“闲来写画营生活，不

用人间造孽钱”的批语，原封

交来人退回。

抗战胜利后， 何香凝对

蒋介石坚持反共、 独裁、 内

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 。

1948

年

1

月， 她和李济深、

谭平山、 蔡廷锴、 柳亚子、

朱学范等， 在香港成立了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以革

命派的崭新面貌团结进步力

量， 开展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何香凝积极参

加社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

1972

年

9

月

1

日，何香凝

在北京病逝，享年

94

岁。 何香

凝生前早就有一个心愿，那就

是和廖仲恺“生则同衾，死则

同穴”。

遵照何香凝的生前遗愿，

1972

年

9

月

6

日下午，何香凝

的灵柩被运到南京，当地政府

在紫金山下的廖仲恺先生墓

地举行了合葬仪式。 实现了她

与廖仲恺“生则同衾，死则同

穴”的愿望。 （周兴梁）

廖仲恺与何香凝
廖仲恺、何香凝这对革命伴侣，在人生的

旅途上共同生活了 28 个春秋， 他们是夫妻，

是同志，是战友。 他们的爱情生活虽不浪漫，

但他们的爱情却因志趣相投、情深意笃、患难

与共而成为新型夫妇关系和新型家庭的楷

模，广为世人称道、讴歌。

当蔡锷的灵柩从日

本运抵上海后， 上海各

界民众为蔡将军举行了

隆重的追悼会， 小凤仙

托人送上两副挽联。

其一为 :� 不幸周

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

英雄。

其二为: 万里南天

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

患余生， 萍水姻缘终一

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愁

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

花颜色亦千秋。

蔡锷将军

小凤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