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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撰 说 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

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

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 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

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

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

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

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

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

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

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

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

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 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

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 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

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淡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

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

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

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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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

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

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

料的内容。

四、 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

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

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

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 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

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

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

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 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

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

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

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

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

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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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曾资助蒋介石南下广州

我原姓汪，祖籍安徽歙县人。我看到族谱上记载，我们上代有人做过

光禄大夫，还有一个文人叫汪藻，是南宋有名的文学家。汪姓在安徽是大

姓，我父亲家是这个大家族里头的一脉。太平天国时候我的祖父移民到浙

江奉化，其实就是逃难。离开徽州时，每一个人带了一块金砖。到了奉化，

他们就用金砖，在奉化常昭村造了房子和祠堂。我父亲汪宝棠生于1882

年，一家兄弟四个人，务农为生。我父亲六岁时就下地劳动了，放牛、割草，

相当辛苦，生活很艰难。到十二岁时，他看到邻村青年到外地谋生，便也想

到宁波去找活干，摆脱农村的艰苦生活。

父亲来到宁波找到一个打铁铺，跟师傅学打铁。我们家乡有句俗话

叫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打铁师傅打的就是自己的心。一开

始，我父亲当学徒，从十三岁做到十六岁。这三年里，他每天从早到夜地打

铁，也没什么吃，零用钱也很少，空闲时候就算放假。一次，他在一家南货

店里，看到家乡奉化的土菜，想买来吃时，碰到店里一个四十来岁的伙计，

也是奉化人，姓王。他看到我父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很可怜，就让他去他家

里，烧点家乡菜给他吃。自此我父亲隔两三天就去他家。这个伙计，有两

个男孩，一个女孩，大的是女儿叫梅香。我父亲一直去他家吃饭，不好意

思，就想着为人家做点什么。有时，这个姓王的伙计，把南货店多余的东西

拿出来做小生意，补贴家用，我父亲看到了就和他一起做。相处时间久了，

我父亲看到他家大女儿蛮好，那女孩也喜欢他，就订婚了。父亲三年满师

后，师傅让他再做三年。父亲觉得老做这个铁匠没出息，可又想不出自己

除了打铁，还能做什么。这时，岳父对他说：“你和我女儿订婚了，应该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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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我有个同乡在上海，你要不到上海去谋生吧。上海是黄金铺地，去上

海的人都能发财。”

父亲觉得这是条出路，说走就走。他一个人乘小船到了上海后，岳父

的朋友对他说，你没其他本事，就去做码头小工。经介绍到十六铺码头做

了脚夫，即码头小工。做脚夫就是船到码头后，把船上的货卸上岸，当时都

是一人掮或两人扛，把货送上岸。掮货上岸要走跳板，跳板一颠一颠很难

走。一开始父亲走不好，一下子跌到江里，人跌到黄浦江不要紧，爬上来

就是了，货跌到江里就要赔偿。货比人重要。黄浦江货运繁忙，脚夫每天

都有活干。脚夫的活重，饭量大，父亲一顿能吃两大碗饭，一碗黄豆汤，汤

里难得放几根肉丝，就算不错的了。脚夫一天劳动下来，发一根竹签，一根

竹签可以吃两顿饭。住的是“滚地龙”，就在十六铺码头旁。如果船没到，

就一天没事做。脚夫有帮口，都要抢生意。父亲的工头待人还算可以。所

以，只要不怕苦，卖力干，勉强能糊口。父亲说，脚夫和种地两码事，种田用

腰功，打铁用臂力，脚夫用肩功。

大船卸货后，有的还要用小船把货物运到浦东去。十六铺到浦东来

回一个时辰，每条船上两个人。如果哪天有船缺船夫，父亲就顶上去摇船。

他们大多数运的是棉花。

后来，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苏州河垃圾桥当工头，那边货物多，比较忙，

缺人手。他让父亲到苏州河去装货物，一天要装很多，挣的钱也多，父亲就

在那里干了，活主要是把棉花打包后送到英国怡和纱厂、日本三井洋行和

中国纱厂去，每包棉花有两百斤，很重。这样他干了五年苦工，老板看他

干活卖力，为人老实，就提拔他做了工头。另外一个工头，姓王，是奉化王

溆浦人，大同乡。他对我父亲说：“我们两个人都做工头，合起来就是大工

头。”父亲觉得有道理，就两人合起来做大工头，做了几年。虽然，他剥削

人家，但他对大家蛮好，大家也就对他好。但时间一长，他觉得做工头虽省

力，却责任重又赚不了大钱，不如做商人。他认为，自己人头熟门路多，可

以做棉花商人，便开了一爿裕丰棉花号，到浦东高桥、崇明等地设立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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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旧称放“庄口”），收购棉农的棉花，打包卖给纱厂。这些纱厂他都认识

的。他这时在上海无家，晚上无处睡觉，就睡在上海最大的宁波会馆四明

公所。不久，结识了叶澄衷、虞洽卿等人。后来生意做得比较大了，就加入

了宁波同乡会，认识了更多的人，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兴旺。当时上海做棉

花的商人不少，论实力父亲排到第三位。

父亲还在做工头时，回老家跟梅香结了婚。结婚后，他要贴补岳父家

钱，直到两个老人去世。梅香有两个弟弟，小弟弟，叫王鲲。梅香对我父亲

说，这个小弟弟要培养，要让他读书。父亲答应了。妻子梅香生了一个女

孩，也取名叫梅香。几年后，妻子梅香过世了，父亲托人带养女儿。谁知，

不久女儿也病了，父亲赶回去，女儿死在父亲的怀抱里。他很难过，含泪对

小舅子王鲲说，一定让你读书。王鲲读书蛮好，长大后到邮政局做事，认得

一个叫王任叔的文化人，是同乡。每个月王鲲和王任叔到上海来办事时都

到我家吃饭。那时，王任叔用笔名“巴人”写过一些文章，很有学问，父亲

也知道，他要小舅子向王任叔学习。

几年下来，父亲生意越来越好。他已娶我母亲任氏，生有三女两男。

他大生意要做，小生意也不放过。虽然此刻他已经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了，

家中已雇用了车夫、厨师，另有三个佣人。但他仍注意开拓新业务，当他看

到棉花打包用的麻布袋，运送棉花后有点破时，就关照工人不要扔了，拿回

来修补一下还能有用。对那些实在破旧的布袋，他让人拆洗干净。大片的

卖给工厂揩机器、擦汽车等。再小的布就卖给居民做抹布。为此，他索性

在新闸路口（后门弄堂鸿福里）开了一家汪宝记花袋号，专做这个小生意。

这新闸路的房子是44、46号，双开间。店招是请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写的，花

了8两黄金。楼上是住家，全家刚搬进去不久我就出生了。这时正是1924

年阴历八月初四（9月2日），刚好是江浙战争爆发，双方开炮，打了三日三

夜。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又胎气不足，所以我一生下来就哭。外面开

炮，里面哭，炮开了三日三夜，我哭了三日三夜。炮声一停，我就不哭了。

我生下来时，父亲已四十三岁，老来得子，所以特别喜欢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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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我父亲说，1926年，有一次王任叔到我家来，说蒋介石在广东黄

埔陆军军官学校当校长，让他去当机要秘书，父亲听了很高兴。此时是第

一次国共合作。因为小舅子与王任叔是好朋友，将来一定也会有出息。再

说蒋介石和我们是同乡人，又是孙中山领导的。父亲对孙中山很佩服。这

个时候的王鲲舅舅，已经当上了宁波市总工会委员长。他和王任叔一起做

过宣传工作，组织民众打倒军阀。到1927年春天，王任叔知道蒋介石要叛

变，便托人带信，要王鲲当心。可是王鲲不信。直到1927年4月11日，杨虎

奉蒋介石的命令派人到宁波把我小舅王鲲抓起来，先要他投降，王鲲誓死

不降，几天后被蒋介石下令杀掉了，还暴尸街头，不准家属收尸。但是，王

鲲的嫂子不怕威胁，和小妹前去收尸，将砍下的头，用针线缝上去。老百姓

说他是共产党，围观的人很多，轰动宁波。父亲知道后，非常气愤，痛骂蒋

介石是忘恩负义，没有良心的人。这个时候我才三岁。我的二姐，比我大

十二岁，是她告诉我的。

我父亲为什么骂蒋介石忘恩负义呢？原来蒋介石那年去广东前，黄金

荣给了他一些钱，但钱不够，蒋介石找虞洽卿商借，虞让他问汪宝记拿。我

听二姐说，那天蒋介石拿了一篮水果来借钱。父亲当场就借给了他一笔

钱，那个时候用银票，多少记不清了。可是如今我父亲最喜欢的亲人小舅

子，被蒋介石杀掉了。因此他一直对我说：“蒋介石不是人，他忘恩负义。”

同时，他还对我说：“你们不能参加共产党，要杀头的。”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第二年上海爆发

“一·二八”抗战，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抗敌，但是夜里冷，没有军毯盖，便通

过宁波同乡会求援。虞洽卿要南京路王兴昌西装店赶制军毯。王兴昌虽

是上海最大的西装店，但一下子没这么多钱买呢绒。父亲知道了，就捐出4

万银元，交给王老板去买呢绒，做军毯。这次捐献是由宁波同乡会发起的，

这个同乡会在辛亥革命后做了许多贡献。像会长虞洽卿这些人，在上海及

外地都有很大的公司。日军进攻闸北，打得挺厉害。我两个亲戚都死了，

因此凡是爱国的事情，父亲都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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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父亲还断绝了与日本商人的生意来往，以表示自己的抗日爱国

之心。我记得，在这之前，日本三井洋行有两个大班，一个叫呼米西，一个

叫米沙拉，到我家来过。1931年以后，我父亲毅然和日本纱厂断绝一切

来往。

我父亲没文化，不识字，但他喜欢上海，因为到了上海才有了出路，可

以发财，可以安家立业。我记得，我四五岁时，我的姐姐原来在涵德小学读

书。小学毕业后，父亲觉得女孩不宜出去读书，就请了一个老师来家里教

书，每天在亭子间上课。老师教《陋室铭》、《朱子家训》等古文，父亲要我

一起听。几天后，我能背得出这些文章。父亲听了说，可以了，蛮好的，就

让我去学校读书。我家是街面房子，对面是鸿祥里，有个小学，只有两间教

室，是弄堂小学。我记得我去上课时，学校里还挂着孔子像。学校里有个

体育老师，叫华名声，知道我父亲，就对我特别好，后来父亲还请他做过家

庭老师。滑稽电影明星韩兰根有一次来学校参加恳亲会，我看到他，蛮好

玩的。后来才知道，韩兰根从小不好好读书，但喜欢到处唱滑稽戏，后来出

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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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匪太保阿书绑架了我

半年以后，我父亲接到一封恐吓信，是太湖土匪太保阿书点名要绑架

我。事先他们都打听好的。接到这封信，我父亲很紧张，因为他最喜欢我，

就和我大娘舅商量。我大娘舅是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头头（探长），职务

蛮高的，他自己有包车。他还和人合开了一家戏馆，叫更新舞台，是老板之

一。另外，他还开了家旅馆，叫云洲旅馆，三层楼房。大娘舅就把我藏在云

洲旅馆三楼房间里。为了安全，三楼的其他房间都不借给客人住，只让负

责保护我的“小包打听”们住。我从小喜欢看戏，但大娘舅不让我外出看

戏，所以我只能照连环画样子画画。我先画在纸头上，而后画在墙上和床

单上。一天三顿都是由茶房新发送来的。后来我吵着要看戏，大娘舅就请

来一群小女孩，都只有七八岁样子，穿戏装，演“髦儿戏”。为啥叫“髦儿

戏”呢？最早有叫盖髦儿的人搞的，所以叫“髦儿戏”。唱这种戏的人，有

规定的，平时这些女孩子都梳童花头，会唱点戏，但是不入调。因为是盖髦

儿办的，只唱文戏，不唱武戏。我当然不喜欢看。台搭在旅馆天井里，我坐

在第一排，左边是我姨母，姨母在旅馆里照顾我生活。右边是娘舅，四面是

包打听，我看了不过瘾，就和新发说：“我要出去看戏。”

我姨母每隔一段时间，要回去向我父母汇报我的情况，比如身体好不

好，饭吃得多不多。这天正好姨母回去，新发就和我说他带我出去看戏。

我就很开心。他带我从旅馆后门溜出去，坐上一辆黄包车后，向前跑去，到

啥地方，不知道。这个时候我还太小，只有六岁。他们大概用了迷魂药，我

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等我醒来，我已经到了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本来我

也害怕的，但有新发在身边，我就不怕了。其实就是新发和土匪串通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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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了我。白天我就玩啊，可到了晚上就想家了。新发就安慰我。我看到

这群人中有个女的，长得蛮好看的，专门照顾我生活。有一次我摔了一跤，

新发就背着我去玩，到底玩了几天我也糊里糊涂。

几天后，又是黄包车，送我到家门口。后来是我娘舅告诉我，我被绑票

后，我父亲没办法，只得拿出一笔钱给绑架者。具体多少钱娘舅没说。但

是我父亲用这笔钱是情愿的。

后来，我父母带我去普陀山还愿。到了那里，我觉得这地方有点熟悉，

好像不久前来过。我就和我父亲说：“这个地方我来过的。”我父亲一听，觉

得不对，我们可能跑到土匪窝了。他怀疑，这个普陀山的和尚可能和土匪

有关。我父亲灵机一动，要我认方丈做师父，我做小和尚，可以保平安，不

会再出事。方丈为我剃了头，头上留了一小撮桃子形状的头发，穿了和尚

服，还拍了一张照。此后，这个方丈，每年都会来我家化缘。我父亲都会给

他一笔钱。这个方丈每次到上海来就跑两家人家，除了来我家之外，另外

去的就是杜月笙家。



8

三、 虞洽卿开“后门”让我上小学

学校这时候已经开学了。我没地方读书，父亲就找虞洽卿帮忙，说我

小儿子要读书了，没学校可以去，你是否有办法？虞洽卿说：“芝罘路，有所

第十小学，是宁波同乡会办的。你明天带你儿子去。”第二天，父亲就带我

到这所学校去。原来这是所弄堂小学，校长在门口等我们，他不认识我父

亲，但蛮客气的。我们来到校长室，虞洽卿已经坐在里面。我父亲和他说：

“我儿子来了。”校长就站在旁边。虞洽卿是校董。他拿支毛笔给我，问我

会写名字吗？我说会写。我就写了自己的名字。虞洽卿说写得挺好。便

对校长说：“这孩子可上二年级。”我一年级都没读过，就读二年级了。进了

学校以后，才知道是很苦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前面坐

的是一年级学生，后面坐的是二年级学生。二年级课程已经蛮深了，算术

我就不行，算术题做来做去做不出，半年读下来留级了。全校同学排队时，

老师让我和新入学的一年级同学排在一起。回家我就哭了，向父亲说了这

件事。姐姐告诉父亲说我是留级了。后来父亲送我到三姐念的涵德小学

读书，直接读三年级。当时，我三姐已经读六年级了，再读一年就毕业了。

我进去就读三年级，啥都不懂。父亲就要三姐多读一年小学，帮助我做功

课。所以我和我三姐关系最好。三姐平时不声不响的。我读古文《秋水轩

尺牍》，不懂就读不进去。老师要我做作文，我不会做，只好交白卷。算术、

珠算，我也算不清楚。当时，我最喜欢的是田克成老师，他教美术、唱歌和

体育。学校没有操场，我们就在马路上上体育课。下雨天，不能上体育课，

他就讲故事给我们听。他讲《英烈传》等。他家在郊区，平时就在学校里

住宿。有一天上课时他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像一枚桑叶，让我画蚕宝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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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角吃桑叶，暗指日本人侵略东三省。我画好后，他又说眼睛要画成红

色的，暗喻日本国旗。他还要我唱《大路歌》，并且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唱。

我在小学时，画图画得好，唱歌唱得好，听讲故事也听得好。我最喜欢田老

师。他对我太好了。

读到四年级时，靠着三姐帮助，我的功课才一步步跟上去。读到五六

年级时，实在不行了。小学毕业了，我功课不好。但是我父亲特别喜欢我，

非但不责罚我，而且还经常带我看戏、看电影。我母亲和姨母也带我去大

世界玩。我两位姐姐带我去看中国电影。我当时能记得中国早期电影的

故事和男女明星名字。我六岁就跟着父亲到大光明电影院看外国电影。

这个时候大光明没有小孩票，我父亲就带我去看，我喜欢看卓别林的喜剧

片、范朋克的武侠片和《人猿泰山》等影片，还有音乐舞蹈片等。父亲做

生意辛苦，看喜剧开心，他看到卓别林在影片里戏弄一些人，就特别开心。

我舅父几乎每星期都带我们全家去看京戏，轮着看。我特别爱看连台本

戏，因为有情节，有机关布景还有唱有打，十分热闹。如忠奸分明的《封神

榜》、《狸猫换太子》、《彭公案》等，几乎让我入了迷！

父亲常对我说，他是做脚夫出身，是穷出身。我当时还太小，不太懂

事。有一天乡下来了个亲戚，带了一个小孩，父亲要我和这个小孩比写

字。那个小孩没带笔，我就把用过的笔给他，结果他写不好。父亲看了发

火，教训我，说不能看不起穷人，我也是穷出身。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我发

火。当时家里雇了一名车夫，叫阿二，人很老实。他每天早上先送我上

学，再回来送我父亲上班，吃中饭时，先接我回来，再去接我父亲。有一天

中午，他先接我回来，然后去接我父亲时，下大雨了。我父亲打电话嘱咐，

不用去接了。我吃完午饭后准备上学了，阿二还没吃过饭。可他却把黄

包车大篷拉上来，抱我坐到车里后，怕我淋湿，还把他自己穿的雨衣盖在

我身上。一路上，我从车篷边看出去，只见他浑身上下全湿透，在马路上

奔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可以晚点去上课的，待雨停了再去，他

就不会淋雨了。我觉得阿二人真好。从此我对阿二就特别同情，以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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