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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特别家教 

阳春三月，春染枝头，坐落在上海市郊的宋家院落，格外静谧。 
院落别致，它大于上海一般人家的院落，倒像西方大户人家的别墅一样。院内有花园、

果园、苗圃、树林、田园等。 
宋查理之所以敢花重金置下这块地皮，盖上这么大的院落，是有着他的刻意目的。孩子

是春天的花、秋天的果。孩子又是大自然的宠物，应该让他们投身于大自然。目的是为了让

孩子们自幼领略大自然的风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真正领略田园诗意。 
在院中的一角，映着宋家父母和宋霭龄、宋庆龄及 3岁的宋子文的身影。他们在指指点

点，赏花悦目。 
宋子文是宋查理在连续有了两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生于 1894年上海家中，这时

正好 3岁了。 
“爸爸，这是什么花？”小子文问。 
“康乃馨！”爸爸道。 
“妈咪，你看这花多漂亮？” 
“它叫美人蕉！”妈妈说。 
“妈，含羞草在哪里？” 
“噢，前面！” 
小子文上前去触，它的叶片“唰”的一下收缩起来：“妈，它会变呀？” 
“是啊，它是害羞的。所以名字就叫含羞草。” 
小子文心里默念着“含羞草”。 
“啊，那花怎么吊着开？” 
“那是倒挂金钟！” 
“爸，我想看看七色花。”宋庆龄道。 
“啊，在那边。” 
他们围着七色花，爸爸讲了一个有趣的童话：“七色花名叫富贵花，它之所以富贵，有

篇日本童话说，在远古时代，一个穷人采到了这枝花，家境很快好了起来，要它变啥它变啥，

馒头、面包、洋房、布娃娃等等，它都会变。后来，皇帝知道了，抢走了七色花，皇帝也想

发财，也让它变。他要它变金银，七色花变成了一堆石头，他要变洋楼宫殿，七色花变成了

一副棺材。你瞧，这七色花多有意思啊！所以善良是人的本来面目，今后不管到哪，我们都

要以善待人，你们听懂了吗？” 
“懂了……”孩子们喊道。 
“走，咱们到果园去看看！等看了一遍，你们每人写一篇观感文章，登在咱们家庭的报

上，好不好？” 
“好的。”儿女们一呼百应。 
…… 
晚上，宋查理正在看书、写字。 
小子文上前：“爸爸，大姐二姐都不同我玩！” 
“她们在干什么，知道吗？” 
小子文摇摇头：“不知道。” 
“那是她们在完成爸爸交给的作业哩！来，爸爸陪你玩好吗？” 
“好，玩什么？” 
“拍手掌，对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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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父像个孩子头，父子俩对手拍起来： 
板凳板凳摞摞， 
里头坐个大哥， 
大哥出来买菜， 
里头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烧香， 
里头坐个姑娘， 
姑娘出来磕头， 
里头坐个孙猴， 
孙猴出来蹦蹦。 
…… 
第二天晚上，小子文捧一束七色花又来到爸爸书房。 
“爸爸，送你一束七色花！是妈妈让我送的。” 
“好啊，我的胖小子！希望你和七色花一样长得水灵漂亮！” 
“爸爸，你不是说七色花会变吗？” 
“是啊，让你变个女孩，高兴吗？” 
“高兴。” 
“在我们家里，爸爸更希望女孩！” 
“那我真能变个女孩吗？” 
“傻小子。从今以后，你就是爸爸的通讯员了！” 
“什么叫通讯员？” 
“比如爸爸要姐姐们来开会。你把她们喊来，这就是通讯员。” 
“是吗！” 
“现在，爸爸让你做这项工作，行吗？” 
“行，爸爸。” 
“喊姐姐们过来开会好吗？” 
“好的。”小子文高兴地道。 
“好聪明的孩子！” 
天真活泼的小子文跑到霭龄屋：“大姐，到爸爸屋开会！” 
接着小子文又跑到庆龄屋：“二姐，到爸爸屋开会！” 
霭龄、庆龄陆续来到爸爸的书房，爸爸和蔼地问：“昨天爸爸妈妈布置的写作‘观感’，

你们都做完了吗？” 
“做完了。”霭龄、庆龄齐声答。 
“我的交给妈妈了。”霭龄道。 
“去，把你妈咪也喊来。” 
“好的。”霭龄像只蝴蝶翩翩飞去。 
“给，爸爸，这是我的。”庆龄道。 
“你们先拿着，一会儿你们要给全家人读读，看谁写得好！”爸爸道。 
“那好吧。” 
说话间，妈咪和霭龄也过来了。 
“快找个地方坐下！” 
大家找地方坐下，等着大会的开始。 
宋查理开场白道：“大家都坐好啦，今天的家庭会开始。昨天爸爸妈妈给大家布置的作

业，大家都完成了。很好。在我们宋家，应该有这种责任心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今后走到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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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也应该这样。你们说是吗？” 
“是。”大家回答。 
“好，现在就请大家一一展读自己的作品。霭龄是大姐，请你先读吧，为弟妹做个榜样。” 
“写的不好，请大家不要见笑。”于是霭龄站起来，带有几分感情色彩地读起来： 
《忘不了，那株美人蕉》 
你看它长得很美，像美人立在花丛。 
你看它长得多高，像众星捧月，鹤立鸡群。 
你看它长得像一株燃烧的火炬！像一片燃烧的云霞！ 
美人蕉花大、叶绿、健美，亭亭玉立的花茎上长着一簇簇四分瓣的大红花，有的花开了

一个时期后，花儿就自动凋谢了。可它不然，常开不败。你瞧，它每个花茎上至少有三束花

苞，而每一束花苞又有十多个花蕾，每个花蕾至少要开放十多天，这样算起来一束花苞要开

放长达三个多月。然而这棵花茎的花儿还没有完全退妆，而另一棵新茎便再生了，一直延持

到霜雪降落，寒袭大地。 
我喜欢美人蕉，因为它有梅花的性格。 
我喜欢美人蕉，因为它一年四季开放，把世界打扮得更加漂亮。 
霭龄读完，大家一片掌声。 
“下一个，是我们的庆龄小姐啦！”爸爸道。 
庆龄站起来开读： 
《我喜欢七色花》 
爸爸的童话很多很多， 
我最喜欢他讲的七色花， 
七色花，多美啊！ 
要想变啥就变啥。 
我要有一朵七色花多好啊！ 
没有别的心愿， 
只想把外公、外婆的白发变黑发！ 
只想把爸爸、妈妈脸上的皱纹抹去吧！ 
只想留住一个青春的世界， 
和我们欢乐的童年， 
可是，七色花，你在哪？ 
大家又是一阵掌声。 
“大家的作业都展读完了，我看都很好！”爸爸开始总结。 
“不，还有我呢？”小子文道。 
“你？” 
“我还没表演呢？”小子文睁大眼睛说。 
“你要表演什么？” 
“是妈咪教的，我给大家跳个舞吧？” 
“好，大家欢迎。” 
小子文边唱边跳： 
蝴蝶蝴蝶， 
身穿花花衣， 
飞来飞去， 
采来花蜜…… 
大家又是一阵掌声，将全家的兴致推上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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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出伟人的父亲不可能是侏儒。宋查理既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又是一位教子

有方的典型父亲。宋查理对子女的教育完全采用民主的方式，教育从潜移默化开始，对男孩

女孩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关怀和正规的新式教育，赋予同样的社会责任心。宋家子女的童

年、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民主氛围浓烈的家庭之中，并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熏染。 
宋查理对中国封建传统压抑个性，以循规蹈矩为贤明，对唯唯诺诺为老成的陈腐教育深

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教育的结果只能使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天一天地沦落下去。他心中只有一

个宏愿，就是要努力将子女们培养成中国的林肯、华盛顿式伟大人物。 
他屡次对人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 400万超人。

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他和妻子制定了一套现代

型的教育方案，并为实现理想倾注了为人父母的大量心血。 
尽管宋查理每天工作很忙，他始终把孩子放在心上。每天下班回来，孩子们都自动围上

前去。“爸爸，一定给我们带好东西啦？” 
“你们看，这是什么？” 
“上海儿童报。” 
“给我一份！” 
“给我一份！” 
宋霭龄、宋庆龄的文章赫然报上，大家都惊呆了。 
“是我的文章！”霭龄兴奋地说。 
“这是我的文章！”庆龄激动地说。 
“查理，为了孩子，你的印书馆也派上了用场？”倪桂珍吃惊中露出了笑容。 
“我让师傅们加班搞的，工序麻烦了点，下次改用打字机打吧！” 
“让霭龄当你的助手，坚持办下去。每月一期，好吗？” 
“好的。这是我给孩子订的英文杂志，你看怎么样？” 
倪桂珍接下，过目。 
子文 5岁生日的那一天早饭后，宋查理把孩子们招呼在一起并告诉他们：“爸爸要出差，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们要听妈咪的话。霭龄，你是大姐，遇事要管着他们点儿！” 
“好的，爸爸！” 
“祝爸爸一路顺风！” 
“爸爸，再见！” 
爸爸的车子驶出大门后，妈咪对三个孩子说：“你们跟妈咪学刺绣吧？” 
姐妹俩同声回答：“好。” 
“我呢？”子文道。 
“你帮妈咪缠毛线吧！” 
妈咪哼着小曲，大家都唱了起来。 
看谁心灵美， 
看谁手儿巧， 
小小银针飞， 
绣出金凤凰。 
…… 
“哎哟，刺着手啦，有血，我怕，疼死我了……”霭龄叫道。 
妈咪走上前来：“不要怕，做事要细心，你老是风风火火的。妈咪给你包扎一下，休息

一会儿，就好啦！” 
“妈咪，爸爸经常给我们讲故事，你也为我们讲个顶好听顶好听的故事吧？”子文提议。 
“讲什么呢？”妈妈理了理腮边的长发，露出了手腕上溢彩闪亮的金镯，妈妈随手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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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道：“就讲这金镯的故事吧。” 
“金镯？”子文和姐姐们疑惑不解地接过来传看，最后又送到妈咪手里。 
“你们知道这金镯的来历吗？” 
“不知道。”姐姐们摇头。 
“这是爸爸与妈妈结婚时，爸爸送给妈妈的。”妈咪开始讲了起来，“当初，这是你奶奶

的嫁妆！也代表咱们家庭的荣耀！可是到你爸爸这一代，家境开始不好了。爸爸十几岁出洋

时，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带，奶奶就把这副金镯交给了你爸爸。临行时，告诉他：‘这

是妈妈的心，你带着吧，想妈妈时就看看它；遇到困难时，就当了它！’可是你们的爸爸出

国十年，什么困难没遇见过，九死一生都挺过来了，就是没当金镯！有一天，他从老板娘家

逃出来，分文没带，三天没吃饭，可是爸爸硬是挺了过来。它是妈妈的心，他不能让金镯在

他这一代失传！就是这样，爸爸凭着这种坚强的毅力回了国，把自己的事业一天一天做大起

来。如今我们家富了，这金镯的故事，可是永远不能忘啊！” 
妈咪讲到这里，已止不住泪水潸潸。 
孩子们也都动情地哭了起来。 
“妈咪，我也学爸爸那样。”子文第一个向妈咪保证。 
“好孩子，你们都要学爸爸，将来都会有大作为的。” 
“孩子，你们去玩吧！明天，霭龄、庆龄可别忘记了做作业。”妈咪说道。 
姐妹们和小子文都跑出了屋。 
小美龄跑在最后面。 
在姐兄看来，她是个多余的累赘，他们很想甩掉这“尾巴”，静心做自己的游戏。可是

小美龄总随着他们跑，动不动就耍脾气，以哭来威胁大家。 
“咱们玩捉迷藏吧？”霭龄问。 
“我也参加。”小美龄争先道。 
“好！” 
“剪刀、锤……”经过一番竞争，轮到小美龄坐庄找人。 
“面对墙壁，闭着眼，开始数数！”霭龄命令。 
“1、2、3……15。”小美龄数到 15时，开始找人。她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人，

便哇哇地哭了，去找妈咪告状！ 
妈咪安慰着她说：“来，妈咪跟你玩！” 
原来，这是霭龄、庆龄、子文，为了甩掉这个尾巴，特意设下的计策，他们翻墙越过院

落，到菜农的田野里疯去了。 
他们尽情地欣赏着田野里的自然风光，一切都感到新奇。 
“这是什么瓜？个儿这么大？” 
“是西瓜？” 
“又像是南瓜。” 
大家轮着抱，谁也抱不动。 
“来，我解剖一下，看看里面是什么？”霭龄取出腰间小刀，像爸爸切西瓜一样，在上

面划开个三角口，取出一块，是黄色的，大家都尝了尝。 
“这是什么瓜呀？太涩了，不能吃？”子文喊道，“它不是西瓜，我往里撒泡尿，教训

教训它！” 
子文的恶作剧开始了，撒尿后，又将“切块”盖上。 
“你们在干什么？……”看瓜老人在地头喊。 
孩子们自知理亏，呼啦一声跑开了。 
半个月后一个傍晚，菜农抱着那个南瓜寻家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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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一进门，冤家路窄，就碰见了霭龄、庆龄、美龄和子文在院门里面跳皮筋。 
老汉气冲冲地说：“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小洋奴，看你们干的这般好事！是谁把尿

撒在瓜里的？”说完，将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对于这种意外，孩子们都呆了。 
听到喊声，宋查理慌忙走出屋来。 
“宋老板，你们的孩子把尿撒到瓜里，太不像话了！” 
“有什么事，请到屋里讲。请你不要高声训斥孩子！”宋查理一派绅士风度。 
“太欺负人了！” 
“不就是一个瓜吗？是孩子重要还是你的瓜重要？你讲多少价钱？我赔。莫要惊吓了孩

子！” 
“20元，给钱吧？”老农道。 
“再加 10倍，算我赔情。200元钱吧！”宋查理当即从口袋掏出 200元，“给。” 
“不，20元都是我的气话，哪能要你那么多钱呢？”老农由怒转喜。 
“我们都是邻居，孩子们嘛，请你原谅着点！这点钱小意思，别客气。” 
“好，好，我收下。”老农转身对孩子们说，“刚才，都是阿拉说的不对，你们院子太小

了，今后常到我们那里玩，有什么稀罕物，你们抱回家就可以了。”说完向宋查理鞠了一躬

乐呵呵地走了。 
当晚，家庭会照例在客厅举行。 
宋父沉痛地说：“当年，我选择了这个避开闹市的郊区，作为父亲，主要是为了给你们

找块玩耍的天地，能看到四季的美景。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的主体，因主体而形成城市和农村。

我是经商者，介于工人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我们家也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目的是让

你们体味出这其中的甘苦，更理解工人和农民的辛苦。做错了事，并不可怕。玩是你们的天

性，可以尽情地玩，但是一定要知道农民的辛苦。唐诗中有句古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今后上学了，还会学到爸爸给你们说的这样的诗句。” 
“爸爸，我错了。”子文低下了头。 
“爸爸，那天，捉迷藏，他们跑到野外做坏事！我可没有参加啊！”小美龄向爸爸献好

道。 
“我的好孩子。不怪姐姐和哥哥，是我没有教育好他们，明天，你们在家等着，等我处

理完公务，咱们一块观海去，好不好？” 
“好，好！”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 
翌日早晨宋家院落里，早早起了床的子文，跑到霭龄门前问：“爸爸不是领我们去观海

吗？” 
“一会儿，爸爸处理完公务就回来了。”霭龄道。 
“啊，爸爸坐黄包车回来了！”孩子们一起围了上去。 
宋查理和孙中山先生下了车。 
“孩子们，这是孙叔叔给你们带来的礼物。”宋查理把礼物在手中晃了晃。 
“孙叔叔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这是霭龄，这是庆龄，这是美龄，这是公子子文！”爸爸一一做了介绍。 
“啊，几年没见，都长这么高了！”孙中山道。 
“师傅，把车放在外面，到屋里坐吧！”宋查理道。 
“好的。”师傅道。 
“爸爸，你不是说领我们看海吗，什么时候去呀？” 
“等我送走了孙叔叔咱们就去，你们先在外面玩吧。” 
假期结束后，霭龄、庆龄去上学。 
霭龄、庆龄坐黄包车，挥手向子文道：“小弟，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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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5岁的子文挥着小手，转身又扑到爸爸怀里，“爸爸，我要上学！” 
“你还小，等明年吧。”爸爸安慰他。 
“我都识 100个数了，还会背唐诗，说英文呢！” 
爸爸拗不过子文，只好说：“好，我今天去学校联系一下，如果学校收你，咱就去。” 
“好爸爸！” 
得到入学批准后的子文欣喜若狂，像只花喜鹊似的跑到妈咪住房：“妈咪，我被批准了！” 
“什么被批准了，慢慢说。” 
“上学啊！” 
“看你高兴的，什么学校？” 
“马克谛耶学校。和咱大姐、二姐一个学校！” 
“什么时间报到？” 
“下周一，还有三天，你快给我准备东西吧？” 
“好的，好的。” 
“这是爸爸特意为子文买的箱子。”庆龄拎着一个新箱子走过来。 
妈咪把子文需要带的新衣服和课本之类统统装了进去。 
子文看着装得满满的箱子，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周末的晚上，全家为子文上学开了个家庭晚会。 
晚会上霭龄报幕道：“明天，小子文要上学了，为了祝福他走上成功，迈入新生活的第

一步，经爸爸提议，特开此晚会，为小弟送行！现在晚会开始！第一个节目二重唱：《飞向

明天》。表演者：查理和霭龄。” 
歌词是： 
飞向明天， 
飞向明天， 
明天的阳光更绚丽， 
明天的鲜花铺满地， 
明天，是希望的象征， 
明天，是收获的季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们要做明天的主人。 
飞向明天， 
飞向明天， 
明天的校园欢歌多， 
明天的日子更快乐， 
明天，是希望的象征， 
明天，是收获的季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们要做明天的主人。 
妈咪弹着钢琴；庆龄吹着口琴；子文敲着牛皮鼓。 
音乐声中，渐渐映出霭龄和爸爸歌唱的笑脸；妈咪的歌唱；庆龄的歌唱；美龄的舞蹈……

多么热闹的场面。 
宋家的晚会是每周必开的。正是这样，宗教、田园、钢琴、歌声、英语和民主精神，使

这个家庭与当时中国千万个普通家庭相比较，处在一种“世外桃源”的优越环境中。既有基

督教严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谐、欢乐和诗情画意的气氛，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高尚情操的

熏陶，培养出他们独特的品性：多才多艺、文雅善良、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厌弃邪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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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宋查理教育儿女说：”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身为男人

应该有为事业而奋斗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周一的早晨。 
子文入学的一天终于来了。 
在此之前，子文一直为上学的事缠着父亲，顾不上别的，只有到了临出门上车时，他才

显出有些难过。敏感的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最后征求子文的意见，是不是要留在家里，

现在决定还完全来得及。 
“不！”子文坚决得毋庸置疑。 
全家人聚在门口发表意见，妈咪一再表示，让这样小的孩子一人离家去上学，实在太残

忍了，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子文说：“既然决定了，我绝不改变主意！只是……只是……”，他转向宋查理，“有吃

茶点的时间吗？学校的饭好吃吗？” 
“这是美国学校，他们做的比我们想的都好。”宋查理道。 
妈咪把一篮子的美味食品交到宋查理手上之前先让子文过目，那里面有鲍泽牌黄油软糖

和黑色的巧克力，这都是子文平时最爱吃的。子文一把抱住不肯松手，宋查理费了一番口舌

才替他拿过来。一切都已妥当，子文身穿苏格兰方格呢短上衣，绿色灯绒裤，贴在父亲身边，

像男子汉一样走向黄包车，走向那大千世界。 
马克谛耶学校。这是当时上海一所有名的外国双语学校，所招收的全是国外贵族家的子

弟。 
宋查理亲自带子文到了校长室。 
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打量着这个穿着入时的子文，开玩笑地用英语问他是不是真想上

学？子文也用英语执拗地回答说：“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好个有志气的孩子。”子文的回答使理查森小姐着实吃了一惊。 
理查森小姐又说：“这样吧，查理，就让他作为一名寄宿生暂试读，看看他能不能适应。

先报个名吧。”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请多多关照。”宋查理道。 
“爸爸，下次不要再送我了。”听了校长的夸奖，子文故意表现自己。 
“好的。”宋查理吻了子文一下。 
由于学校没有同样年龄的孩子，子文由理查森小姐单独专门上课。理查森小姐有时带子

文上街溜达，街上的孩子看见这个中国小男孩跟外国人在一起，就一齐高叫：“小洋奴，小

洋奴！”子文伸出舌头向他们做鬼脸，吓得孩子们连连后退。 
为了减轻子文想家的压力，理查森小姐不得不兼做类似于幼儿园保姆的工作。她常念一

首美国儿歌教宋子文唱。子文是个顶聪明的孩子，他不但会唱儿歌，各门成绩都优于外国孩

子。尤其是他的动手能力更优于其他孩子，这是理查森小姐所欣慰的。后来在 1945年宋子
文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理事成员国会议时，利用会暇看望

理查森老师时，满头白发的理查森女士乐得合不拢嘴道：“子文是我当时最优秀的学生。”美

国不少报纸刊出“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宋霭龄一下成了美国新闻人

物。宋子文要向大姐看齐，决心要到美国求学。路遇不平，宋子文敢顶“小日本”，让众人

称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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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方求学 

周末的傍晚，宋查理乘坐的美国“吉普”驶进小院，便被孩子们围了一圈。 
“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文静懂事的庆龄为爸爸打开车门，美龄和子文、子良、子安拉着爸爸的手，宋查理下了

车。 
“爸爸，你答应我的事忘了吧？”子文问。 
“什么事呀？” 
“爸爸不是好爸爸，上周末你不是说给阿拉买个口琴吗？”子文噘起嘴。 
“有此事！”宋父认真地安慰子文说，“不是阿爸说话不算数，阿爸确实太忙了。今天，

孙叔叔来了，我们只顾说话，把公子的大事给忘了。” 
“为什么不把孙叔叔带回家吃晚饭？”庆龄问。 
“他与爸爸一样忙。下次爸爸一定请他来！你们喜欢他吗？”爸爸问。 
“喜欢！”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爸爸，妈咪还等你吃饭哩！”庆龄提示道。 
“好，咱们吃饭！”宋查理道。 
这是一桌丰盛的晚餐。 
全家人兴高采烈地围在桌旁。 
宋父目扫一周，道：“怎么，子文不见了，跑到哪里去了？” 
宋母道：“子文在生你的气呢！你答应他的事，就应该做到，要么不说，要么说到做到。” 
“我不是忙嘛！”宋查理说完站起身向子文的房间走去。子文正躺在床上佯装看书。 
“子文，子文，都是爸爸不好，爸爸向你检讨。”宋父把子文扶起来，“明天，我保证不

让你失望行吗？” 
子文不情愿地跟着爸爸回到餐桌上，背着爸爸做个鬼脸，引得大家嗤嗤发笑。 
“笑什么？”宋父问。 
“我们男孩子都对你有意见！”子文单刀直入。 
“什么意见？” 
“这不是秃子头上爬苍蝇——明摆的事么？三姊妹和三兄弟间，阴盛阳衰嘛！” 
“没那回事。”宋父摇摇头道。 
“妈咪，你是杆公平秤，你说说？”子文用目光盯着妈咪。 
“我看子文说得有理。”宋母不假思索。 
“什么有理？”宋父追问。 
“让子文把话说完。”宋母道。 
“她们出国的出国，要提琴给买提琴，听说爸爸又为二姐联系出国求学的事。我们三兄

弟间似乎是天外来客？是另外个爸爸养的。” 
“哎，你们三人还小。等你们一个个长大了，我也一视同仁吗！”宋父很激动，”再说中

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妇女地位很低，比如出国求学吧，我们宋家要成为第一个，这是爸爸的

刻意追求，外界舆论已经非难我了，你们理解我好吗？你要提琴的事，爸爸不是答应了吗？” 
“不，我要的不是提琴，是口琴。”子文道。 
“我也要口琴。”7岁的子良道，“让哥哥教我吹。” 
“我也要口琴。”5岁的子安也学着说。 
“好，三个。明天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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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子文又对坐在身边的宋美龄道：“小妹，这口琴不像你的提琴，是我们哭出来的，

哈哈哈。” 
“好啦，好啦，咱们吃饭了。”妈咪催促道。 
“霭龄来信了。”宋父突然从兜里掏出信来。 
“来，让我看。”妈咪迫不及待。 
“不，你的英文还差点劲。让庆龄给大家读吧？” 
“我的英文好，我来读！”宋子文不示弱道。 
“要得好，大让小，让子文来读！”宋父把信交给了子文，子文站起来：“各位听众，子

文电台开始播音。这是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位女孩给全家的亲笔信。请注意收听。”子文用流

利的英语开场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弟弟： 
全家好。 
今天是圣诞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自从来美国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们。前一段，

我见到了受慈禧太后派遣，率团来美考察教育的温秉忠姨夫。见了亲人，使我激动不已，一

肚子话要说。但当晚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设宴招待中国教育考察团，时近黄昏，

温秉忠姨夫要立即赶往白宫，便带了我一同出席。我是幸运者。你们为我高兴吧！ 
宴会开始前，罗斯福总统在休息室先会见了中国代表团。总统的侍从和随行官员有几十

个，再加上一大群新闻记者，官场的排场不同一般。当罗斯福和姨夫温秉忠等一一握手时，

摄影记者的镁光灯“扑扑扑”地闪个不停。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隆重的场面，心里不免有些紧

张，又想到自己并非代表团成员，一时不知作何姿态。当罗斯福到我跟前时，就有些想往后

退。姨夫及时走过来，向总统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外甥女，她目前正在美国自费留学。她

对您非常敬重，渴望见到您，我今天把她带来了。”罗斯福听了这番恭维，又见我是位 15
岁的中国妙龄女子，心情极好。他久久拉住我的手仔细端详。接着露出满脸笑容问道：“姑

娘，欢迎你来美国留学！能跟我谈谈你对美国的印象吗？” 
我见总统并没有怪罪自己混进代表团的意思，反而对自己更亲切，一时的羞怯早已忘得

无影无踪。我不等翻译开口，就用流利的英语做了回答：“总统先生，美国是个非常美丽的

国家。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罗斯福听了，立时显出了美国人惯有的优越和自豪感。他得意地哈哈笑起来：“是啊，

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之邦，任何人到美国来，都会受到热烈

的欢迎！” 
罗斯福不说此话犹可，一说这话，我立即想起了自己初来时在旧金山的痛苦遭遇。我不

顾一切地反问：“总统先生，您怎么能说美国是自由之邦呢？我为求学而来，刚刚到旧金山

就被官员粗暴地拒之门外，竟在港口的船上耽搁了四个星期……” 
姨夫一听我扯到这个话题，顿时慌了，急忙给我递个眼色，示意我不要在这种场合讲这

件扫兴的事。但这时我被勾起的旧事激怒着，哪里还顾得了许多。姨夫又去扯我衣服后摆，

我抽出握着罗斯福的左手，一把把姨夫扯衣服的手推开，回头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扯

我干什么？我想这事绝不是总统的意思。”我盯着罗斯福又问，“把一个 15岁的女孩拒之门
外，这不会是总统的命令吧？如果有美国姑娘到中国，她们绝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不符

合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今天我把这件事告诉总统，会有助于总统杜绝下面的混乱，更好

地治理这个国家。” 
敏锐的记者们早嗅出了这段小小插曲的新闻价值，他们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涌到前面

侧耳倾听我激昂的谈话，并当场在采访本上“沙沙”地记下了整个过程。休息厅里掀起了一

阵不小的骚动。 
罗斯福总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我童言无忌的直率问话弄得十分尴尬，面红耳赤，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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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哝了一句：“噢，我很遗憾！”便迅速离开我，转身出了休息厅。 
一些记者感到这件事比例行的官方招待会更有报道价值，他们争先恐后地挤出门外，赶

回去抢发新闻。 
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登出大字标题：“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就

这样我第一次在美国成为新闻人物。 
读到这里时，宋父插言道：“了不起，我们的霭龄见到美国的总统了！我们全家人为她

祝贺！”在宋父带领下，家人鼓起掌来。 
“子文，继续往下读！”宋父又道。 
子文接着读道： 
我现在可真想你们，现在我这伤感的情绪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刚读完的米切尔的

《飘》吧，唉呀，真把我深深地震撼住了，郝思嘉的经历给了我一种不胜今昔之感，岁月的

残酷无常，沧桑变化使得人生显得如此悲凉，我被郝思嘉与白瑞德的乱世之恋深深地感动着，

也对他们最终的结局感到万分遗憾和惋惜，我非常钦佩这个女作家非凡的手笔，竟把女主人

公的感情经历描写得如此真实细腻，如此引人入胜，如此非同凡响！我以前看过由《飘》改

编的《乱世佳人》的录像，现在我还想再看一遍，妈、爸，我现在要崇拜那个女作家笔下的

白瑞德了！嘻嘻！妈，我就知道你又要笑我了！可我不是追星族对吧？那白瑞德可是一直在

书里面呢！我打算过几天连他带书买下来呢！ 
另外，遵父所嘱，关于庆龄来美上学的事，我又与母校联系了一下，像我一样，只要国

内英语考试过关，这里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爸爸的面子。 
祝全家安康！ 
想你们的霭龄 
子文读完后，道：“我也要随二姐去美国读书！我也要见美国总统！” 
“你还小啊！”妈咪道。 
“在爸爸、妈咪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子文噘起了嘴，“不嘛，我要去！

我的英文成绩是全班第一名。” 
在庆龄、美龄出国后的第三年，宋子文，这位宋家的长子，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英语考

试关，在父亲的帮助下，顺利地办妥了去美国求学的一切手续。 
出国的前一天，宋母把宋子文唤到跟前。 
“孩子，明天你就要走了，妈咪有病怕是送不了你了！”妈妈说着说着泪水止不住掉了

下来。 
“妈咪，阿拉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子文也泪珠潸潸。 
“子文，到了美国要照顾好妹妹美龄，她还小，妈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妈咪说着

把手腕上的金镯取下来，送到宋子文手中，“这是妈咪的一颗心，带着吧，想妈的时候，你

就看看它(她)。” 
子文收下点点头：“谢谢妈咪。” 
“到了美国后，见了你大姐代我问个好。路上要听你姨父姨母的话，到哪随哪，遇事要

有主见。和为贵忍为高，处事要理智，不要心血来潮。对老师要尊，对同学要爱，多交朋友，

少树对手。见荣华富贵不卑不亢。莫受不义之财，不结无义之友。住宿不要靠窗睡，自己一

人不要走夜路。事事切莫逞强。学知识莫要满足，学到知羞处，自身才能强。行走千里可别

忘了家乡的热土，儿啊，今天早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妈咪用手绢揩着泪水。 
“妈咪，阿拉全记下了！你要保重身体！” 
191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 
上海英联港码头。海风送爽，刚刚露出红红胖胖的圆脸，还未施放出淫威的太阳，挂在

远方的海平面上。水的反射，形成上面一个太阳，水中一个太阳，好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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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满洲”号太平洋邮轮鸣叫着，缓缓调舵、转向，离开码头；码头岸边送别亲友的

人流在含泪挥手致意。 
“再见了，孩子！” 
“再见了，爸爸！” 
“爸爸，阿拉已经不小了，不要为阿拉担心了！”伫立在护杆前的宋子文挥手向亲人告

别。此时他没像姐姐那样，把眼泪掉下来！ 
“爸爸，请你多照顾妈咪！” 
“你们回去吧，我们会照顾好孩子的！”温秉忠夫妇也向宋查理一家挥手致意。 
轮船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航行。对于第一次在大洋中旅行的宋子文来说，眼前一切都是那

么神奇，那么新鲜，又那么妙不可测。确切地说，宋子文还是个孩子，对他将要去的那个国

家充满着憧憬和幻想。想入非非的他，对自己未来的计划充满信心。 
“满洲”号迎着霞光，乘风破浪，很快驶入了公海区。宋子文和姨母依窗而坐，望着远

逝的故土，心有依依之情。然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前方五彩缤纷的霞光，射出万道金针、银针，

然后又化作一圈圈夺目的光环——那里不就是未来的希望吗！ 
海水是蓝色的，蓝色的海底又是深不可测的。然而那蓝色的希望又像这蓝色的海底。 
坐在宋子文旁边的姨母问：“子文，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好孩子，别想啦。车到山前必有路。来，咱们吹吹口琴散散心好吗？” 
“好，好，咱们一块吹。”宋子文答应了她。 
宋子文像只欢快的鸽子，返身去行李架取口琴。这时，一个大浪打过来，船剧烈颠簸，

差点儿跌倒在行李架前。 
“姨母，你先吹一支吧！”宋子文把琴交给姨母。 
“还是你先吹一曲让我和你姨父听听。” 
“好，我吹。”宋子文也不客气，把琴放到嘴边，试了一下音符，便吹了起来。 
那琴声由低转高，由弱转强。时而如淙淙小溪流汩，时而如骏马奔腾，时而又如三江翻

滚……姨母听出来了，这是一支美国有名的歌曲，叫《亚格里溪的瀑布》。歌词的大意是： 
在那古老的大地， 
在那原始的森林， 
有一条绿色的瀑布。 
像银河飞流落下， 
像绿缎迎着晨霞。 
百丈悬崖之上是她的娘家， 
汇入大海却是她的婆家。 
千仞万壑挡不住她的足迹， 
一路高歌，一路风尘， 
不怕身子摔成水花。 
说实在，姨母是喜欢这首歌的。只觉得他吹的曲调太高了一点，有点儿硬邦，叫人不好

接受。这大概与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听起来反响也不一样。可是宋子文却美滋滋的，摇着

头用脚打着拍子，合着他那兴致。 
“来，我也吹一曲让你听听。”宋子文吹完，姨母接着说。 
姨母吹了起来，调子低了八度。琴韵悠扬，其声婉转。正像她本人一样——姿容婉丽，

服饰荣华，多情善忧。她吹的是一首中国的《思乡情歌》。歌词是这样的： 
穿上花裙子， 
蹬上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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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谁呀？ 
那是我。 
走在长街上， 
惹得众人瞧。 
长街无尽头， 
我走啊走。 
一直走到天过午。 
最后回到家， 
还是爸妈亲， 
还是家里好。 
“吹得不错哇！”坐在后面的温秉忠姨父扭过头搭讪。 
“姨父，你也来一支吧！”宋子文说。 
“我要吹，非把你们吹跑不可。”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吹，懂吗！”温秉忠姨父说完哈哈笑起来。 
随后，宋子文又要求姨父介绍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温秉忠也不客气，侃侃而谈起来。 
“哎哟，我的包袱被人偷去了！”轮船快到达日本岛的时候，头等舱一位日本乘客喊道。 
叫不出名字的大个子船长，这时闻讯赶了过来，问道：“包袱里有贵重东西吗？” 
“有，有。” 
“什么东西，能说出它的名字吗？”船长走上前。 
“这，这，叫我怎么说呢？有首饰，还有……”原来这位日本乘客丢的东西也是刚从上

海盗回来的一件罕世文物——玉镯。 
宋子文下意识地瞧了瞧自己手腕上的金镯。 
大个子船长见这位失主当着这么多的乘客不愿说出，马上给失主使了个眼色，到了他的

办公室，方知是一对中国皇宫国宝——清朝玉镯。 
头等舱的全体旅客都是怀疑对象，当然，也包括宋子文了。“满洲”号被日本人扣在神

户港三天，真是岂有此理。 
乘客等不及了，纷纷起来造反，向日方提出抗议。别看宋子文平日恬静，遇到这种不讲

理的事他也敢站出来，据理力争：“一个人丢了东西，就惩罚全船乘客，不让开船，这也太

不讲道理了！假如我们中国人丢了东西，让你们日方赔给黄金，你们干吗？” 
“对，小伙说得对！”全船乘客立刻声援。 
此时，宋子文又要站起来讲话，坐在旁边的姨母，扯了扯他的衣襟，示意不要再讲。在

异乡他土，多心眼的姨母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宋子文愤愤不平地坐了下来。 
全船乘客被宋子文的一把火点燃起来，纷纷向日方当局抗议。也许是日方做贼心虚，当

他们弄清玉镯的不明来历，马上命令开船，向全船乘客做了让步。 
一场闹剧结束后，受了辱的“满洲”号开出了神户港，向美国的旧金山驶去。时值 8

月，天高气爽，海有多蓝，天有多蓝。几只海燕，从海面窜向湛蓝的天空，不时地发出几声

低鸣的叫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共和国在望了。在华盛顿塑像前，宋子文暗誓：我要努力学

习，将来做中国的华盛顿！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哥

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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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哈佛学子 

到了美国的宋子文，在姨父温秉忠的帮助下，很快办理了就读哈佛大学的入学手续。姨

父又到当地邮局向远在大洋那边的宋查理拍去“子文入校就读，勿念”的电报。作为清政府

驻美教育机构的使者——温秉忠，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亲爱的，他们兄妹还没团圆呢？”姨母提醒姨父温秉忠。 
“饭得一口一口地吃，事得一个一个地办。明天我就安排。” 
兄妹团圆是在一个落霞的傍晚。 
宋庆龄接到姨父的电报，高兴得连午饭也没吃，便匆忙向老师请了假，找到了宋美龄。

宋美龄正在做作业，一听哥哥来美国就读的消息更高兴了，连蹦带跳的，活像个小天使。是

啊，骨肉亲情的思念，使他们多少次在梦中团圆。如今化为现实，怎不令人兴奋！ 
“哥哥来了，太好了，我又有保护神了。”宋美龄乐得直拍二姐的肩膀，“他在哪里？我

们什么时候去见他？” 
“瞧你高兴的样儿，吃饭了没有？” 
“饭可以不吃，哥哥不能不见！”宋美龄道，“二姐，你快说话呀，急死人了。” 
“他在哈佛大学等我们，我也是刚刚接到姨父的电报。” 
“我们现在就去，好吗？” 
“好的。你收拾一下。”宋庆龄看看表，“时间来得及，还有一趟末班车哩。” 
…… 
波士顿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夕阳西下的波士顿，犹如一部童话世界。街道整齐，楼房新奇，给人印象是城内的绿地

较多，空气新鲜，市容整洁，耳目一新。说起来，波士顿也是美国的一座文化城，很多著名

的一流大学都集中在这里，亦称“大学城”。宽广笔直的马萨诸塞大街把城区分成两半，著

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坐落在大街两旁。哈佛大学，也称“马路大学”。宽广的

马萨诸塞大街横贯学校，可见学校规模之大。文、理、工等许多学院散落在以哈佛广场为中

心的街道两旁。据美国教育界人士统计，美国的名人和伟人有 90%以上出自“哈佛”。其中
历届总统中有六位毕业于“哈佛”。“哈佛”威望之高，其地位相当中国的北京大学。而麻省

理工学院亦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 
哈佛大学校园，风景如画，绿树成荫，建筑多是古色古香，走进校园，有一种历史和文

化的纵深感。 
一娘同胞的宋氏三兄妹相会于“哈佛”，自然有一番感慨。 
宋庆龄深情内向，宋美龄喜形于色，宋子文却滔滔不绝。 
中西文化的背景融于他们的言谈；大海的波涛令他们眼界大开；父辈的故地又令他们感

慨万千；各人追求不一，又映射各自独特的个性。 
“爸爸、妈咪好吗？”宋美龄迫不及待地问。 
“爸爸蛮精神，就是妈咪身体差一些。” 
“什么病？”宋庆龄问得认真。 
“老毛病。她的心脏不好，还不是想你们想的？”宋子文说到这里，忙去打开行李包，

“妈咪给你们捎东西了。” 
“这是小妹的，好吃的东西。”宋子文忙着分发。 
宋美龄高兴地接过来，欣赏着道：“我更想妈咪！” 
“这是二姐的新衣服，给。” 
宋庆龄接过来，“妈咪想得真周到。可是她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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