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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于政敌（上部）

第一章

前言

多年以前，我被迫放弃了音乐创作后，便迷上了中国的历史与

文学。在历史变幻莫测的演进中与无数风云人物沉浮不定的命运面

前，我生出无限感慨，也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之所以选择

了”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这个命题，是因为这些人物的一生，
对于我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演变，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这套

丛书的贯穿人物蒋介石，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我国近现代史的方方

面面。不仅如此，在他的身上，还集纳着我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

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因此，我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采用较为灵活的小说体的记传文学的形式，学习太史公”
以人为史”的手法，在塑造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而生动地揭示
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希冀人们能从中体会到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

的内涵，而有所感悟。

具体而言，我投了几乎十年的时间，是想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其一，蒋介石自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始，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由成都飞往台湾止在这二十多年的历史中，

他在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诸方面，一直企图扮演主宰耆的角色。

但是，在这个颇为复杂的历史舞台上，蒋介石演得是异常艰难的。

除去要与中国共产党角逐夭下外，他不仅需要战胜资深位显的国民

党党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还要击败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张学

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龙云、卢汉、刘湘、刘文辉等将领，

他们是蒋介石欲要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杈力归中央”的主要政敌。
因此，中国这段历史，尤其是这段国民党史，在很大的程庹上，就

是蒋介石和这些政敌们斗法的历史。

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开始，遂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陷了多灾多难的深渊辛亥革命之后，中华大地依然处于外邦支

持或千预下的新兴军阀的混战之中。国家需要统一。人民思盼居安，

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点，有意地接

过孙中山先生的旗帜，采用政治的、军事的，或两者相结合的手段，

力图完成国家一统。譬如北伐战争，就可说是顺应历史发展的。然

而，蒋介石为什么在战胜一个个政敌，消灭一个个地方实力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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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没有获得国民的支持，反而成为人民的公敌，最后偏安于台湾，

只能在美国炮舰的保护下苟延残喘，企图重温旧梦呢？这就是我希

望能在这套丛书中所揭示出的第一个内容。

如果说，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少的是哲学大郯，

多的是纵横家，那末蒋介石就是一位集大成的纵横高手。用周

恩来同志的话说：“介石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
矛盾”例如他在处理与汪精卫的矛盾时，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
击垮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然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

权，下野出国，从而使他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最高的军改大权。

再如蒋介石在发动蒋冯阎大战的过程中，先利用冯玉样作壁上观，

取得蒋桂之战的胜利，继之策动韩复穸、石友三倒戈，取得蒋冯之

战的胜利，最后又利用张学良，离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进而取得了

中原大战的完全胜利，其运用纵横之术堪称登峰造极。而蒋介石的

外交策略就更不例外。”九一八”事变之前，
他与日、美两国之间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事变之后才逐步过

渡为联美抗日，这就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的外交手段。在

处理与史迪威、陈纳德的关系时，则是以夷制夷，从而逼迫罗斯福

增加军援，并违心地免去了史迪威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这也算是蒋

介石的杰作。全面地、实事求事地揭示蒋介石的历史使人们能够历

史地而又形象地认识蒋介石的手段谋略，这是我希望达到的又一目

的。

我一向以为，一切政治的和军事的角逐，其背后大多程度不同

地存在着文化的角逐。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分析蒋介石和他的密友政

敌们也许不仅可以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必然——为什么中国人民
先选择了蒋介石，随之又无情地抛弃了他；而且还可能赋予这些彩

响我国历史发展的人物以全新的面貌。这是我希望达到的第三个目

的。因此，我在描写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从这方面

着笔。宋美龄是一位受教于欧美文化的政治家。正如她自己所说：

“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而蒋介石不仅面孔是
中国的，他作为政治家的思想、文化结构、民族意识也都是地道的

中国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他们夫妻之间就一定会演出非

同常人的戏剧来。同时，在他们夫妻的共同生活中，这两种对立文

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也会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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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张学良将军时。也是如此。张将军出生在草莽之家，这种马

上英雄的传奇行为，必然影响他的成长，使他好义乐施，具有极强

的个人英雄主义。另外，其父张作霖深知自己文化根基浅，难以成

就大业，遂把帝王之业的政治抱负寄托在张学良的身上。因此，他

不惜一切，延榄名师，按照他的理想塑造张学良。结果，张学良自

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忠君爱国的思想成为他悲剧性格的重要组

成部分。此外，张学良成长于封建社解体，各种西方文化涌中国的

动荡时代，又很自然地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因此，当

他收到孙中山先生题赠的”天下封公”的匾额，激动不已，终生恪守。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把天”捅了一
个大窟窿”这无疑是他悲剧性格的另一面。在被软禁之后，炼狱之
火把他身上同时并存的两种文化融为一体，如同凤凰涅盘一样，他

的思想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既能生不忘周恩来的友情、也不简单

地忌恨蒋对他的”管束”他看重的是祖国的统一，两岸人民的团聚。
以上是我在写作这套丛书时心中存有的愿望，然而实现这些愿

望却是颇为艰难的。数百万字写下来，甘苦自知。诚如人们所知道

的那样，史传文学的自身是有着界定的范畴的。它要求作品既有史

传的价值，又具有文学的品格，追求的是史传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的完美统一。一般来说，取材于历史久远的史传作品，写作自由就

大些；反之，其写作自由就相对小些；如果取材不仅是现当代的，

而且传中的主人公或有争议，或无定论，它给予作者的自由就更小

了。这套丛书的主人公们，大多是国民党中主要的党政军要人，知

名度很高，多数虽盖棺但尚无定论，加之距离今天很近，受到方方

面面的制约，因而其写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是在这样界定

的有限的空间进行写作，这套丛书无疑是有其笱限性的。对此，我

希望读者能够给予理解。

由于文学体裁的不同，其陈述形式也迥异。尤其是史传文学，

似乎没有像其他文学样式那样明显的特征。要想达到历史的真实和

艺术的真实的完美统一也更不容易。我自己是主张文无定法，非驴

非马也不错的。只要有助于展现我写这套丛书的立意，并有助于读

者认识蒋介石等历史人物。一切文学手段一乃至于其他非文学的手

段我也都不排斥。比如，既然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两位有争议的历史

人物，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作用等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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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须引用史有定评一一或史有争议的文字。以使读者能客观地了

解和认识那段历史和汪、蒋两个人物。这些原始的史料文字显然与

文学的要求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绍果。这套丛书中就产生了如冯牧

同志所指出的缺点：“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尽可能寻找艺术
真实……在寻找这两祌真实时的叙述、引用和发挥就显得不那么圆

满自如。到目前为止，我仍无法突破一些历史的和今天的诸方面的

制约，使作品充分达到史传文学应有的艺术品格的统一美这是我感

到不无遗憾的。

关于蒋介石等人物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海坎两岸对同一题材、同一人物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好在我不是站

在史学家的立场上着史立说、给我运用这些资料带来了相对的自

由，况且史有先例。像《三国演义》那样，允许作者用自己的观点

去评说历史和人物，并未因”扬刘抑曹”而影响其本身的价值。
在写作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大量中外有关的专着、史

料和回忆文童，还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指出引文的出处，

有的化行文之中，这都是应以说明的。在此，谨向所有帮助我完成

这套丛书的专家、学者、前辈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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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当

第一部

蒋宋联姻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初夜，上海枫林桥交涉使署的门前岗

哨林立，戒备森严。与往日不同的是，交涉使署大门两边除去那两

名荷枪实弹的外国警卫以外，还分列站着三十名杀气腾腾的国民

军。从他们一般高的个头整齐划一的着装、武器，可以猜到这是一

排训练有素的卫士。

有顷，交涉使署大门前驶来一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夏然停在那

两辆令庶民百姓生畏的警车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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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一”
随着一声洪亮的号令，从交涉使署大门内走出一名国民革命军

军官。他转身向两排躬立多时的卫士一招手，三十名卫士立即有序

地冲上繁车，不到一分钟，各就各位站在了蕾车上。这名军官就是

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大队长宓熙。他昂首挺胸，驻步门前，机警地

巡视了一遍交涉使署门前的情景，旋即走到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旁

边！啪、啪”两下，熟练地打开了高级轿车的前后车门。接着又迅
速转身，肃然立正，炯炯有神的目光射向了涉使署大门口。

这时，交涉使署大门内传出了轻松的笑声，打破了门外这分外

紧张的氛围。不久，一位身着马褂长衫、头戴一顶看不清颜色的大

礼帽的长者，引一位全副戎装的中年军官步出大门。两位执

勤的外国瞀卫举手敬礼。中年军官习惯地举起右手还礼过后，

又主动地挽着那位长者走到高级轿车旁边，非常客气地说：

“黄先生，请留步，谢谢您的关照。”
这位黄先生就是上海滩有名的青帮大亨黄金荣。他早年在上海

法租界巡捕房充当督察长，倚仗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上海广收门徒，

成为青帮组织中影响最大的老头子。他幼年由于父亲吸毒成瘾，致

使家道中落，无钱医治天花，得了脸麻子，遂落得一个”麻皮金荣”
的绰号。他虽说有钱有势，且已近花甲之年，但他望着这位中年军

官却诚惶诚恐地说：

“蒋总司令，叫我先生实不敢当……”
这位蒋总司令就是威名赫赫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关于蒋介

石加青帮轶事史出多门，至于他和青帮大亨黄金荣的关系更是传说

不一。据黄金荣的贴身大管家程扬文回忆广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

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

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

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贴子。一九二一年上海交易所

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

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荥、虞洽卿出面代为了结。当时

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认为自己替孙先生出过力，就

与虞洽卿一同资助旅费，使蒋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
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

于七月一日下达《北伐动员令》，旋即于七月九日在广州市东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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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北伐誓师大会，亲率十万大军浩荡牝指，势如破竹，恰在辛亥

武昌起义十五周年纪念日十月十日攻下武昌，击溃吴佩孚的有生力

量；接着挥戈东指，于十一月八日占领南昌，孙传芳

在江西的十一万主力部队几乎全部被北伐军歼灭。正当北伐军

声威震撼全国之际，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挑起了争端，悍然假借中

央的名义在南骂成立政府，实行他的以军治政、以军冶党的军事独

裁政治。当他的独裁阴谋遭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对以后，他分兵三

路向长江下游发展，锋芒直指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大本营——上
海。与此同时，他被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风暴所震惊，相继策划指

挥了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的屠杀工农的事件。当他获悉共

产党人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并于一九二七

年三月二十三日成立了”丄海临时市政府的消息以后，他清醒地感
到如果再不和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就要构筑而皞的蒋家王朝的大厦

必然倾覆，遂乘军舰于三月二十五日自南京下关启碇，翌日傍晚驶

抵上海。他为了取得各国驻沪使节的谅解，并了解上海的情况，在

青帮恩师黄金荣的陪同下，径进枫林桥交涉使署，拜会上海工部局

的洋大人，公然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
力改变租界的现状”遂讨得了欧美诸国的欢心。
黄金荣是位识时务的青帮太亨。他看见业已变成北伐总司令的

弟子仍以先生相待，心里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荣耀之感；但是，当

他想到堂堂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再以青帮行内的规矩行事，很有

可能会殃及身家性命，故佯做诚惶诚恐状，把”蒋总司令”四个字叫
得亲切动人，把”叫我先生实不敢当”这句话说得谦卑、真诚。堪为
无限用心在其中啊！

对此，蒋介石是心领神会的。他出于政治的需要，显得十分大

度的样子说：

“先生总是先生嘛，今后上海的事，还需要先生多多关照”“请
放心，只要蒋总司令一声号令，我和上海的同仁都会竭

诫相助的。”
蒋介石躬身钻进黑色的高级轿车，卫队长宓熙麻利地关上车

门，转身朝着满载卫士的两辆警车一挥手，迅速池钻进轿车的前门，

挨着同，机坐定，说了一句”法租界西摩路”，司机迅然起功？轿车
飞也似地朝前方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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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春街楚进法租界爱多亚路的必经之地。在一枝春街口设有

铁栅栏，把华界和法租界截然分开。每天夜幕一落，栅门关上，中

国人不得随便出。栅栏的两边有两个巡捕持枪站岗，一个是外国人，

一个是中国人，照例在这儿巡视。蒋介石乘坐的高级轿车驶抵枝春

街口，被迫停在栅栏门外，那个中国巡捕持枪走上前来，他一看步

出轿车的宓熙的派头和神气，再一看紧紧相随的两车持枪的卫士，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改往常傲岸不逊的样儿，十分客气地问：

“你们是哪家的军车？”
“我们是北伐军总司令的轿车，请你们开门放行。”宓熙很有些

火气地说。

那个外国巡捕闻声一惊，大步走上前来，向中国巡捕打了个招

呼，操着生硬的华语说了句”请稍等，我立即打电话拫告巡捕房”转
身走进了值班室。过了一刻钟，驶来两辆摩托车，走下两名法国军

官和两个中国巡捕，其中一位法国军宫操着法语说了些仆么，婊闭

的栅栏人门打开了。接着，这位法国军官走到蒋介石的轿车前，冲

着已经步出轿车的蒋介石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分外热情地说：

“我叫帕特里克。吉文斯；是巡捕房的政治科长，欢迎蒋总司
令的到来，并愿为您带路。”

“谢谢广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转身又钻进了高级轿车。
法国军官帕特里克吉。文斯驾着摩托车在前面引路，蒋介石的

三辆军车紧跟其后，好不威风地驶进了法租界，经爱多亚路进八仙

桥钧培里路口，很快驶抵西摩路有名的宋宅。

宋宅，是宋氏家族在上海的私人宅邸。它的第一代主人宋嘉树

早已谢世而去，只有他的遗孀倪桂珍老夫人看守着这幢西式楼房。

由于宋氏家族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时人称倪老夫人为当今的佘太

君。实事求是地说，她也是受之无愧的。因为她生的三男三女均为

达官显贵，尤其是二女儿宋庆龄为国父孙中山的妻子，大女儿宋霭

龄为当代中国大财阀孔祥熙的妻子，大公子宋子文为国民党中央执

行常委兼财政部长……更为这座宋宅增添了光辉。但是，倪老夫人

没有佘太君的权威，她的儿女们各行其事，政见不同自不待说，就

是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样的家事，她都做不了儿女们的主。加

之她的儿女们早年就出国求学、追随革命，常年各奔东西，她也很

难享受到所谓的天伦之乐。这些年来，她只有从上帝那儿得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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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革命形势的逆转，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仅公然反

对共产党、反对苏联，而且还和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这样一

来，倪老夫人的大女儿霭龄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大公子宋子文是武

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自然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而她最为钟

爱的二女儿庆龄坚定地站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立场

上，义无返顾地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谁对？谁错？她这位宋氏

家族的佘太君也没有了主张！她出于做母亲的慈爱之心，还经常自

我安慰地说：

“你们兄弟姐妹千什么我不管，只要不忘了我这个当妈妈的
就行。”
北伐前夕，大女儿霭龄带着儿了和女儿自广州回到了上海，

给这座萧条、冷落的宋宅带来了生气；更令倪老夫人惊喜的是，

长久离别的大公子宋子文突然回到了她的身旁，她内心的愉悦是自

不待言的。今天夜幕尚未落下，宋宅客厅中的华灯初上，大公子宋

子文衣冠楚楚地走到倪老夫人的面前，笑着说：

“今天有位贵客来访，晚宴推迟。”
客厅正面墙上的桂钟刚刚敲晌九下，报告贵客临门的铃声响

了，逬宋子文起身迎进蒋介石以后，倪老夫人的脸上猝然布满了一

层深深的阴云，若不是大女儿霭龄寒暄有方，蒋介石一口一声”倪
老夫人”的殷勤称谓，她真有可能不告而辞，回到自己的卧室生闷
气去了。

用过晚饭不久，那位法国军官帕特里克？吉文斯送来了三张派

司，而且还谦卑地说蒋总司令有何吩咐，我等愿意效劳”倪老夫人
被这阵势镇住了，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死去的丈夫，乃至于大总统孙

中山先生也不曾得到过这样的派司。她感慨万端地说：

“这位蒋总司令真是今非昔比了！”
宋子文是宋家的长子，早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是我

国近代有名的银行家，在孙中山先生建立广州政权的过程中，他以

干练的风格迅速地改变了财政状况。在他出任中央银行行长、国民

政府财政部长期间，筹措了北伐的经费。从此，左右中国政局的江

浙财团以他为代表，和国民革命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久以前，

武汉的国民政府为了弥合与蒋介石的裂痕，求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派他回到自己的发祥地——上海宋氏家族的宅邸，等待蒋介石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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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但是，蒋介石今晚那矜持、茫然的表情大出宋子文的所料。尤

其蒋介石张口不是”倪老夫人”，就是亲昵地称宋霭龄为”孔夫
人大阿姊”，更是令宋子文费解。对此，宋子文禁不住地暗然

自问：

“蒋总司令昔日的雄风吹到哪儿去了呢？我这个堂堂的武汉国
民政府的代表为何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呢？……”
这时，侍女端上了四杯滚烫、香浓的咖啡，依次送到倪老夫人、

宋霭龄、蒋介石、宋子文的面前。宋子文端起咖啡杯小小地呷了一

口，似乎想起了什么，条件反射似地看了看蒋介石无视咖啡杯的表

情，忙对侍女说：

“蒋总司令立身三戒，不饮酒、不抽烟、不品茶，只喝白开水。
这咖啡……”

“喝！喝！”蒋介石急忙端起面前的咖啡杯，很有修荞地呷了一
小口。

宋子文越发地茫然了！他不明白蒋总司令今晚为何破戒，主动

地以咖啡代白开水。有顷，他想起了自己东来上海的使命，遵照客

随主便的传统首先站起身来，礼貌地说：

“蒋总司令，我们上楼谈吧？”
“不急，不急……”蒋介石匆忙摆手，示意宋子文落座。接着他

又无限感慨地说，“多年以来南征北战，政事纷争，很难有平静一
会儿的时候，至于人世间的天伦之乐就更和我无缘了。今晚，偎身

于倪老夫人的身边，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仙世的母亲……”宋子文望
着蒋介石那分外动情的神态，越发地猜不透这位蒋总同令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了。既然客不随主，他宋子文也就只好反主从客了。

正当他落座欲陪这位蒋总司令消磨时光的时候，宋霭龄却笑眯眯地

下了逐客令：

“难得蒋总司令有这样的私情。依我之见，您还是和武汉方？
振来的要人——我的大弟宋部长上楼去谈军政大事，至于您
愿享受我们宋家的天伦之乐，我看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
“大阿姊说的是实情？”蒋介石有些难以自持了，他迫不及待地

问。

“我岂敢哄骗英名赫赫的蒋总司令？”宋霭龄引而不发地笑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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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您就放心地上楼和子文谈吧，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蒋介石将倍将疑地站起身，很不情愿地随宋子文走上楼

去。

有顷，客厅正门悄然地打开了，一位穿戴时、仪态雍雅的女性

像阵风似地走进来。她一看倪老夫人和宋霭龄那对比鲜明的表情，

颇感诧异地问：

“母亲，大姊，家甩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妹，你猜猜看？”宋霭
龄操着挑逗的口吻笑着说。旋即又有意地朝这默然伫立的宓熙努了

努嘴。

这位小妹就是宋美龄。

宋炎龄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女政治家之一。加之她后来位尊

之极，官方和民间都不敢秉笔直书，有失她的私人生活列为最高机

密，因而有关她的褒贬不一的传说广为播扬于世俗之间，搞得屮外

研究宋氏家族和蒋家王朝的学者各执一词，甚至连她的出生年月口

到今天都没有定说。她究竞生于何时呢？

台湾有关报刊考证宋美龄生于一八八九年，慨未详月日；所谓

知情人汪日章先生则着文说宋美龄生于一九零一年；美国著名传记

作家斯特林？西格盂夫听着《宋家王朝》以权威人士的身份指出宋

美龄生于一八九七年三月五日：但是，蒋介石亲手书写的《武岭蒋

氏宗谱》却是这样写的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闲韦尔斯莱大

学博士。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即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

三日。

就算蒋介石钦定的年龄是最有权威性的，时至今日的宋美龄也

已满二十八周岁了。在倡导二八佳人花欲开的封建社会里，她也真

算得上大得出奇的老姑娘了。她为什么至今尚未婚配呢？容笔者作

一扼要介绍：

宋美龄为宋氏家族的幼女，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与极为西方式的

环境中度过童年，于一九。八年与二姊庆龄同赴美国，先后就读卫

斯理学院、韦尔斯莱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副修哲学。同时还选修

法文、音乐等科目。虽说她的钢琴弹得一般，但她的音乐感觉却是

第一流的。待到她于一九一七年毕业的时候，她几乎变成了美国人。

她自我解剖的名言是唯一还能认出来我是个东方人，就只剩我的脸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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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宋美龄彻底美化了，但她却深知终生活动的舞台是中国。

作为一名中国女人在婚姻上是没有主权的。尤其最为疼爱她的阿姊

宋庆龄冲破封建牢笼，私自和父亲的战友孙中山结婚所引起的风

波，使她暗自下定决心在回国前要选定自己的情人哈佛大学的高材

生刘纪文。据说她曾答应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候结婚。她和刘纪文之

间有过情爱吗？传说不一。但是某些史学者认为刘纪文只不过是宋

美龄的挡箭牌，恐怕也有失公允：若说他们之间矢志相爱，白头偕

老，那他们二人也不会爱恋依依的持续十年而未成眷属。

宋美龄为何十年不嫁呢？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闯进了她私设

的爱情小屋。

蒋介石于何时何地向宋美龄求婚的？这更是属于绝密的大事。

中国历来有这样一个传统，愈是奉若神明的宫闱秘史，庶民百姓愈

是喜欢广为传播。这样一来，口头文学中的合理性远远胜过了事情

的本身。请看美国著名的女记者埃米莉？哈恩是这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美龄是在上海孙博士的家里。

他当即认定，美龄正是他理想中的姑娘。当见到美龄的时候，

蒋介石已经休掉了奉化的毛小姐。一天。他向孙博士提起了这门婚

事。

“老师，我现在还没娶上老婆他说广您能劝宋小妲嫁给我吗？，
孙博士没有去劝美龄，而是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了妻子。庆龄

悻悻地回答说，她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在广州

域内至少有一两个情妇的男人，虽然他名义上还没有结婚。的确，

当时有关蒋介石的传闻很多。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把妻子拒绝的话转达给蒋介石。因为他喜欢

这个年轻人。他劝蒋介石说广等一等吧。”蒋介石明白孙中山的意
思，于是等了起来。

在孙中山逝世以前，蒋介石又曾两次提起这门亲事，但每次得

到的答复都是”再等一等吧！他等了近十年。
她所说的等了近十年恐怕是不准确的。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曰

《交通日报》刊登一则对宋美龄的专访是这样记载的：

问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为女士为其理想的伴侣，但不知

灼时女士，作何感想？”
答女士微笑厂此乃五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及之问：“结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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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起于何时。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协。”
这与董显光所着的《蒋总统传》所说吻合的蒋”及与宋女士相

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

婚之意。其后五年间，蒋致全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即率师

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牍往还，仍申前情。”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为何要惊动孙中山先生呢？这其中还有

一段不为世人所知的原因。当年，孙中山向宋庆龄求婚的时候，不

仅宋氏家族矢志反对，就是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也无一人赞

成，几乎演成一幕革命的悲剧。但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蒋介石

却向孤立无援的孙中山输诚——支持这门亲事，令孙中山瞠目。但
是，当蒋介石求孙中山做媒，讨宋美龄为妻的时候，大革命家孙中

山先生才大彻大悟，不无讥讽池说这位见扬名的部属——自己未来
的连襟；”蒋介石不是中国人，是一位爱国者，但是他脖子上的小
脑袋太聪明了。”
另外，倪老夫人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女婿。在她的传统

观念里，“蒋介石是一个军人，而军人的社会地位，在过去有文化
的中国人眼里是极为低下的。其次，蒋介石以前结过婚，尽管这门

婚姻是在他十五岁由父母包办，而且已经离异，宋夫人仍然对他这

段经历耿耿于怀，更何况社会上还流传着他与其他女有关系的丑

闻。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不是基督教徒。光是这—事实就足以使宋
夫人坚定自己反对总司令的决心。

“宋夫人过去一直对蒋介石抱有极大的成见。自打她得知蒋介
石有意娶她的小女儿为妻以后，她就极力回避与蒋介石谈论这个问

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与他见面。宋夫人之所以如此，意

思是很明白的，这是中国人表示拒绝的一种方式。其他任饵一个求

婚者如果受到这样的冷遇都会向命运屈服，死

了这条心，因为没有母亲的允诺，炎龄不会以身相许”今天晚
上，倪老夫人对蒋介石这位不速之客分外冷淡，是有着很深的根源

的。

宋家的长子宋子文也不赞成这门亲事。他认为蒋介石的头脑中

装满了帝王将相腐朽的安邦定国的思想，和他完全西方化了的小妹

宋美龄丝毫没有共同点。另外，他还认为蒋介石向宋戈龄求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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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袁世凯之流梦想娶一名美国女明星一样的滑稽，除去政治上的利

用和女性的占有以外，根本就不存在爱情。当然，还有一层不为政

治家所重视的原因宋美龄第一位情人刘纪文是她留美时代的同窗

好友，且又淸楚地知道他们二人的关系到了何等的程度。宋子文毕

竟是一位政治家，在他的观念中，处在如此动荡年代的蒋介石关心

的是全国的大局，不会在此时刻追求他的小妹宋美龄，因而他主动

地请蒋介石上楼谈议政事，并对蒋介石如此反常的表现很不理解。

宋氏家族中唯有宋霭龄赞成这门亲事。而且对今晚蒋介石造访

宋宅的主要目的是探望自己的小妹宋美龄坚信不移。因此，她不仅

巧妙地安抚了蒋介石急切欲见宋美龄的心情，促他上楼和宋了文密

谈国事，而且还能自如地驾驭自己的小妹，不失时机地和宋芡龄开

个小小的玩笑：以眼神代语言，告之蒋介石已经到了宋宅。

宋美龄是个绝顶聪慧的女性。她一进家门便从母亲和大阿姊的

不同表情中察觉出了蛛丝蚂迹。因此，她一听人阿姊说话的沾调，

西一看宓熙的着装，一股猝发的情潮在心湖中滚翻不已。她的身望

了望宋霭龄甜蜜的笑靥，抑制不住自己的感奋，脱口而出，“
“一定是蒋总司令到了！蒋总司令到了又怎么啦？”倪老夫人淡

然地说：“美舲，还没有吃晚饭吧？”
宋美龄这盆滚开的热水，一下子遇上了骤降的寒流，实在难以

适应这猝变的温差。她看着慈祥的母亲脸上那不多见的阴云，只好

把头一低，小声地答说：

“我用过晚餐了。”
宋霭龄一看这尴尬的场面，首先以眼神安慰不快的宋美龄接着

又加重语气地说：

“妈！如今的蒋总司令可今非昔比了，连武汉的国民政府都让
他三分，派子文来沪和他协商，我们可不能怠慢啊”
倪老夫人深邓中国吃粮人的秉性，因此她听了大女儿带有威胁

性的话语，对被时人称之为新军阀的蒋介石越发的没有好感了！她

看了看依然留在客室中的卫队长宓熙的严肃表情，禁不住地打了个

寒噤。她没有再说些什么，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宋霭龄略施小技，遂震唬住了母亲。她转身看了看提不起情绪

的宋美龄，微笑着摇了摇头，又有意提醒地说：

“小妹，我很久没夯听你弹琴了，每当我听到你演奏的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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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想起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故事来。”
宋美龄突然从大阿姊的话语中悟到了什么，面部的愁云迅逝，

旋即又掬出激情的笑靥。她说了一句”我这就回卧室弹琴去广转身
快步走上了二楼。

宋美龄的卧室布置得分外别致。除去超水平的整洁以外，最大

的特点是没有所谓大家闺秀那俗不可耐的脂粉气。墙壁上不仅挂有

名画曼娜丽莎的复制品，而且还有她崇拜的思想家尼采、戏剧大师

莎翁、著名诗人拜伦等人的肖像。就在大音乐家贝

多芬的画像下边，摆着一架立式钢琴。琴盖早已打开，谱架上

陈放着贝多芬的名作《月光》朔拿大琴谱。她坐在琴凳上酝酿了片

刻情绪，欲要借助《月光》那缠绵的旋律，向隔壁客室中的蒋介石

倾述情怀，又觉得《月光》太缺乏阳刚之气，这对北伐总司令蒋介

石似乎太不合其胃了。她匆忙拿走贝多芬的朔拿大曲谱，取来了肖

邦有名的《革命练习曲》，毫不犹豫地伸出右手，在琴键上奏出了

号角般的革命主题……

宋美龄的琴艺并不高明，对于演奏这样气势磅礴的《革命练习

曲》也似嫌力不从心。也可能是今天的心境特殊吧，那冲畓性很强

的旋律宛如一门大炮，不停地在她心中炸开；那象征暴风骤雨的背

景又恰似密集的弹雨，不住地在她的十指下流泻、奔涌。待到这呼

唤革命的琴声化作蒋介石挥刀指挥千军万马的场面时，她那双明亮

的眸子中溢出了激情的泪水；然而当她感到这泪水中有着一种难以

言述的苦涩滋味时，她不禁发出了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能听懂我这片痴心吗？……”
蒋介石虽未从这澎湃如潮的《革命练习曲》中体察出宋美龄的

痴心，却被这气势恢宏的钢琴声搅得六神无主，再也没心思和宋子

文商谈党国大事了！

“宋部长，我们长话短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我
的军队每月要花两千万元方面来。”

“我提醒蒋总司令宋子文望着满腔怒气的蒋介石，不失身份地
说！您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总司令，我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

部长，我不能另起炉灶为您筹措军费。”
“那，我就只好自己去筹款了！蒋介石冷漠地笑了笑，不裔不

忙地站起身来为了保证宋氏府邸的安全，我已经和租界的外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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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妥了，我的卫队暂住此处。”
宋子文大惊，好一阵子没有答上话来。他清楚蒋介石此县的真

实目的：以武力要挟自己倒戈，站在他的一边反对武汉的国民政府。

顿时他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真想拍案而起，把蒋介石从宋

宅逐出。就在这同一瞬间，宋子文想起了蒋介石的为人，以及革命

先驱陶成章、廖仲恺等人的下场，那满腔的怒气顿时化作了强劲的

寒风，猛烈地扑打着他的心。待他想到如今的蒋总司令的地位和影

响，似乎感到自己已经被蒋介石软禁在家中了。因而他没有说些什

么，只是不无鄙夷地笑了笑。

这时，隔壁室中演奏的《革命练习曲》已经推向高潮。蒋介石

感到那冲锋陷阵的号角般的主题，像是宋芙龄在呼唤他怏些来到自

己的身边，他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宋芙龄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

引着他，令他不能再和宋子文进行这政治交易式的会谈。另外，他

清楚宋子文对即将确立的蒋家王朝的影响，也知道这位宋氏长子在

他追求宋美龄时有多大作用。他不敢贸然行事，十分客气地把话题

一转：

“子文，这是小妹在演奏钢琴吧？”
宋子文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今晚你我就谈到这儿吧，我去看看小妹也该宋子文又吃了一
惊，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来他望直：

的蒋介石的背影，暗自愤然地骂了一句；！

“流氓……”
宋美龄把炽烈的情潮全部化音乐之中。随着她那纤细的十指在

黑白琴键上滑过，她想起了和蒋介石的初会，凭借她那特有的女性

敏感，一眼就看出蒋介石陷了情网；可惜蒋介石那时才是一名警卫

孙中山的中级军官，她不屑于接受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丘八的求

爱。真是时势造英雄啊！蒋介石不负于五年沙场征战，摇身变成了

一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军总司令，成为举国共颂的打倒军阀、实现孙

中山先生北伐理想的一代英雄。令宋美龄欣慰的是，这位倾心自己

的一代英雄并未因地位改变而降温。就在他进驻南昌不久，还写来

了情意缠绵的书信，再三向她表白：只要北伐军一下上海，他就会

赶到宋府向她表白自己的痴爱之心。今晚，他果真兑现了自己的诺

言。然而《革命练习曲》就要演奏结束了，有意虚掩着的屋门外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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