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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性 　 　 情

第一节 　早期历练

陈仪谱名绍华 ，字公侠 ，亦称公洽 ，号退素 。 １８８３年

５月 ３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出生于浙江绍兴

东浦镇石道地陈家祖宅 。

东浦是江南一大名镇 。自古以来 ，不仅以水清 、桥美

和酒醇遐迩闻名 ，而且宗族发达 、民风渐进 、文商并盛 、才

俊辈出 。北宋的开科进士陆轸 、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 、明

代武进士周文英 、清代状元陈冕 、近代革命活动家徐锡

麟 、现代文学家许钦文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获

得者信记酒厂业主周清 ⋯ ⋯凡史书记载或乡间传说的东

浦人物 ，都对陈仪的成长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

陈姓在东浦是一大姓 ，陈家祠堂供奉的列祖列宗中

中举做官或经商致富者也不乏其人 。到了陈仪的父亲这

一辈 ，兄弟两人一人经商 、一人做官 ，更是标准的东浦“模

式” 。

陈仪的父亲陈炳镛 ，号静斋 ，先在上海天津路祥康里

１



开设正祥盛绸庄 ，销售苏杭各色绸缎 ，因经营有方 ，诚信

笃实 ，深受中外商界特别是日本商人的赞许 。 １８９０ 年 ，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因业务需要 ，以重金礼聘陈

静斋为该行“买办” 。买办一职是当时京沪各通商口岸外

国银行聘请“华人经理”的通称 ，受人羡慕 ，也遭人非议 。

陈父得此机遇后 ，在业务上结识了清廷的皇亲国戚 ，特别

与先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后又升为军机大臣的奕劻等达

官贵人交谊深厚 ，逐渐成为京津两地金融界的“闻人” 。

陈仪的叔父陈炳熙 ，号荪阶 ，秀才出身 ，后又中举 ，曾

任山东 、河南两地的知县和河南开封府知府 。

陈仪的祖父过世虽然很早 ，但陈仪的父亲和叔父却

一直没有分家 。他们不仅增置了一些良田 ，还在县城的

投醪河另置了一处房产 ，率家迁居城里 。后人所谓陈仪

祖居 ，即指投醪河的这一处 。

１８８８年 ，陈仪虚龄 ６ 岁 ，随兄陈威入东浦一私塾启

蒙 。在兄长的辅导下 ，他功课进步颇快 ，而且比较懂事 ，

获得塾师的表扬 。

陈仪叔父中举前 ，曾应聘担任杭州积善坊蒋广昌绸

庄庄主蒋海筹的家塾教席 ，陈威 、陈仪兄弟两人遂得以跟

随叔父前往杭州 ，与蒋海筹之子蒋抑卮同窗共读 。在叔

父的严格要求和辅导下 ，两人功课猛进 ，成长甚速 。陈仪

尤好史学 ，对历代人物的成败得失和忠贞奸愚 ，已有了初

步的了解 ，常与同窗切磋探讨 ，时有辩论 。在待人接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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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养性 、为人处世等方面 ，叔父也不废教育 。

１８９５年 ，陈仪 １３ 岁时 ，母亲考虑到陈家在京 、沪等

地都有不菲的商贸财产 ，将来必须有人掌管 ，又对兄弟两

人分别作了安排 ：陈威继续求学 ，以便参加即将来临的科

举考试 ；陈仪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 ，拜经理高尚德（又

名伯俊）为业师 ，以便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 。在当时 ，钱

庄是个非常令人羡慕和尊重的行业 ，陈仪尊师敬业 ，勤奋

学习 ，较快地掌握了很多业务知识 ，深得业师的青睐与嘉

勉 。陈仪在学徒之余 ，仍抓紧学习文化知识 ，有关诗 、书 、

子 、集等典籍 ，他都购置齐全 ，诵读不倦 。

１８９８年 ，陈仪学徒期满 。目睹清王朝政治腐败 ，１６

岁的陈仪萌发了救国救民宏志 ，坚决要求进学堂读书 。

在征得父母同意后 ，他经过紧张准备 ，终于考上浙江最早

的一所新式学制的高等学府 ———杭州求是书院 。他在此

孜孜攻读了 ３年多 。授课教师中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国学

教师名叫宋恕 ，此人反对程朱理学 ，提倡振兴工商 ，主张

维新变法 。受其影响 ，陈仪的思想也起了很大变化 。

陈仪在杭求学期间 ，奉父母之命娶同乡沈蕙为妻 ，夫

妻恩爱 ，但从未生育 。 １９１７ 年 ，陈仪将大哥陈威的 ６ 岁

之女文瑛过继为女 。

１９０２年 ，陈仪 ２０岁 ，与大哥陈威 、同乡邵明之（后改

铭之）考上官费留学 ，东渡日本 。陈威入早稻田大学攻读

经济 ；陈仪入成城中学 ，为日后入士官学校作准备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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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成城中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因故不能直接入士官学

校 ，陈仪不敢耽误学业 ，设法进入陆军测量学校学习 ，一

年后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 、炮兵射击学校第

四期学习 。在此期间 ，陈仪刻苦学习 ，成绩斐然 。

１９０３年正月初 ，陈仪偕同其兄陈威 ，与鲁迅 、陶成

章 、许寿裳 、经亨颐等 ２７位绍兴籍留日学生聚会东京清

风亭 ，会后联名发出枟绍兴同乡公函枠 ，介绍日本明治维新

以后的进步情况 ，吁请故乡人民改革现实 ，输送青年出国

学习 ，争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当时 ，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 。陈仪加入光复会 ，并

与徐锡麟 、秋瑾 、蔡元培 、蒋尊簋 、蔡锷等结识 ，进一步坚

定了爱国革命之志 。

１９０７年 ，陈仪 ２５ 岁 ，从日本学成回国 ，虽对清廷现

状不满 ，但因系公费留学 ，不得已被派往清政府陆军部任

二等课员 。后来陈仪常以此勉励旁人 ：“凡事不可能一步

登天 ，我就是从二等课员做起的 。”

１９１１年 １０月 １０ 日 ，武昌起义成功 ，浙江亦随之纷

起响应 ，光复成功 ，成立都督府 。第二任都督蒋尊簋 ，字

伯器 ，浙江诸暨人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同盟会会员 ，在

浙江颇孚人望 ，为各界人士所尊崇 。蒋尊簋邀请陈仪为

助手 ，委以都督府军政司司长 ，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 。陈

仪认真负责 ，不负众望 ，深得其信赖 。

在蒋尊簋主浙期间 ，朱瑞率领浙江支队支援江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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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攻打南京 。在攻克南京以后 ，南京临时政府委任朱瑞

为陆军第六师师长 。 １９１２年 ，朱瑞班师回浙 ，居功自傲 ，

有夺权野心 ，但对蒋尊簋则不敢当面攻击 。他们密谋策

划了“清君侧”的步骤 ，以逼走陈仪的方法来孤立蒋尊簋 。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 ，朱瑞指使其部下首先发难 ，无端指责

陈仪后备供应不力 ，陈仪一怒之下 ，拂袖弃职而去 。不

久 ，蒋尊簋也辞职 。朱瑞后来投靠袁世凯 ，当上了督理浙

江军务的兴武将军 。

１９１４年 ，陈仪应召去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

议 。 １９１６年 ，袁世凯窃国称帝 ，改号“洪宪” 。蔡锷设计

离京 ，准备赴滇起兵讨袁 。袁世凯获悉后 ，急派陈仪追寻

蔡锷回京 。陈仪对袁氏窃国称帝深恶痛绝 ，抵津后与章

宗祥 、蒋百里商量 ，决定以“追不到”为由交差 。不久 ，陈

仪也借故离职 。

１９１７年 ，陈仪第二次赴日本 ，入陆军大学 ，为中国留

学该军校的第一期学生 。夫人沈蕙和女儿文瑛随行 。

１９２０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至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军

界的资历和地位 。回国后 ，他在江苏 、上海经营实业 ，与

友人在江苏东台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 ，同时接办丝绸

商业银行与钱庄 。当时经常往来的有后来任浙江实业银

行总经理的李馥生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抑卮以及钱

新之 、蒋孟平等人 。

１９２２年 ，陈仪任裕华垦殖公司经理 。当时 ，张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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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北办盐垦实业 ，因自然灾害及市场情况变化 ，经营发

生困难 ，必须另筹巨额资金 ，遂恳词委托陈仪赴日本筹划

借款 。为此 ，陈仪再次东渡 ，至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才回

国 。陈仪多次赴日过程中结识了日本姑娘古月好子 ，

１９２２年 ，两人喜结良缘 。古月好子随丈夫来中国后 ，陈

仪改其名为陈月芳 。

第二节 　至孝至亲

陈仪父亲在绍兴娶妻王氏 ，在京又纳崔氏 ，先后育子

女 １２人 。陈仪系由王氏所生 ，排行老三 ，上有一兄一姐 ，

下除一位妹妹外 ，其余四弟四妹皆为崔氏所出 。陈仪叔

父元配即是兄嫂之妹 ，在外也另娶庞氏 ，王氏无出 ，庞氏

则育有十子三女 。陈仪父亲长期在北京经商 ，陈仪叔父

告老还乡后在杭州定居 ，陈仪的母亲和婶娘则长年居住

绍兴城里 ，管理着一些田产 。

陈仪事母至孝 ，唯母命行事 。至今 ，故乡还流传着这

样两则小故事 ：其一 ，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时 ，孙传芳的残

部周荫人师驻扎绍兴城内 ，抢劫财物 ，奸淫妇女 ，军纪极

坏 。后来社会上又盛传时任浙军第一师师长的陈仪倾向

南方 ，周部要对其家属采取行动 。陈母惶恐不安 ，遂紧闭

大门深居不出 ，与外界也几乎隔绝 。一天 ，有仆人匆匆来

告 ，说住宅四周忽被军队包围 ，陈母闻言惊恐万状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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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措 。这时候 ，陈仪突然回家入室向母亲请安 。陈母惊

喜交集 ，急问如何回得家来 ，陈仪回禀母亲 ，说是国民革

命军已克复绍兴 ，外面军队是其部属 ，是来保护自家的 。

陈母听罢脸色突变 ，指着陈仪骂道 ：“我被人吓得也够了 ，

连你这个不肖子孙也来吓我 ！”陈仪连连向母亲告罪 ，立

即命令随从人员撤去了住宅四周的警卫部队 。其二 ，鲍

家桥河沿有一个叫杨阿嘉的人 ，辛亥革命前是县衙的差

役 ，失业后成了地头蛇 ，敲诈勒索 ，聚赌抽头 ，平日里极不

安分 。有一次 ，杨阿嘉触犯了有势力的人物 ，遭至关押并

将被处死 。杨阿嘉妻子情急之中 ，跑到投醪河陈宅 ，跪在

陈母面前苦苦哀求 ：“太太救命 ！”陈母是个心肠软的人 ，

见杨妻哭得像泪人一样 ，就答应帮忙到底 。杨妻走后 ，陈

母就去电陈仪为之通关节 。不久 ，杨阿嘉便获释回家 。

从此以后 ，杨阿嘉收敛不少 ，后来还募款修建了南门外的

南渡桥 ，为当地做了一桩好事 。那年陈仪返乡时 ，曾婉转

地对母亲说 ：“母命难违 ，我遵命把杨阿嘉保释了出来 ，但

母亲以后千万不宜多管闲账 ，否则 ，做儿子的也无能为

力了 。”

陈仪从小知道母亲独居的寂苦 ，故无论年少年长 、为

民为官 ，只要回绍兴省亲 ，陈仪每晚必坐于母亲床前 ，闲

话家常 ，侍奉琐事 ，要到母亲挥手叫去方才离开 。 １９５０

年 ２月 １８日 ，囚禁台湾的陈仪写了一首题为枟思先母枠的

诗 ，寄托了他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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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罔极泪潸然 ，

辛苦慈悲我母贤 ，

消渴可能妨老健 ，

长违定省恨终天 。

陈母患有糖尿病 ，中医叫消渴症 ，久治而不愈 ，且足

疮糜烂有年 ，直至临终 。陈仪对此一直念念不忘 ，以未能

在母亲身边服侍并给她治好病而抱憾终生 。

陈仪和大哥陈威（字公孟）感情特别深厚 。陈威虽是

清末秀才 ，但愤世嫉俗 ，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光复会 。 １９０７

年徐锡麟被清政府杀害后 ，他也被列为“逆犯”而遭到通

缉 。辛亥革命后 ，曾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 、钱币司司长 、

中国银行副总裁 、江西裕民银行总经理等职 。陈仪被囚

禁前 ，曾到大哥家中探望 ，谈论时局 ，兄弟俩看法相同 ，都

认为国民党违反民心公意 ，不能再跟它走 。因此 ，当后来

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时 ，陈公孟毅然留了下来 ，遥望海峡

对岸 ，大哥公孟对陈仪益增思念之情 。

兄长若父 ，遵照父亲和叔父的生前嘱托 ，陈仪对与其

年龄差距较大的异母弟妹和堂弟妹都十分关爱 ，极尽培

植之力 。

抗战期间 ，陈仪考虑到中国以后会与苏联合作 ，而中

国当时研究苏联问题的人甚少 ，决定让五弟公亮赴苏联

留学 。但因政府当时财政困难 ，陈仪不想动用公款 ，故急

修家书一封 ，嘱女儿文瑛“将家中存款调度一万元 ，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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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五叔赴俄之用” 。接着又说 ：“倘急切不能汇来 ，拟在此

间先向他处移借 ，稍迟归还亦无不可 ，因你五叔急需出国

今不能久待也 。”筹划之细 ，操办之切 ，毕显兄弟真情 。陈

仪不光在经济上支持弟妹们求学 ，而且还非常注重思想

上的关心和引导 。陈仪再次主浙时 ，毕业于上海同济大

学的九弟陈绍馨（后改名陈少新）拟赴美国留学 ，去杭州

石塔儿头官邸与之商议 。听到九弟说想去美国留学 ，陈

仪就很不高兴地说 ：“你们只想去美国留学 ，美国究竟好

在哪里 ？有什么值得你们这样向往 ？到苏联去留学 ，不

是也一样吗 ？你要去美国 ，我不同意 ；如果去苏联 ，我会

支持你的 。”没过多久 ，十二弟陈绍方（后改名陈仲夫）在

浙大学历史 ，拟转学到北大 ，也去省政府办公室向陈仪辞

行 。陈仪很高兴地说 ：“读历史不要光研究过去 ，也要研

究现今 ，更要研究未来 ，除了课本知识外 ，也可以读点马

克思 、列宁的著作 ，如枟资本论枠等 ，将会对你们有所启发

有所帮助的 。”

陈仪很赏识大堂弟陈楷（字汴生）的才华 ，多次提出

要保举他去金陵军政学校深造 ，但终因其岳父的反对而

作罢 。陈楷后来依照岳父的意见学习财经 ，毕业后一直

在浙江省的财政税务部门工作 ，抗战期间避难安徽屯溪

时 ，因患脑溢血早逝 。陈仪获悉噩耗后 ，即致信侄女 ，谆

谆关照她不要因之而辍学 ，并慷慨表示一切费用皆可由

他来承担 。抗日战争胜利后 ，侄女莲芬独自从屯溪先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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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料理旧宅以待全家回归 。不料到清泰街一看 ，家门

口竟有士兵站岗 ，入内探视也不允准 ，原来此宅已成为军

队的弹药仓库 ，她竟有家不能回了 。莲芬急忙跑到邮局

给陈仪发了电报 ，请求二伯父予以帮助 。不出两天 ，三战

区长官顾祝同派人找到莲芬 ，请她稍安毋躁 ，应允一星期

内把弹药转移出空 ，把旧宅归还给陈家 。莲芬内心十分

明白 ，这一定是二伯父特别关照的结果 。

陈仪姐姐嫁到同乡丁家 。对其子丁名楠的培植 ，陈

仪也花费了很多心血 。丁名楠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

生时 ，陈仪二次主浙 ，还特地安排他到浙江大学史地研究

室当编辑 ，以便他利用该室收藏的书籍 ，撰写毕业论文 。

１９４５年 ４月 ２６ 日 ，陈仪在重庆的兄弟姊妹和妯娌

们欢聚 ，为他的七妹陈缤芬和七妹夫袁守谦（字企止）结

婚 １０周年举行热烈的庆贺 ，陈仪怀着激动的心情 ，提笔

写了一篇枟企止妹倩缤芬七妹锡婚纪念序枠 ，全文如下 ：

本日为七妹缤芬与袁君企止结缡十年之纪

念日 。向也余兄弟各自食其力于四方 ，往往天

涯远隔 ，晤会不常 ，诸妹亦鲜聚首 。自抗战军

兴 ，企止伉俪先来陪都 ，二十九年 ，长兄公孟亦

偕嫂氏来渝 。三十年以后 ，余与内人及四妹葭

芬 ，五弟公亮伉俪 ，六弟公培伉俪 ，九妹郁芬 ，八

弟公孚 ，皆陆续到渝 。今祇四弟公铨 ，服务闽

中 ，五妹蕙芬 ，尚留滞北平 。虽漫天烽火 ，而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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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有骨肉团圆之乐 ，岂所谓不幸中之幸耶 ？

今日余兄弟妯娌姊妹又聚于一堂 ，为企止缤芬

举锡婚之宴 ，而长兄与余以皤然老翁 ，视诸弟妹

菁菁鼎盛 ，欣欣向荣 ，其衷心之耦 ，锡尔福祉 ，将

见银婚 、金婚 、以至于钻石婚之幸福无疆也 ！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陈仪书赠

陈仪这篇纪念序 ，一气呵成 ，情真意切 ，称得上是一

篇精美的散文 。每一个读到这篇纪念序的人 ，都能真切

感受到陈仪和兄弟姐妹相聚时的无比喜悦之情 。

第三节 　情深义重

陈仪与鲁迅是同乡 ，又几乎同时到日本留学 ，相识后

更觉志趣相投 ，交往甚密 。 １９０４年 ，陈仪 、鲁迅 、许寿裳 、

邵明之（名文镕）４人曾在日本东京合影留念 ，这张一个

世纪前拍摄的珍贵照片 ，保存完好 ，现陈列在绍兴鲁迅纪

念馆 。

学成归国后 ，陈仪和鲁迅虽然从事的职业和所走的

道路不尽相同 ，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持续达 ３０年之久 。

１９１２年 ，鲁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 ，在浙江都督府任

职的陈仪在进京时拜访过鲁迅 ，相谈甚欢 。 １９１４ 年 ，陈

仪在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时 ，和鲁迅多有走访

并书信往来 。鲁迅还写信把陶冶公介绍给陈仪 ，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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