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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之家”匾额下的鲜英

鲜英故居

鲜英与妻子金竹生

““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毛泽东毛泽东66次到我次到我家家””
听鲜英曾外孙隆准先生讲“鲜氏诚信”故事

□廖伟

“三九四九，冻死老狗”，这个“三九”却暖得像
阳春三月。踏上通往上清寺嘉陵桥西村的长长石
梯，我在想，近百年来，这里印下了多少平凡或不凡
的脚印。人已不是那个人，物也不再是那个物。唯
有山脚滔滔的嘉陵江水不舍昼夜。

还好，特园的主体建筑“鲜宅”中还剩下了书斋
小院及偏房（厨房）。这里曾是鲜家的私塾，现在成
了“鲜英旧居”对外开放。鲜英的曾外孙隆准先生
已在门外等候。隆先生与我先后在《重庆晚报》和
《都市热报》共事十年，他现在是民盟渝中区委会副
主委、渝中区政协委员，也是《特园》文史读本总编
辑。他和外公鲜继坚（鲜英第五子）、母亲鲜述文在
这个小院里生活了20年，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
落。有了这样一个“导游”，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我们在著名的“民主之家”匾额下留影。此匾
来头不小，它是由中共元老董必武命名、冯玉祥将
军手书，原件珍藏于红岩革命纪念馆里。晒着暖
冬的阳光，品着清香的秀芽，透过木窗，院里是周
恩来、张澜、沈钧儒、鲜英的雕像。隆准说，刚刚看
过的达观亭有一副对联：“诚信为本事事通达；宽
厚待人时时乐观。”鲜英以此自勉。诚信作为鲜英
的“文化符号”伴随其一生。

“我认为曾祖父的诚信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对
家庭对爱人的私德之信；一个是对社会对百姓的公
德之信；最高层面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大德之信。”
有关“鲜氏诚信”的故事，隆准娓娓道来。一个柔情
守信、刚毅不屈的人物形象渐渐在我眼前清晰……

私德之信
为何不纳妾不娶小老婆？

“鲜英为啥不娶小老婆？”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
人，隆准首先抛出了一个话题性很强的问题。确
实，民国时期，四川军界不讨小老婆的大官凤毛麟
角，大概只有刘湘和鲜英。隆准说，这与鲜英生命
里的三个女人有关。

第一个就是鲜英的母亲刘氏。鲜英1885年
6月10日生于四川西充县太平镇鲜家沟，小时家
境贫寒，父亲早亡。近年在重庆发现的1931年
《鲜于母杨太夫人之墓志》碑刻拓片，首次提供了
鲜母的生平情况：杨氏16岁嫁到鲜家，鲜家贫
寒，经常食不果腹。“尝值大旱，赤地三年，屑糠作
饼，而进翁及子必以白餐。”自己吃糠饼，省下白

米干饭给公公和孩子。
勤俭持家，善良贤淑，母亲的品德操守对鲜英影响甚

深。对母亲的爱，对女性的尊重，让他平生不二色，对婚
姻忠贞不渝。他认为要想家门和睦，就不能讨小老婆。
他常说：“小背时买表，大背时讨小。”四川话“背时”就是
走霉运，旧时钟表坏了修理起来很麻烦，以此比喻修表只
是小麻烦，讨小老婆则会摊大事。

另一个女人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一位姓何的女性。
1907年，鲜英从顺庆府官办中学堂毕业后从军，此时他
已成婚，辞别妻子和母亲到成都弁目学堂学习军事。
1908年鲜英被保送到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继续深造，他在
那里结识了刘湘、杨森、王瓒绪、潘文华等同学，此后几十
年这些都是四川军政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而杨森和他住
一个宿舍，这个“睡上铺的兄弟”，后来成了川军中的狠
人，也成了妻妾成群的狠人。

三年后，鲜英兴冲冲回老家探亲，当头被浇了一盆冷
水——没想到妻子何氏与人有染，还怀有身孕。此事如
果传出去，何氏只有死路一条。鲜英虽血气方刚，骨子却
十分善良。他对外宣称孩子是自己的，待何氏产下孩子
再离婚，放何氏母子与孩子亲生父亲团圆。这是个很有
传奇色彩的故事，相同的遭遇民族英雄岳飞也经历过。
岳飞前线抗金，妻子刘氏却先后两次嫁人。《会编》卷二○
七记载：岳飞最后原谅了生下岳云岳雷的刘氏，还赠送了
五百贯钱资助她生活。鲜英与岳飞，是他们的大度和宽
容保全了两个跨度800余年的女性。

第三个女人就是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观楼”的金
竹生。可以说，没有金竹生就没有特园，中国现代史中一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许会有另一个版本。离婚后不久，他经
由同乡王成章介绍，结识了家住西充县城开药房的金家六
姑娘。金竹生这个名字就是鲜英取的。

鲜英在川军任职时，买下重庆上清寺旁的一块70亩
荒坡地。为了开发建设这里，金竹生操碎了心。儿女们
回忆，她不仅学习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连建房
的资金也是她想尽办法筹集。1931年鲜宅、康庄、平庐
等十几栋楼房、庭院、花园建成，因鲜英字特生，取名“特
园”。金竹生除了把9个儿女抚养成才，也是鲜家“特园”
成为“民主之家”的幕后功臣。

鲜英遵守自己的诺言，与金竹生白头偕老，终身未纳
妾。1945年，鲜英60岁，他和夫人合影留念并写下了一段题
词：“我年六十，尔今五三。我须尺半，尔脚寸三。我发如雪，
尔鬓发未斑。四男五女，各业各专。形影相随，我与尔焉。”

公德之信
为何经商看到钱都不挣？

1928年，鲜英辞去军职，开始从商创办实业。鲜英极
具经营天赋，又善于抓住机会，加上人脉资源丰富，他的实
业办得有声有色。“但逐利不是外曾祖父的唯一目标，他把

‘利民’放在了第一条。有时候见到钱都不挣。”隆准讲了
几个小故事——

1934年,鲜英看准军粮需求必将扩大的时机,他与堂
弟鲜伯良果断接手亏损严重、难以为继的复兴面粉厂。通
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面粉厂产量、质量大幅提高，很快
恢复生机，第一年度就盈利。大小股东，皆大欢喜。与此同
时公司利用轮运之便，在长寿、涪陵、万县等地设庄销售，使
复兴的销售量占整个重庆机制面粉市场的一半以上。

不久，刘湘把万县设为军队转运粮秣的据点，面粉销量
突然增加数倍，1938年复兴公司纯利润超过20万元。公司
的“麦穗牌”面粉供不应求，但复兴仍然不加价，每袋利润维

持在一元左右。这引发了部分股东与鲜英、鲜伯良兄弟
的不满。鲜英就此事召开了董事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动
情地说：“如今国难当头，物价飞涨，我等商人在此民族
危亡之际不能扛枪保卫国家，少赚点钱，还利于民，帮助
政府渡过难关是应该的。民以食为天，我们不能抬高
物价与民争利。如果复兴面粉厂在这个关头提高面粉
价格，面粉价格都会涨起来，老百姓会骂死我们的。我
们坚决不能做这种对不起良心的事！”股东们最终被他
感动，一致同意价格不上调。

1936年，在张澜建议下，鲜英联络奚致和等在南
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场，办理全省蚕业改良工作。
张澜为蚕房亲笔题“原蚕室”三字，鲜英等题书“富
国”“利民”。在鲜英主持下，改良场培育出由江浙引
入的杂交品种蚕茧。这种蚕茧茧色白、茧层厚，比黄
色土茧优良，推广后生丝质量有明显提高。为了推
广蚕桑，他们还支持私人集股兴办果山蚕业社，发展
栽桑、养蚕、缫丝一条龙作业。在四川蚕丝改良场的
带动下，南充栽桑、制种、养蚕、制丝及生丝贸易等迅
速复兴，带动了南充农、工、商的发展。

由于鲜英重商守信，朋友们都愿意将富余的资
金存放在鲜英处，或入股投资、或寄养生息。1943
年，国学大师熊十力干脆将《新唯识论》语体本的稿
酬二万元全部寄放在鲜英处，以便生息。而鲜英也
非常仗义，保证熊先生随时支取本息。

大德之信
为何毛泽东“六顾特园”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三顾特园？”
“不是三顾，是六顾！”
现今很多史料上说毛泽东三顾特园，我也曾在

中央电视台见过四顾特园地说法。隆准说他对此作
了很详细的考证，“三顾”的说法准确的是指“三访张
澜”，另外还有两次见冯玉祥，一次会见工商界人士。

他翻出去年刊发于《中国新闻报》的考证文章，
一次次进行解说——

毛泽东第一次到特园，是1945年8月28日下
午。毛泽东乘机抵渝，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欢迎。
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稍事休息，就到毗邻的特园
康庄拜访冯玉祥。

毛泽东第二次到特园，是8月30日下午。由
周恩来陪同，毛泽东首次拜访张澜、鲜英，会晤地点
在鲜宅达观楼僻静的张澜卧室。“下午，前往中国民
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
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特园的主人鲜特生在座。毛
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的问候，转达吴玉
章对老友的问候。”（见《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下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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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宴请鲜英(左一)等民主人士。

作者与隆准(右)在达观亭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