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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重庆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出生，15岁到美

国读书，20岁回国，22岁（1915年）嫁给孙中山
先生，成为孙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坚定追随
者和忠实执行者。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
日发动反革命大屠杀，国共合作失败。1929
年，宋庆龄公开宣布，决不参加政府的任何工
作。从此，宋庆龄和蒋家接触越来越少。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宋
庆龄并没有同往，而是去了上海。上海沦陷后，
宋庆龄迁居香港，并迅速开展救亡事业。1938
年6月14日，在廖承志等人支持下，她发起
成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保
卫中国同盟”，呼吁世界人民支援中
国抗战。

大姐宋霭龄得知宋庆龄去
香港后，陪同宋美龄去香港治病，
三姐妹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重
拾了姐妹间的亲情。偏居一隅的宋
庆龄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此时正
在遭受日寇的疯狂侵略，时刻关注着时
局的变化。

1939年12月，汪精卫叛逃事件发生后，日本
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说国民党内部不团结，国民党和共产党
不合作等。日伪占领区的一些小报甚至拿宋氏三姐妹开刀，说将士在前线浴血，她
们却逃往中立地区过和平舒适的生活。为粉碎谣言，也为了抵制投降，宋氏三姐妹
团结一致抗战，于1940年3月31日，同乘飞机从香港来到重庆。

宋庆龄的到来，最高兴的莫过于蒋介石，他以为终于得到了宋庆龄的谅解。为
此，他在黄山上专门为宋庆龄辟了寓所松籁阁。寓所为何设在黄山上呢？这是因日
军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山上相对安全，而且蒋介石一家也住在山上。不过，宋庆
龄却拒绝入住。

到达重庆后，宋庆龄不顾疲劳和个人安危，在大姐的孔宅仅休息了一天，便立即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4月2日，她首先视察了被日机轰炸的重灾区，鼓励大家同仇敌
忾，奋力抗日，坚决把敌人赶出中国去；4月3日，宋氏三姐妹去了歌乐山第一儿童保
育院，把500多份礼物亲手送给孩子们（当时的儿童节是4月4日）。宋庆龄对孩子
们说：“明天就是儿童节了，我们专程过来看你们，祝你们节日快乐！”

4月8日，三姐妹前往伤兵之友医院慰问伤员。同日，《新华日报》刊出宋庆龄为
该报亲笔题词“抗战到底”；4月15日，宋庆龄发表《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呼吁各国
朋友继续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4月18日，她通过电台向美国发表广播讲话，宣
传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决心；5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茶会上，她痛斥汉
奸汪精卫的卖国行径……

1940年5月9日，宋庆龄回到香港，继续向海外介绍中国内地抗战的真实情况，
争取国际援助。

第二次到重庆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宋庆龄联合柳亚子等人致电蒋介石，谴责其

破坏抗战和国共合作。1941年12月11日，她从香港再次来到重庆，监督和推动国
民党坚持抗战。

到重庆后，宋庆龄重建了“保卫中国同盟”。为了工作方便，她把国民政府外交部
在两路口租用的一栋私人花园洋房，辟为总部办事机构。同时，她也从宋霭龄的孔宅
搬到这里居住，直到1945年12月离渝返沪。这儿，就是如今的“重庆宋庆龄旧居”。

在此期间，宋家姐妹、兄弟有过两次较亲密的接触。
第一次是194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在大姐宋霭龄“莫谈国事”的要求下，宋家六

姐弟于黄山官邸举行了全家多年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团聚；第二次是1944年
夏，重庆天气炎热，在宋美龄反复邀请下，宋庆龄去“松籁阁”避了一个多月的暑。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崇高声望争取国际援助，组织募捐、筹
集医药或医疗器材、支援国际和平医院、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还举办义赛、
义演、义展等活动，赈灾济民，救助贫困作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
殊贡献。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把苏东坡
刻在地名里 □刘友洪

人是渺小的，当化为尘埃，就淹没在
了茫茫历史长河中。却总有一些人，常被
历史钩沉，被后人拿出来反复擦拭，让他
（她）露出原本锃亮的光泽。无疑，苏东坡
就属于这样的人物。
甲辰年初夏，四川眉山市政协文化考察组
赴广西，寻访东坡足迹，感悟先贤魅力。
坦率地讲，历经千年变迁，寻访实不易得，
正所谓“沧海桑田，往事如烟”。辩证唯物
主义运动观也告诉我们，绝对静止的事物
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没有亘古不变的历
史片段、局部场景，即使地脉山川也概莫
能外，更别说建筑、景观之类的“小儿科”
了。我们只能在实地察看、专家解读以及
查阅资料中，遥想当年境况。

绍圣四年（1097年）夏，年逾古稀的苏
东坡再次遭受贬谪之厄。这次，是把他从
荒蛮的岭南惠州，贬往更加偏僻的儋州。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是这样介绍苏东坡这
段经历的：“把罪臣贬到海南，是北宋对流
放者最重的惩罚，不仅是因为海南‘食无
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
寒泉’，条件异常恶劣，而且更因为差一点
就贬出中国，也是对人心理上的巨大折
磨。”当时苏东坡在惠州花光了所有积蓄，
在白鹤峰买地筑室，好不容易全家人聚到
了一起。可这样的好时光仅仅维持了两
个月，又被重重地扔到天涯海角。可以设
想，苏东坡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沮丧甚至
痛苦不堪呀！

我曾想，苏东坡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
仁慈宽厚的非凡胸襟，是帮助他度过人生至
暗时刻的不二法宝。寻访之时，我随身带着
一本由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所著的《斑斓
志》，书中对苏东坡作了多视角的解读，其中
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们似乎不需要把
更宽大的袍子套在他的身上，不需要在一切
方面都满足自己的期待。”所以我想，我不应
该也没有资格对苏东坡妄下结论，而应像苏
东坡那样，脚踏实地地在大地上走走。

据清同治《浔州府志》记载，苏东坡一
行南下的线路大致是，“由藤而浔，而郁，
而雷州，而海南，水陆并进，浔州上通郁
林，东坡访周茂叔后，遂接访梁诏，一路顺
程……”

苏东坡未在广西为官，也未在广西久
居久留。然而，广西人民却沿苏东坡的足
迹，在其主要经过的地方，辟出专门场地
予以纪念，为我等后人怀想东坡，增添了
若干甬道。

我们一行先到贵港。在苏东坡那个
年代，浔州辖贵县，也就是今天的贵港，苏

东坡当年曾路过这里。
前文已经提到，
苏东坡当年绕

道贵县，目
的之

一就是游访周敦颐、程颐及程颢在平南畅
岩读书讲学遗址。众所周知，二苏与二程
交恶甚久，甚至在朝堂之上也弄得很不愉
快。而现在，身处逆境的苏东坡竟然能平
复心情，且不计前嫌，前往拜访。由此可
见，其时的苏东坡已然达到“心如已灰之
木，身如不系之舟”的境地，故而他能放下
一切虚妄，坦然面对命运安排。

“梁孝子里”，则留下苏东坡更多的故
事。梁诏是与苏东坡同时代的官员，元丰
年间担任广东提刑司干官，他对自己的母
亲极为孝顺，被民间誉为“孝子”。苏东坡
听说他的事迹后，专程来浔寻访，并为之
题写“瑞林”“甘露”“熏风”等牌匾。如今，
诸匾早已不见，但清代所立“梁孝子里”石
碑，仍矗立于登龙桥社区，石碑的基座上刻
着“三界祠老人集资重修，2012.10.17”。为
我们作讲解的苏学专家杨旭乐介绍，三界
庙搬迁时，老百姓集资将碑迁到了这里。
同时，为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人们把登龙
桥社区统称为“孝子里”。

这就是地名的威力！
建筑有倒塌的时候，书籍有毁坏的时

候，地址有位移的时候。唯有地名，如同
天上的日月星辰一样，自我们的祖先开始
叫那个名儿的时候，就一直流传下来，称呼
至今。哪怕以后文字或发音有所调整，但
也能通过名字的变迁，予以理解与传承。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苏东坡刻在地名
里，既能保存，又能保鲜。

仍拿贵港来说吧。贵港有个“东湖”，
原名“东井”，苏东坡为其题名为“东湖”后，
明代将军沈希仪命人运石将井填平，终使
周围大大小小的莲塘最终汇聚成大湖，“东
湖”由此而得。现在的东湖，在贵港老百姓
的眼中，已是“东坡之湖”的意思。

接着，我们又来到北流市。北流如今
属玉林市代管。在北宋，玉林写作“郁
林”，为州的建制。

北流有座景苏楼，乃清光绪年间北流
知县高延梅主持修建。修建景苏楼时，苏东
坡已离世900多年了，但他在玉林留下的逸
闻趣事和诗词文章，一直被玉林人民视为宝
贵的精神财富。高知县顺应民意，修建此
楼，取“景仰苏轼”之意，名为“景苏楼”。

最后一站是北海。
位于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的“东坡

亭”，由于客观原因，这次我们没能亲眼目
睹。为最大限度减少遗憾，北海市政协的
同行们为我们找寻资料，并作介绍。“东坡
亭”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虽
经战火毁坏，几番重建，至今仍屹立不
倒。后复筑苏东坡曾游过的海角亭，将东
坡手书的“万里瞻天”四个字，制成横匾悬
挂于亭内。更有趣的是，在离亭不远的地
方，有眼井，苏东坡一生为民打井众多，那
就叫它“东坡井”吧。此井泉水至今清冽，
甘甜可口。

你看，这些地名里，是不是都刻着苏
东坡？

一个好的地名，会散发出历史的芬
芳。阅读它，不仅如享甘饴，而且还能

于氤氲之中回望一段历史。一路上，
我们看到了若干镌刻着苏东坡的地
名；每个地名里，都储存有一段关于苏
东坡的动人故事。

由于时间关系，这次我们没能到
达雷州半岛。我在资料上得知，那

里有一个叫“苏二村”的地
方，一看地名便知，当年苏

轼苏辙两兄弟曾去过那
里。我相信，那个村
子里肯定还有许多关
于“二苏”的故事。有
空一定得去看看。

（作者单位：四川
省眉山市政协）

80多年前
宋庆龄两次重庆行

□胡雁冰

43年前的今天，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与世长
辞。今年，是宋庆龄诞辰131周年。抗战期间，宋庆龄曾两次来
到重庆，与山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