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 %!月 !&日，天津发生
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案：一名叫施
剑翘的奇女子为报杀父之仇，枪杀
了有名的北洋军阀之一孙传芳。这
件复仇案在当时朝野影响的广泛
性，在民国绝无仅有。然而在河北省
国家档案馆珍藏的民国河北高等法
院全宗的档案中，有一卷特赦施剑
翘徒刑一案的档案弥足珍贵，它真
实地记录并见证了国民政府特赦施
剑翘的过程，卷内文件分别是：司法
行政部给河北高等法院的训令、河
北高等法院给天津河北高等法院第
一分院的训令、天津第一分院检察
处给河北高等法院的呈、河北高等
法院给司法行政部的呈、司法行政
部给河北高等法院的指令等，具有
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现将部分档
案公布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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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何许人？为什么要刺杀
孙传芳呢？原来，施剑翘原名施谷
兰，是北洋宿将施从滨的长女。%"'$
年北洋军队间为争夺地盘发生混
战，时任山东军务帮办的施从滨中
将，在率部与北犯的孙传芳五省联
军交战时，因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
兵败被俘。由于孙施彼此早有结怨，
孙传芳遂不顾交战双方不杀俘获的
敌方高级将领的惯例，下令用铁丝
将施从滨缚至蚌埠车站，枭首示众，
暴尸街头。就这样，孙传芳一道轻率
的格杀令，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当时施剑翘已 ()岁，闻讯痛入

肺腑，决心为父报仇。由于仇人拥有
重兵，势力强大，就求助于儿时曾寄
住她家，经她父亲教养成人，后由施
剑翘和其母亲请求张宗昌委派为团
长的堂兄施忠诚。不料，他被升为烟
台警备司令后，只图个人享乐，遗忘
了往日的恩情和诺言。!"(*年，施剑
翘随母亲移居天津。农历九月十七
日，是其父亲遇难三周年忌日。想到
年复一年，父仇无报，在屋里大哭不
止，被当时借住在她家的同乡同姓人
施靖公听到。他是阎锡山的中校参
谋。他对施剑翘说，他曾受过她父亲
的培植，对她很表同情，如愿以身相
许，他决心为其父报仇。施剑翘报仇
心切，觉得机会难得，就决然冲破了
同姓不婚的藩篱，同他结了婚，迁居
太原。又不料他也是随着自己官运亨
通，越来越贪生怕死，最后也自食其
言。岁月流水，顷忽十年过去，父仇仍
难得报，思之无限痛心。失望和悲愤
中，施剑翘写了一首诗：“一再牺牲
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原望
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年，施剑翘得知孙传芳兵
败下台寓居天津，毅然只身离开太
原回到天津，伺机报仇。农历九月十
七日是施从滨十年忌辰，施剑翘一
早就到观音寺去为亡父烧纸、念经。
和尚见施剑翘念经后仍跪哭不止，
就劝说：“善女节哀，亲人故去，哭也
无益。不如皈依佛门，多念经以超度
亡灵。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
人，不是都信佛了吗？”听到这里，施
剑翘急忙追问下去，得知靳、孙都是
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孙还是该
林的理事长。第二天，她化名“董
慧”，经一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
林。此后，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孙的
身貌、口音、汽车号和活动规律，知
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

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让弟弟
将母亲接到了南京。买来油印机，写
印出《告国人书》等传单的遗嘱。

%%月 %&日，是施剑翘预定下
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阴雨绵绵，直到
午饭后还未停止。她估计孙传芳可
能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
然未见孙到来。后来正与别人谈话
时，忽然见孙身披黑海青（和尚穿的
衣服）走进佛堂入座。施剑翘租了一
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
物，返回居士林。少坐片刻，心神稍
定，见孙传芳的座位距其很远，便向
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
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
往前挪一下？”得到许可后，她缓步
走向孙传芳座后，掏出手枪，对准他
的左耳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向他后
脑和背后各开一枪，孙传芳应声倒
在太师椅的扶手上。此时，她高声喊
道：“我叫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打
死孙传芳，详细情况都在这传单上
写明。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
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
自首。”说完便将手中的油印传单扔
散出去。不久，警察来了，她从容地
交出了手枪及余弹。一些跑开的人
又回到佛堂来拾起传单，上面写道：
“父仇不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
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
长。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
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
仙。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
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
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此事一出，平津轰动，当日报纸

纷纷发出“号外”，随后沪宁各报也
刊出了这条“血溅佛堂”的特大消
息。第二天，各报除纷纷报道了孙传
芳被刺的重大新闻，还刊登了女刺

客施剑翘事先拟好的《告国人书》。
施剑翘自首后，被解送到天津

地方法院检察处关押，后又羁押于
天津“西头看守所”。地方检察处于
%"&$ 年 %% 月 %+ 日开始了侦讯工
作，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
杀人经过和原因，慷慨激昂，方寸不
乱，所言震人心魂，举座皆惊。与此
同时，孙传芳长子孙家震向法院起
诉，要求严惩凶手。但当时多数人出
于对孙传芳的憎恨，特别是对施剑
翘的“十年报仇”的坚毅精神的感
佩，纷纷声援支持她。为此，河北省
高等法院只对施剑翘判了 ,年有期
徒刑。不久，因冯玉祥、李烈钧、张继
等人出面干预，%"&+ 年 %) 月 %$

日，国民政府以“一女子发于孝思，
奋身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
……”宣告特赦施剑翘，详细过程即
是本文前面所公布的档案记载。这
样，施剑翘在经历了 &--天的囹圄
生涯后，获得了自由。

施剑翘获胜的更深层的原因，
是当时的政治舆论环境。当时的舆
论环境对孙传芳作出了不利评价。
作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对孙传
芳的复仇就获得了正当性。“军阀”
———这个戴在孙传芳的许多对手头
上的、意识形态意味很浓的称
谓———也逐渐牢牢戴在他头上。当
时客观全面地评价孙传芳的声音也
有，但很微弱，孙传芳在案件中丢失
的不光是生命，还包括他的政治声
誉。与对孙传芳的评价跌入谷底对
应，施剑翘的声誉日增，“奇女子”、
“侠女”、“烈女”等称号便一直伴随
着她的故事流传下来。施剑翘获释
后，投入了抗日民族运动。全国解放
后，她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年逝世，终年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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