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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在提篮桥监狱改造的日子（3）
! 徐家俊

! ! ! !在陈璧君转变思想的过程中，她
的亲属和友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又名龙沐勋），
汪伪时期当过南京博物院院长，也
曾担任陈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师。解
放前他曾与陈璧君一起关押在南京
宁海路看守所。解放后他在上海博
物馆工作，曾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
的接见。龙榆生、陈璧君的幼子汪文
悌经常写信送书给陈璧君，鼓励她
看书读报接受新思想。陈璧君在
!"#$年%月的思想汇报中这样写道：

!"#"年$月%日!我到女监"初期

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 以为成王败

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

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

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看到

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

心悦诚服了%更后来!我至友龙榆生

又送来许多进步书来给我学习!且

每月寄一封勉励我努力改造的信

来! 我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了%最近我忽然断了龙弟'指龙

榆生!!!笔者注(的信和赠书!我以

为他已逝世了% 他是一个患有胃溃

疡的江西万载人% 昨日在 #解放日

报$上看到龙榆生的名字!我真是惊

喜万分% 启发我的第一个思想转变

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龙弟%我从书报的

学习)吸收)反省和先生们'指监狱干

部!!!笔者注(的教育!更从广播的

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实道理了%关于

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丰富!有深奥

的)有通俗的!都能适合各犯人的文

化程度%我是一个自问很努力学习的

人! 也觉得恍如置身于革命大学!但

可惜我的病亦随着我的年龄增加%

在提篮桥监狱的服刑改造过程
中，监狱干部的言教、身教给陈璧君

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她感到干部心
胸开阔，宽宏大量。有一次，女犯排
队出监楼，去炊场上面的大浴室洗
澡。洗澡结束返回女监时，天正下大
雨，地上有点积水，路有点滑。女干
部穿了雨衣和套鞋，冒着大雨，站在
各路口，搀扶被滑倒的老年女犯。这
时候陈璧君使了一个心眼，假意走
路跌倒，试探一下一位过去曾被陈
璧君顶撞过的干部。那位干部奋不
顾身地抱住她的上身，并把她扶起
来，还和颜悦色地安慰她要小心走
路。这让陈璧君打心眼里佩服。有一
年，因工作需要，女监一位莫姓女干
部带一批女犯，调到直属上海管辖
的苏北大丰农场工作。陈璧君闻讯
后，对这位非亲非故的干部依依不
舍，第一次流下了眼泪，并在背后尊
称她为“莫青天”。为什么向来态度
骄横的陈璧君会有如此举动，我们
可以在陈璧君的一份思想汇报中找
到答案。她写道：“为什么人民政府
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呢？是
她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深深了解政
策，和她们品质优良的缘故。”

这里笔者还要说明一点，自
&""$年以来，某些媒体刊登了有关
“陈璧君终身被囚之谜”的文章，称
宋庆龄与何香凝得悉陈璧君在提篮
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年"

月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说，
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
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当
晚宋、何联名写信给陈璧君。陈收到
该信后，由于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
的善意挽救，拒绝认罪，宁愿把牢底
坐穿，所以她终身被囚。这段“史实”
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给历史人
物的研究造成混乱，在社会上造成

了很坏影响。为此，我曾在()!!年*

月&*日的《人民政协报》、()&(年+月
,)日的《联合时报》和()&,年第&期
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上发表
文章，予以驳斥和澄清事实真相。

慎重处理陈璧君后事
&"$"年-月&+日，即陈璧君病故

后的第二天，提篮桥监狱有关部门
首先打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陈璧君
同父异母的妹妹陈舜贞。陈舜贞生
于&")(年"月，比陈璧君小&&岁，为
人比较低调，性格与陈璧君大不相
同。特别是大她((岁的丈夫褚民谊
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在苏州以后，她
一直深居简出，静心抚养褚叔齐等,

个子女，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解放
初，陈舜贞先后住在上海的巨鹿路
和陕西南路，&"$+年&&月迁往南京
（&"-,年病故）。所以当陈璧君病亡
后，如果从血缘关系来说，陈舜贞是
陈璧君在大陆亲属中关系最亲近
的。然而，监狱方面的通知被陈舜贞
以年老体弱为由而婉拒。不过，她还
是推荐了居住在上海的一位远房亲

戚谭文亮来处理其姐姐的后事。
谭文亮与陈璧君是什么亲属关

系呢？这里简要介绍一下陈璧君的家
庭成员，她与汪精卫共生育了三男三
女，长子汪文婴（又名汪孟晋）、长女
汪文惺、次女汪文彬、三女汪文恂、幼
子汪文悌。还有一个排行第五的男
孩，出生((天夭亡。谭文亮，是陈璧君
长媳谭文素（汪文婴之妻）的弟弟。当
时谭文亮任上海郊区某中学教师，他
作为亲属常到提篮桥监狱探视陈璧
君。有时，征得监狱有关部门的同意，
他还特地到“杏花楼”购买陈璧君爱
吃的广东菜，送到监狱为陈改善伙
食；有时也根据陈璧君开出的书目，
到新华书店买了书送入监狱。&"$"
年-月&+日，谭文亮接到提篮桥监狱
人员打来电话，得知陈璧君因病医
治无效而死亡，希望他及时到监狱来
处理陈璧君后事和领取遗物等。
谭文亮闻讯赶到监狱，监狱干

部首先把陈璧君遗物清单交谭过
目。陈璧君狱中喜欢读书看报，她自
费订阅了不少报刊，购买了许多书
籍，所以遗物中书籍数量比较多，其
次还有一些衣服被褥等物品。由于
当时谭还未结婚成家，住在集体宿
舍内，无法安放陈璧君的遗物，所
以，他仅领回了二三支钢笔以作纪
念，其他遗物请监狱按规定处理。

监狱有关干部告诉谭先生，按
照当时监狱处理病亡犯人的惯例，
犯人死亡后，都由法医进行一般的
尸检。为了对陈璧君和她的亲属负
责，监狱准备把陈璧君的遗体送到
上海某专业部门进行验尸，并由法
医作出验尸报告。作为陈璧君的家
属可以向陈的遗体告别。最后干部
还询问谭先生，在陈璧君的后事处

理上还有什么具体要求。谭考虑到陈
璧君的子女都健在，并居住在香港，
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立即赶赴
上海处理丧事，他作为陈璧君的远房
亲戚，有些事情应该向远居香港的
陈的子女作个交代，征求一下他们的
意见。由于沪港之间当时只能拍电报
联系，不像现在可以直通电话，所以，
希望在时间上请监狱宽限几天。监狱
方面当即同意了这一要求。陈璧君的
遗体就由殡仪馆施行了防腐措施暂
予保存。几天后，谭文亮接到来自香
港的电报，陈璧君的子女全权委托他
处理陈璧君的后事，并听从政府按
有关政策规定办理。谭文亮及时把
情况告诉了监狱有关部门。

&"$"年-月((日，上海某部门对
陈璧君的尸体作了检验。验尸报告
与谭文亮见面后，又让他观看陈璧
君的遗体。谭文亮看到陈璧君身穿
一套蓝色全新的列宁装，脚穿一双
新布鞋，脸色安详。他十分满意地点
了点头。经有关部门允许，谭文亮把
陈璧君的遗体领回处理，并写下书
面材料。全文如下：

兹因死者陈璧君尸体已蒙派员

验明!填具验断书在卷%本人现愿领

回该死者尸体!予以殡葬!特具领尸

结如上%

谭文亮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后来，陈璧君的遗体被运到上
海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谭先生领
回陈璧君的骨灰盒，随即寄往广州。
陈璧君的子女托人从广州把陈璧君
的骨灰盒带回香港。&"-)年秋天，陈
璧君子女把陈璧君的骨灰撒入香港
附近的大海。

'摘自&上海滩$&'!(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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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抢钱包的余罪

李二冬和孙羿是铐在一起被带走的，他
们得到了同样的待遇，领行李、领机票，不过
是在不同的城市转机。董韶军一个人被带走，
不过待遇相同，领到了行李和一张高铁车票，
送行的是李方远，他不认识，不过对方也给了
他个报到地方，很意外，是邻省的一个痕迹研
究所，在警界也鼎鼎有名。张猛和熊剑飞是两
个人来的，领到了行李，又被警察载
着到郊区转了一圈，过了两个小时才
到了机场，直接送上了飞机。

骆家龙和汪慎修分别被单独的
警车载着，也是一头雾水地经历了这
事，所不同的是，送走他们的是林宇
婧，给了报到的地点，在岳西省老家，
两个人不是同一个地方，走时汪慎修
好不奇怪地问送行的林宇婧道：“警
姐，不进看守所吗？怎么上飞机回
家？”“就是个考验而已，这你都当真
呀。”林宇婧笑道，转身要走。汪慎修
追着警姐问着：“那我们的兄弟们
呢？”“保密条例忘了是不是？你要真
想知道也可以，不过知道以后，你就
真得住两年看守所了，你确定想知
道？”林宇婧问，半真半假。
“算了，我还是坐飞机回去吧。”汪慎修第

一时间作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此时早忘了
义无反顾地带头出列的是他自己。
汪慎修走了好远，直到消失在机场人头

攒动的旅客中，林宇婧才狐疑地回身走出机
场，其实她心里也在犯嘀咕，先接收这些人，
再给一个特殊任务，回头却又把人全送上飞
机，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学员没什么
区别，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在黄华路中段负责中巴的高远倒是

有了一个不确定的猜测，在接到收队命令的
时候，车上只剩下了一个没领走的包袱，他知
道没有上车领东西的那位是谁。虽然他不知
道那人究竟姓甚名谁、什么来路，不过他知道
他的代号：+号。
“嘭”的一声，杜立才打开了后车门，里面

坐着一位戴着手铐的旅客，他有印象，好像是
+号，又不敢确定，实物和 ./捕捉到的影视
有点差别。不过得到的命令让他很意外，居然
让他把这个抢包的小混球送进派出所。

车门再响，这时后面跟着的一辆花冠车
上下来一男一女，男的长相平常，女的却是分
外妖娆。这是事主，据说嫌疑人抢了这位美女
的钱包，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景泰派出所，连报
案带报赃都有了，杜立才带着人进了派出所，
他一指余罪道：“那，就是他，我们到滨海开
会，顺路揪住了。”
“小刘，先关起来。”拿着询问簿的民警嚷

了句，出来一名协警，揪着余罪到了
滞留间，到门口卸了铐子，直接把余
罪一脚踹进去，当啷一声关上门了，
余罪回身气冲冲扶着铁栅要骂人，
可不料猛地想起自己是什么身份，
马上又退回去了。

案情很简单，某女在商厦购物
出来，到停车场刚开车门就被袭了，
有人抢走了她的钱包，可不料被她
男友追上了，恰逢一位在此处泊车
的警务人员，于是把这个抢钱包的
小贼给逮了个正着，一起扭送到派
出所了。询问间，那女人好不倾慕地
看着杜立才，千恩万谢这位警察，甚
至让杜立才怀疑，确实发生过这样
的事情一般。
留证，拍照，发还失物。民警对

普通市民还是蛮客气的，草草记完，恭送着两
位失主以及这位同行，还多方安慰，滨海流动
人口太多，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特别是钱包
不能拿手上，金链子别挂衣服外面，那样招贼
呢。
送走了失主，回到所里时，他嚷着协警把

那位小贼带出来。刚刚出格子间，有位民警刚
进门，似乎脾气不小，虎着脸问：“犯什么事
的？”
“指导员，抢钱包的。”协警道。
听着二人的对话，余罪哼了声，不料那

位警哥也是嫉恶如仇，揪着余罪指着他的脑
门儿骂着：“妈的，装什么？什么不能干，抢东
西……”
吼了两声，这警哥去厕所了。余罪站直

了，可不料那协警又在后面喊着：“快点！”
这人就不能有理想！余罪苦不堪言地心

里暗道，曾经的理想就是当个小片警出来吓
唬吓唬别人，混个小钱小酒拉倒，可不料成了
片警收拾的对象……

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式熊传

潘 真

! ! ! ! ! ! ! ! ! ! $%做人要有骨气

有个叫梁鸿志的，是清道咸年间名宦、楹
联大师梁章钜的曾孙，曾任职拥袁称帝“请愿
联合会”文牍组，后投靠段祺瑞的皖系军阀，
又当选参议院议员，任参议院秘书长。此人因
与高太史师出同门，也成了一个积极的登门
游说者，当面许愿封官，好话说尽，高太史仍
不为所动。
他一向痛恨卖国求荣和贪官污吏，不愿

同流合污，因而空怀满腔抱负，报国无门。苦
闷中，读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依
“闲爱孤云静爱僧”句，为自己起了一个别号
“闲云”。这朵闲云，最终作别京城，回到家乡
宁波，又只身去汉口当家庭教师，几年后辗转
到上海，终于定居下来，以教学生、卖字画来
维持全家生计。
五六岁上，高式熊随母亲姜太夫人到了

上海，与父亲团聚。其时，父亲在可炽铁行当
家庭教师。铁行是陈姓同乡来上海开的，老板
为两兄弟，两兄弟养育了四个孩子，一道请高
振霄教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
可炽铁行在北苏州路乍浦路口，二摆渡

桥边第一、第二间门面，开门就见苏州河。在
高式熊儿时的记忆里，苏州河“闹猛头势勿
谈”，铁行进货出货全在河边，码头上挤满了
货船，“嗨嗬嗨嗬”的扛包号子多少年后还在
耳边回响。平时，他就随父亲住在铁行楼上，
周末才回家见母亲，享天伦之乐。比他年长好
多的哥哥已经在天津工作了，是日本领事馆
的文书。他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与父母
亲一起生活。
高式熊珍藏着一张自己出生后一天的报

纸。这报纸原是家里包书用的，但读书连包书
纸也舍不得漏读的他偶然发现，这张报纸上
居然登了高振霄订的润例！由此推算，父亲可
能正是在 0"(&年前后开始卖字生涯的。当时
的上海人以在厅堂挂翰林书法为荣，因此高
家开始还能维持优裕的生活。后来历年战乱，
求字者越来越少，生活便捉襟见肘起来，最困

难时甚至要靠借贷度日。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上

世纪 $)年代初期。高式熊太太
厉国艳嫁入高家没几年，就见证
了高太史鬻字为生的日子，“那
时候，生活蛮困难的……老太爷

经常要写十几幅对联，全部摊在床上。”
敌伪时期的生活最困难，但高振霄决不

为谋利而加入任何组织，晚节以保。这是高式
熊最佩服的，“家里已近一贫如洗了，如父亲
肯应允出山，景况即可改善；如他自己不去，
能让我去谋个差事，也可以聊补家用。但父亲
宁守清贫，毫不松口。我敬父亲如山，也和他
一起闭门守节，潜心书艺。现在回想起来，他
当时的选择是多么的明智！”

父亲这样教育子女：“做人最重要的是要
有骨气，卑躬屈膝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父亲
还常说：“做事首先要想想，什么事应该做，什么
事不应该做，不利于国民的事绝对不能做。”
这些话，都在高式熊幼小的心中深深刻

下了烙印。在人生初始的岁月里，大约 ,)年
的时间，他有幸与父亲朝夕相处，学到了做人
的品格———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不做不利于
国家人民的事。父亲的人生哲学，成为他的人
生哲学。
在上海，高家最早住在慕尔铭路（今茂名

路）福益里，三年后，搬到重庆路三祝里，又住
了三年，迁入四明村（今延安中路 "&,弄），从
此再没离开过。
建于 &"((年的四明村，原来叫成和村，

只有临街的两排房子，“八·一三”淞沪抗战以
后卖给了四明银行。&"(+年，四明银行前后
两次投资，扩建为现在的格局，并改名为“四
明村”。据民国 (,年出版的《中国之储蓄银行
史》记载：&")+年诞生于上海的四明银行，是
我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由旅沪宁波人集
资创办，后来被慈溪籍的孙衡甫盘进。自孙衡
甫开始，银行把投资房地产作为宣传手段和
增值手段。在宣传上，这些房产被统统冠以
“四明”或与之相关的字样———除四明村外，
还有四明里（位于今淮海路）、四明别墅（位于
今愚园路）等；在增值上，由于旧上海时局动
荡，银行大多不敢向摇摇欲坠的工商业放款
投资，银行家们便划拨资金开拓房地产经营，
希望从出租中获益。四明银行当然亦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