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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慈幼院启示录!下"

! 孙文晔 黄卫

! ! 大家庭住在哪？熊希龄看上了香
山静宜园。静宜园曾是清朝皇帝的行
宫，占地千亩，有房舍三千余间。当时，
这里还是退位的清皇室的私产，虽年
久失修，但背倚西山，怀抱幽谷，占尽
风光。
为了促成此事，中华民国总统徐

世昌亲自与清皇室商量，将其永久借
用。作为回报，!!"名八旗破落子弟成
了香山慈幼院的第一批学员。

#$!%年 &%月，千人规模的香山
慈幼院正式开院。开办经费主要来源
于两处：政府拨出 &!万现洋作为建院
专款，'万余元作为基金；水灾募捐余
款中，拨出 ()万元。其中，建院花费了
!*万元。
除了破落八旗子弟，早期的学生

主要是水灾遗孤，以及在河北地区实
地走访发现的孤、贫儿。至于招收标
准，“家里七八个人穿一条裤子的，是
一定要收的”。此后，又陆续收留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苦孩子。
建院之初，孩子们几乎人人带病，

每日住院的就有四五个，门诊百余人。
协和医院统计，$"" 儿童中竟有 *""

患有沙眼。
慈幼院不仅请女红十字会出面创

办了香山医院，还请名医施今墨担任
副院长，免费出诊。生病的孩子在见心
斋把身体养好，脸色红润起来，才分到
各班参加学习。
学校还引导孩子们培养严格的卫

生习惯。方亭告诉记者，蒙养园的保健
措施极严。每晚洗漱后，大孩子要给小
孩子拂去身上的灰尘，才能上床。孩子
们的营养也好，每天都有豆浆、鸡蛋，
身体弱的还能喝到牛奶。到了夏天，一
碗糖拌西红柿，胜过防病的小药。

培养“健全国民”
&$!&年底，慈幼院基金总额达到

&""余万元。熊希龄作为民国第一流
的财政家，信心满满地认为，以自己的
理财能力，这笔钱足够 &"""个孩子的
生活。
但 &$!'年以后，随着政局更迭，

一些账面拨款和承诺资金成了空头支
票，慈幼院每年少收入了十几万大洋。
就在这时，男生部又发生了一场大火，
总计烧毁房屋 !""余间。熊希龄老泪
纵横，香慈元气大伤。

&$!$年，香山慈幼院遭遇了建院
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余名儿
童几乎要断顿了。幸得冯玉祥资助，才
吃上黑面馒头。此后，资金问题一直是
香慈的头号难题。
为了争取三教九流的捐款，熊希

龄分别从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教义里
寻找依据。他还到处上书，称“儿童教
育能普及者，其国必强”，希望引起政
府重视。但纵然奔走呼号，筹款还是日
渐艰难。

&$+!年，熊希龄的夫人去世。为
了纪念亡妻，更为了解香慈的燃眉之
急，他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大
洋 !*,'万余元、白银 (,!万两。举国为

之动容。
正因为有了这笔资金，洛林这一

年进入香山慈幼院时，才能在内忧外
患中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王春宜的父亲王在湘是熊希龄的

助手，他自己也是香山慈幼院的毕业
生。他告诉记者，香慈的理念是对每个
儿童负责到底。为了给他们的将来提
供一条出路，熊希龄还在东北买了大
块的荒地，准备建一个垦荒农场，和孩
子们继续生活在一处，耕田织布。
但熊希龄并不满足于让孩子们有

家庭、受教育和有工作。他认为，孩子
们必须具备公民常识，才可算是“健全
国民”。
熊希龄早年在日本考察时，看见

中国留学生每次开会都互相打骂，飞
墨盘，踢桌子。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开
幕时，这些留学生有的成了议员，但仍
然不守秩序。熊希龄悟出，良好的公
德，是儿时养成的。
起初，为了让孩子们成为“健全国

民”，香山慈幼院搞起了“学生自治”，
由学生组成议会、审判所、警察所，自
行管理校园事务。慈幼院还定期选举
“市长”，演说拉票。

“学生自治”实施了一段时间，熊
希龄发现这种形式对小孩子来说太耗
精力。他及时纠正了这种做法，转而制
定了《儿童习礼法》《儿童劳动法》和
《儿童治家法》，从细节上规范儿童的
行为。
比如，吃完饭，筷子不可放桌子

上，一定要轻轻放在碗上，再向同席的
人告退。这些儿时习得的生活细节，洛
林和方亭遵守了一辈子。

香慈远去
战火，最终摧毁了香山脚下的世

外桃源。
#$+*年 *月 *日，是香山慈幼院

一年一度的“回家节”。已毕业或者成
年的孩子，本该返回香山，欢聚一堂。
只是这一天，卢沟桥的战火让节日变
成了祭日。
方亭还记得，那天老师教的是《最

后一课》。
困居上海的熊希龄，忧心忡忡，希

望将困在北平的香慈师生接到南方。然
而战火迅速蔓延，使迁校成为不可能。
这一年的 #!月 !)日，避难香港

的熊希龄在打坐中去世，死时身无长
物。丧葬全靠其继妻毛彦文借贷办
理。
此后，香山慈幼院经费中断，家产

变卖殆尽。依靠代理院长胡恩光的苦
心经营，才勉强在日伪时期保存下
来。

#$+$年，洛林在晨曦中离开了香
慈下属的师范学院，奔赴抗日前线。她
还记得，自己对送行的方亭说：“好了！
暂时离别又何妨？”没想到，这一别，与
香慈竟是永诀。
抗战胜利，熊希龄继妻毛彦文归

来，主持香山慈幼院。当年熊希龄与毛
彦文这对老夫少妻结婚时，曾引起轰
动。熊希龄说，他不仅要为自己寻求一
个晚年的伴侣，也希望为慈幼院找一
个稳妥的继承人。
毛彦文决定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

香慈的事业上，“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
不分离”。为了筹款，这位民国名媛频
繁地拜访各方政要，“沿门托钵，过着
化缘的日子”，广受赞誉，也饱受冷眼。
但是，香慈已经难拾往日辉煌了。
苦撑到了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

央找慈幼院借用香山校舍，时任副院
长雷动和院董事会董事雷洁琼只提了
一个条件：“慈幼院有一千多名儿童，
如要借用，需给与妥善安置。”

#$)$年 +月，解放军派出一个汽
车团，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慈幼院迁

入新址。
毛泽东在入住熊希龄故居双清别

墅时，曾动情地提到：“一个人为人民
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
做过许多好事。”北京市领导在中南海
西花厅设宴招待全体师生，感谢他们
为中共中央腾出了 +%%%多间房间。

#$')年，香山慈幼院再次搬家，
校舍变成苏联式的，生源也发生了变
化。“都解放了，哪能还有孤儿？”受此
思想影响，该校变为一个综合性干部
子弟学校。与众不同的是，这是北京唯
一一所名义上的私立学校。
“文革”期间，“造反派”一把大火，

香慈所有史料文件焚烧殆尽。#$*+年
#月，香山慈幼院改名为北京立新学
校，意为“破旧立新”。
香慈自此永远消失。
上世纪 -%年代开始，洛林和一些

香慈老人们开始回过头来，研究香慈
校史，研究院长熊希龄。
仿佛为了把那些天各一方的校友

聚在一处，#$$!年，熊希龄骨灰归葬
香山。
儿时的伙伴再相聚时，已是白发

苍苍。香慈旧迹多半湮灭无闻。
同游香山时，看到昭庙，他们说，

那是校医院；见心斋，是慈幼院幼稚师
范；香山饭店，是他们的住处。香山风
景管理处那座二层小楼，是香慈总部
“镇芳楼”。它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只不过上面多了一颗红五星。
接受记者采访时，洛林随口哼起

了她最爱唱的“饭后歌”。歌词前一半
是冯玉祥在香慈吃饭时随口念的，后
一半是熊希龄写的：

馒头棒子豆芽汤#蒸蒸扑鼻香$如

今生活比天堂#精神体魄强$堂以外#

可心伤# 穷孩满四乡$ 如何救彼出饥

荒#时时不可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年第 &期

" 香山慈幼院创始人熊希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