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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自费出境旅行团出
现在1957年。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全国进入了
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
后，政府开始允许部分工商业者在旅行社的组织
下，自费出国旅游。第一个旅行团的目的地就是前
苏联。

新中国第一个自费出境旅行团
! 高达

到莫斯科中间分段停机
七次，实际飞行22个小时

首发团的 !"位成员，上海有 #$位，广州
有 %!位，多数是工商业者和基层单位的领
导。家父高事恒当时在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工
作，做过对前苏联的业务，就在这个旅游团里
任理事长，可以被认为是“管总务”的，所以有
点这方面的资料留存至今。

要参加这第一个自费出境团可不容易，
旅游者需提早三个月报名。%"$&年 '月 ($

日，大家在北京集合，于次日早晨坐飞机出
发。当时还是螺旋桨客机，中间要分段停机七
次，实际飞行时间长达 ))个小时。直到 )&日
%#：#*才抵达莫斯科（北京时间 %+,#*）。整个
旅行历经前苏联的六大城市：莫斯科、斯大林
格勒、罗斯托夫、索契、基辅、列宁格勒。他们
曾乘游轮沿伏尔加河南下，一小时后折入列
宁伏尔加———顿河运河。上下水闸 %#道而至
顿河，过齐姆良海而抵罗斯托夫。也曾乘火车
赴索契，车在亚述海和黑海边行驶，沿途风景
颇佳。一路上参观轻重工业的工厂十多个、集
体农庄一个，以及不少名胜古迹、纪念馆、博
物馆、文化宫、展览会等。&月 %+日早晨从莫
斯科乘国际列车返国，&月 )$日抵哈尔滨。家
父因上海还有预定的工作等待他处理，就按
照日程返回了，据说当时该旅游团还有少数
游客，分团去东欧国家继续旅行的。

谈及旅行感受，当年喜欢动手写文章的
父亲在他主笔的铅印本《旅苏观感———%"$&

年中国第一批赴苏旅行团》里写到：“这次中
苏两国国际旅行社所给予我们的照料，无论
在食宿的款待，行程的指引及新事物的讲解，
真是不惮烦劳，无微不至，这是我们衷心感谢
的。”这段文字，说明这个旅行团全体游客感
受到了中苏友谊的氛围。

由于每个游客容许用人民币换取的卢布
是有严格限制的，大家都注意保存着派最重要

的用途。记得父亲从苏联回来，给我的礼物是
一本纸模和一盒象牙色的塑料积木。即两张
硬纸板，中间夹着用纸剪的模型。我打开硬纸
板，剪纸在两张硬纸板向两边牵动后，就站立
起来，竟是全套的克林姆林宫建筑模型！那盒
塑料积木更是稀有，当时中国没有塑料，我原
来的木质积木容易脏。塑料积木洗涤后，鲜艳
亮丽，令人喜爱。家父给他自己买的是一大盒
双面保险刀片，薄薄一片是男士刮胡子的专用
品，其钢锋的工艺质量也大有讲究。

在赴苏旅行团名单里有个来自上海的张
复辛，是当时上海中国旅行社的总经理，新中
国成立前是中共地下党员。家父爱好旅游和
摄影，并收集了大量旅游资料和照片，这引起
了张复辛总经理的兴趣，后来两人约好来我
家看《旅行杂志》。《旅行杂志》是中国第一套
有关旅游的刊物，%")& 年春季在上海创刊，
%"$!年停刊，后移师北京，成为中国青年出版
社。《旅行杂志》刊物的封面刊头，都是叶恭绰
的手笔。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交
通银行经理、孙中山大本营财政部长。家父收
藏了三百多本杂志平放在地上，垒起比一个
人还高。这位张总看了我家有全套《旅行杂
志》很是赞扬，说是难能可贵。

观礼朱可夫元帅检阅，登
“阿芙乐尔”号留影

家父保存的旅行资料里还有一本油印小

册子，封面由作者用毛笔题“旅行纪事诗
草———黄炳权”，这位黄先生在旅行中诗性大
发，共写了 !!首七律，每首诗后都有几条注
解，从中可以了解到整个旅游过程中的诸多
细节和趣味。如第一首：

领先飞向莫斯科!

八达官厅掠眼过"

塞外风光看不足!

蒙都又听别离歌"

注：%-."$&年中国第一批自费旅旅团共
!"人，于 '月 ('日在北京分三批起飞，我列
第一批领先起飞。(-八达山脉及官厅水库。#-

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机场降
落，下机小憇，见一蒙妇和她儿女含泪呼号，
拥抱吻别，很慷慨地搭乘我机。
还有一首“冬宫”：
游览冬宫忆故宫!

东西风格不相同"

辉煌金碧无多别!

一姓豪华百姓穷"

在小册子背后还有图章：“上海盛泽誊写
社印、南京东路 .."号”。

另一份油印的《旅苏简章》，则是旅行社
准备的材料。纸面发黄，包含有“游览路线示
意图”、“赴苏旅游须知”、“旅苏游览路线及费
用简表”和“说明”，文字简朴但内容实用。按
照当时的物价指数，在前苏联境内的基本费
用是人民币 .!&'-$!元。其品相与现在由旅行
社发放的五彩缤纷的简章完全是两个类型。

旅苏回来后，家父谈论起见闻。在列宁格
勒时正逢庆祝前苏联海军节，有机会观礼朱
可夫元帅检阅雄壮的舰队，登上十月革命发
第一炮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留影。除了正
常的观光外，他们与普通前苏联人交谈，还有
他们的感受。列宁格勒的居民在谈起当年城
市被德军包围后饥饿造成的悲剧时，回忆者
的眼泪夺眶而出。

旅行中还有个小插曲，作为旅游团的理
事长，家父要管几十件行李。首发团因经验不
足，在事先沟通方面难免有欠缺，怎么处理小
费和搬运行李的事宜，没有形成共识。当时前
苏联的旅馆行李员是要收小费的，中国人不
适应这类处理方式。到了那时候那情况，家父
很配合地递上自己私有的人民币，但是行李
员因为不认识人民币而拒收。家父又舍不得
给卢布，中国游客换取卢布是有配额限制的，
要留着给家人买礼物。家父只能自己动手搬
运几十件行李，而前苏联的行李员们则袖手
旁观。家父也不怕难为情，只当正在做健身运
动，好在他经常运动，满身大汗后洗个澡，也
颇为痛快。后来他每说到这里，都是一阵以苦
为乐的大笑。

在中国现代史上，上海有不少领域都是
先行一步，旅游业亦然，无论国内游、出境游，
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个中国第一的自费旅
行团，就是其中一例。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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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了迎接高考进行了高中编班考
试，原来按学生家庭住址区域编班的次序被
打乱了，开始按考试成绩编班。按照各自的
成绩，沈嘉毅和卢蓉、郝予兴、黄莺被编入同
一个高中提高班级。嘉毅慢慢习惯了不去汪
姐那里的生活了。他的成绩还不错，而之所
以取得不错的成绩，首先要归功于他在忍受
孤独时以看书来打发时间而养成的
读书习惯。这些成绩也给他带来了一
份安慰和得意，使他感到上帝似乎还
有了一丝公平。

黄莺的成绩不如沈嘉毅和卢蓉、
郝予兴他们，但也是矮子中拔长子选
出来的。刚进入这个班级时，她看到
嘉毅，发现他是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住
在西藏路的同学，便想找个机会好好
向他再作一次赔礼道歉，真诚地和他
成为要好的同学。

放学时，她看见嘉毅独自离开教
室，便忐忑地跟在他后面，看着他修
长的背影，脑海里掠过一丝羞涩，一
个女孩子竟然跟踪男生。等走出校门
后，她装出偶然碰到的样子，主动迎
了上去，向他打招呼：“沈嘉毅同学，
你还认识我吗？”他一时想不起来，仔细地看
了她一眼，诚恳地问：“我们在哪里见过面
吗？”她笑眯眯地回答：“岂止见过面，我还去
过你家里。”他又向她瞟了一眼，还是想不起
来，只回应一句：“是吗？”看他实在记不得，
她便大大方方地把以前的故事说了一遍，最
后加上一句：“你千万不要记恨我，我再次真
诚地向你说对不起。”

这一路的说话，使他们双方既感到很意
外，也很高兴。他们并排沿着天目路走到了
西藏北路，前面出现了同班同学郝予兴和卢
蓉的身影。嘉毅指着他俩说：“我们班级成绩
最好的是他们。尤其郝予兴，他父母都是知
识分子，家里有很多书，他外婆以前是中学
里教语文的老师，真叫人羡慕，他已把《数理
化自学丛书》全都读完了，他的文科也很好，
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即使现在开始不上
课，考大学也根本不用担心，只是上哪一所
大学的问题。他还喜欢写诗，以前是我们班
上的诗歌王子。”

黄莺听着他的介绍，看着予兴和卢蓉他
俩并排靠得很近，好像情侣同学，但在刚见
面的嘉毅面前不敢直说，仔细地斟酌了一下
用词，说道：“他们好像很要好，经常在一起
吗？”然后小心地等待他的回答。
嘉毅以不以为然口气说：“他们从小学一

年级开始就在一起担任班干部，已经是老同
学加老朋友了，他们要好是当然的事。”嘉毅

因为有过自己和英姿的经历，心智
也相对比较成熟，对同学的恋爱倾
向并不大惊小怪，但由于和她是第
一次接触，不愿意将自己好朋友的
恋爱关系说得太直白，故意避免使
用恋爱这一中学生最敏感的词汇。

他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地追
上了前面的予兴和卢蓉两人，嘉毅
向他们介绍了黄莺，尔后对予兴说：
“你还记得小学里，我的头被人家打
破受伤的事吗？”予兴一脸纳闷，嘉
毅笑着说，“你不是说过，如果找到
那个打我的人，你会为我狠狠报仇
的，现在这个人已经向我自首了，就
在你面前了，你看着办吧。”

予兴一下子明白黄莺就是当年
那个扔砖头的女孩，笑起来叫道：“就

是她呀？！哈哈，世界可真小，你俘虏她了，那你
自己处理吧。”旁边的卢蓉似乎也记起了嘉毅
在小学里受伤的事，也捂住嘴嗤嗤地笑个不
停，只有黄莺面露尴尬，赶忙说明：“我刚才已
经再一次向他赔礼道歉了，他也原谅了我，这
都是过去的事了。”然后和大家一起笑了。

在西藏北路和新疆路的交叉口，黄莺在
要穿过马路和他们分手之前，不失时机地发
出邀请：“你们几位成绩都比我好，如果不嫌
弃的话，有机会上我家来玩，帮帮我功课，我
会给你们烧好吃的。”予兴和卢蓉从来没有
收到过来自同年龄的这样邀请，爽快地答应
道：“我们要吃你亲自烧的。”

星期六下午不上课，嘉毅、予兴和卢蓉
三人相约来到黄莺家。她住的是在西藏北路
西侧国庆路上的私房，整幢二层的房屋都属
她家，那是很早以前由她祖父母仿照自己家
乡江南民居建造的。黄莺父母住比较大的一
层，她独自一人居住二楼和阁楼。二楼的房
间要从房屋后门的楼梯上楼。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 ! ! ! ! ! ! ! ! ! ! #"绰号!生张飞"

林镜娶中山小榄人何灵洁为妻，生有女
莲芳、莲茹，子瑞明、瑞雄、瑞伟。何灵洁在抗
战期间病逝后，林镜娶继室何氏，生有一子瑞
英。."$#年，林镜在故乡病逝，年仅 !#岁。他
的儿女现都定居美国。."+'年，孙中山先生
诞辰 .(*周年，林瑞伟应邀赴北京参加纪念
活动，还受到康克清的接见。(**'年 ..月 .(

日，北京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周年，
时已 &#岁的孙秋绮的孙女林莲芳，应邀从美
国加州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之后又与孙中
山亲友团一起赴南京，参加 ..月 .!日在中
山陵举行的谒陵活动。林莲芳在南京接受《扬
子晚报》记者采访，她回忆说爷爷林喜智一直
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在 ."*+年前后，孙
中山寄给她爷爷一封信，希望爷爷帮助购买
黄豆、火柴、衣服等物品。实际上，那是一种躲
避检查的，只有他们才懂的购买军用物资的
暗语。像这样的书信，海外亲友收到很多。他
们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孙中山革命直至成
功。第一次到南京的林莲芳还告诉记者，她父
亲林镜和姑姑林耀梅曾在 ."("年从广东赶
到南京，参加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如今七十
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有气魄，终于获得国家
独立和民族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心愿。我
们替他看到了”。
翠亨村是一代伟人孙中山的故乡和出生

地，是孕育他生命的摇篮，也是他反清革命思
想形成的发源地之一；翠亨村留下了孙中山
和他亲属的活动踪迹，是众多孙氏家族成员
的精神家园和生命的归宿之地。无疑，孙中山
谱写了翠亨村孙氏家族的传奇，翠亨村又因
有孙中山而荣耀千秋，名扬海内外！
孙中山领导反清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

王朝的统治并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
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可谓彪炳千秋，受万世
敬仰。有人则把他的大哥孙眉誉为创建中华
民国的幕后英雄。对此，孙中山的侄孙、孙眉
的嫡长孙孙满先生曾感慨地说：“没有我的祖

父（孙眉），就没有国父（孙中山）。”换
句话说，没有孙眉，也就不可能有孙
中山后来轰轰烈烈的一生。这无疑表
明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孙眉
的位置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然而，历史却常常让人感到疑惑。

今天，人们谈论中华民国，往往只谈临时大总
统孙中山，却很少提及孙中山大哥孙眉其人。
不过，史卷拂尘，当年孙眉在海外艰辛创业，
倾家荡产资助孙中山革命，以及同胞兄弟手
足情深等一幕幕历史往事，终将永远呈现在
所有对孙中山充满无限崇敬的人眼前……

孙眉字德彰，号寿屏，.+$!年 .(月 '日
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今中山市南朗镇
翠亨村），是孙达成的长子。孙达成早年以务农
为生，后外出谋生，曾在澳门葡萄牙人开的鞋
店当鞋匠；后回乡结婚，重择农事。据说他婚后
八年才生孙眉，那年他已 !*多岁了。孙达成中
年得子，自然喜上眉梢，对儿子钟爱异常。孙眉
少年时一天到晚沉溺于玩耍嬉闹，不肯读书，
令孙达成十分生气。孙眉到 "岁才开始读书。
冯自由在《孙眉公事略》一文中说：“德彰幼聪
敏好动，读书乡塾，性颇强悍不羁。”
孙眉读了四年书就结束了学业，帮助父

亲从事农业劳动。.+'"年，孙眉 .$岁那年，
由于家贫，他到离翠亨村不远的南蓢（今南
朗）的一户地主程名桂家做长工。此时，不喜
读书的孙眉“倒痰盂，下田耕作，什么粗活都
干，得主人欢心”。据传，孙眉体格健壮，力大
无比，两牛相斗，他能把牛分开，一个人能打
十几个人，加上他性格耿直、暴躁，因此有绰
号“生张飞”。那时，广东省和外国通商早，冒
险出洋谋生的人也较多，自 .+世纪末已有人
移居美国、夏威夷、南洋群岛进行商贸活动。
翠亨村濒临澳门，受域外风气影响早，不少人
远涉重洋到海外谋生。孙眉自幼富有冒险精
神，向往有一天也能梦圆出洋。
机会终于来了。孙眉做长工两年后的一

天，原在崖口村居住的母舅杨文纳从檀香山
经商回国。孙达成觉得家里穷，再加上儿子孙
眉荒废学业，靠做长工没有出息，就找杨文纳
商量，请他带儿子到檀香山去谋生。见多识广
的杨文纳听了孙达成的介绍，觉得孩子顽皮
是出于天性，年长懂事后，或许可以干出一番
事业的，所以，他一口应允带孙眉出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