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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之名人夫妻

在现当

代中国，有

那么一些夫

妻，他们共

同致力于某

些领域的事

业，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

就，而他们

相濡以沫的

感情更让人

崇仰。

孙中山后来到芜湖还约见了潘

赞化，并赞赏、表扬了潘赞化的义

举。孙中山先生发动倒袁的“二次革

命”，柏烈五密谋响应，但柏氏手下芜

湖驻军龚振鹏反叛，将柏烈五的计划

密报袁世凯的手下大将段祺瑞。并

在芜湖发动“陶塘兵变”，逮捕都督府

秘书长陈独秀，险些将他枪决。这种

险恶政治氛围，是日日风声鹤唳、夜

夜草木皆兵，潘玉良为防止龚振鹏夜

间密捕潘赞化，每夜不睡觉，手执手

枪为潘赞化警戒。

晚年潘赞化回忆这段往事，称之

为（潘玉良）“参加革命”，诗云：“长街

民变逼陶塘，鼎革清廷兵马荒；九道门

前勤护卫，持枪值宿小戎装。”

1916年，袁世凯撕下共和的面具，

正式复辟帝制。潘赞化马上离开上海

同李烈钧、方声涛入云南联络“成城学

校”的同学唐继尧、蔡锷起义讨伐袁世

凯，并宣布云南独立。这就是史称的

“护国军”。潘赞化任护国军第二军总

司令部参议。

“护国军”凯旋，潘赞化得到蔡

锷手刻的“云南起义”的德制银打

簧表一只，作为纪念返回上海。后

来潘玉良 1937 年第二次赴法，潘赞

化将此珍贵的纪念品送给潘玉良，

潘玉良在离世前又嘱托友人王守

义将此表带回，交给我们。这只表

不仅是潘赞化参与革命的见证，更

是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旷世奇恋

的见证。

潘玉良手执手枪为潘赞化警戒

潘玉良夜持手枪保护潘赞化
潘忠丘

因 为 一 部《画

魂》，许多人认识了

女画家潘玉良，也因

为潘玉良人们认识

了潘赞化。其实，民

国之初，潘赞化本就

是一个风云人物，与

陈独秀一起从事革

命活动。本文为潘

赞化孙子潘忠丘回

忆文章，从中可见潘

赞化革命历程，更能

够感受到潘玉良与

潘赞化之间的真挚

感情。
梁思成与林徽因

吴祖光与新凤霞

钱钟书与杨绛

沈从文与张兆和

巴金与萧姗

潘赞化的家世
我的祖父潘赞化原名世璧，又名

瓒华，后来改名为赞化，桐城西乡潘家

楼人。1885年 11月初四诞生于天津。

当时他的祖父潘黎阁（讳青照）在天津

任天津知府。潘赞化一直跟着祖父生

活在天津，六岁时父母双亡。他十岁

时，潘黎阁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归隐回

故乡，潘赞化就随祖父回到老家桐城

生活，潘赞化的家庭是诗书传家，他的

嫡祖潘江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

诗人。

潘赞化的祖父潘黎阁曾是晚清重

臣李鸿章的幕僚，后任天津道台。他

和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桐城名士吴如

纶是挚友。

在日本加入“兴中会”
1901年潘赞化、陈独秀等组织了

“青年励志社”聚集有志爱国青年，讨

论时局，倡导革命。后“青年励志社”

被清政府查禁，潘赞化和陈独秀一起

逃往日本。潘赞化考进“成城学校”学

习军事。后来“成城学校”一分为二：

学习军事的部分改为“振武学校”，蔡

锷、唐继尧等同学分入“振武学校”，潘

赞化因为近视不能学习军事，就和苏

曼殊、陈师曾等同学留在改为文科的

“成城学校”。

1903年，俄国要胁迫清政府签订

割让国土的密约，此事被国人知道后

舆论大哗。在日留学的热血青年也纷

纷回国举行抗议活动，潘赞化和陈独

秀也毅然回国，并在安庆发起了“安徽

爱国会”，于5月17日在“藏书楼”举办

了抗拒强俄，痛斥清廷的演说。这次

演说盛况空前，有三百多人参加。这

就是史称“拒俄运动”的“藏书楼演

说”，也是民主革命在安徽的第一声。

在风声日紧，清政府就要抓捕“藏书楼

演说”的首要分子的时候，潘赞化得到

消息，于是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又逃往

日本去了。到日本东京后，潘赞化考

进“早稻田大学预科”读书，后完成学

业。也就是在此期间潘赞化由友人介

绍晋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兴中

会”。

1905 年潘赞化被派遣回安庆，

与早期来安庆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取

得联系。当时徐深得安庆巡抚恩铭

的信任，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在

徐的活动下，潘赞化到陆军小学（原

武备学校）教日文，在国内进行革命

活动。

就任芜湖海关监督
辛亥武昌首义后，潘赞化和好友

孙毓筠返回安徽，发动淮上义士响应

革命，潘赞化投入老友柏文蔚部下，任

新军教练。一年后，潘赞化脱下戎装，

接受了另一个重要的使命：就任芜湖

海关监督。

潘赞化不负革命党人对他的厚

望，当时国家动乱，纲纪废弛。海关人

员同不法商行内外勾结，瞒报、少报关

税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也成了海关人

员谋收私利的手段。潘赞化经常亲自

到各商行、船泊上巡查，查到类似情况

则严惩不贷。在管理上则想办法提高

海关人员的积极性：将以前多收缴的关

税部分，提出部分作为奖励。严厉的管

理加上奖励手段使得收缴的关税大幅

度增加。在当时的体制下，关税应上缴

袁世凯的“财政部”，但潘赞化没有将关

税上缴给“财政部”，而是交付到孙中山

的“同盟会”去了，这就增强了革命党人

的力量，削弱了袁世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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