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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孤女 谴暴行 唤和平

聂荣臻亲笔给日军写下600余字书信
前不久，央视《信中国》栏目中，表演艺术家唐国

强朗读了一封聂荣臻写给日军的信。这封信的内容

不是战事，却是关于两个日本小女孩。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观众无不被聂帅

的至仁至义所感染。

聂荣臻为什么要给日军写信？这封信究竟写了

什么内容？

1940年，八路军发起著名的百团大战，当晋察冀军

区正向井陉矿区进攻时，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姑娘，大一

点的女孩叫加藤美穗子，六七岁的样子；小的叫加藤琉

美子，还在襁褓中。她们的父母是井陉矿站的工作人

员，已经被炸死了。聂荣臻当时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他把这对日本小姐妹接到了司令部，悉心照料。不久，

他决定将两个孩子送回日军控制的石家庄。

临行前，聂荣臻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日军官兵，信

件共 600 余字，信的抬头写着“日本军官长士兵诸

君”，表明信件是写给日军看的。

正文开头，聂荣臻写道：“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

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

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

由日阀负之。”强烈谴责了日军侵略中华的暴行。

接着，他在信中介绍了两个小姑娘的情况，请日

军“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

葬身沟壑而后已。”

在信件的结尾，他表示：“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

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

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

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

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重庆聂荣臻研究会副秘书长阙洪玉表示，这封信

彰显了聂荣臻的人道主义精神：“当时他的女儿聂力

下落不明，他却接纳了美穗子，体现了他的博爱，对之

后中日关系改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1 年底，聂力一岁半时，聂荣臻要去中央苏区

接受任务。他就此告别妻女，没想到，这一别就是 15

年。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聂荣臻和

女儿才再次见面。

由于这封信没有封口，被摄影师沙飞拍照，信文

永远地保留了下来。

时隔 40 年，1980 年初，当年被聂荣臻送还的美

穗子带着家人专程到北京看望聂荣臻。此后，聂帅

的故乡江津与美穗子的家乡宫崎县都城市结成了

友好城市。聂荣臻救助日本孤女的故事成为一段

历史佳话。

1999年11月19日，美穗子来到江津，参加聂帅陈

列馆的聂荣臻铜像揭幕仪式。面对栩栩如生的铜像，

美穗子含泪连续三鞠躬并激动地说：“元帅父亲，我永

远都会记住你的恩情。” □ 据《重庆日报》

巾帼不让须眉
1902 年，何香凝不顾家人反对，先是变卖首饰妆

奁，送廖仲恺先行赴日；不久又将所剩家具什物全部卖

掉，追随丈夫东渡。

在日本，廖何伉俪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决定

追随其投身革命。1905年，孙中山游历欧洲后回到日

本，筹划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考虑再三，他让何香凝

辞去家中女仆，重新租一间房子作为聚会场所和通信

联络站。何香凝欣然受命，自小与厨房无缘的她，开始

学习烧水做饭，事无巨细地操持着一切琐事杂务。孙

中山不喜欢吃米饭，她就特别预备好面包、牛油，煎一

个荷包蛋，再用牛肉汁冲一碗汤。

那时，孙中山亲切地叫她“奥巴桑”，在日语里意为

老妈妈，后来同志们也跟着叫，谈起她，人人皆知那个

著名的“何大脚”。

1905年，何香凝加入同盟会，从此一面料理家务，

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909 年，在孙中山的劝说下，她

考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专攻绘画，为的是日后武

装起义，可以设计军旗、告示的图案和花样。这一从实

用目的出发的选择，后来竟成为何香凝的毕生事业。

这一时期，何香凝常画狮、虎赠给同志友人。

1922 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囚禁廖仲恺，炮击总统

府。何香凝一身污泥、单枪匹马地闯进白云山会场，当

着官兵的面，将陈递来的白兰地一饮而尽，随后怒斥陈

炯明忘恩负义，冒死救出丈夫。其刚烈凛然，巾帼不让

须眉。

为谁来补破山河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何香凝是其遗嘱见证人

之一。5个月后，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被暗

杀于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葬礼之后，何香凝将

“精神不死”的大横额挂在自家大门口，誓不妥协，斥

骂右翼分子。

彼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转入低潮，共产党员

被大批屠杀，右派分子彼此弹冠相庆。何香凝羞于与

仇人为伍，深感政治上毫无出路。1928 年初，她趁在

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际，前往即将竣工的

中山陵拜谒，并同与会的陈树人、经亨颐合作绘了一幅

《松竹梅》图——何香凝画梅，经亨颐画竹，陈树人则画

松。三人秉性各异，画风亦有不同。何香凝豪放刚劲，

经亨颐潇洒纵逸，陈树人儒雅内敛，三人笔下之“三

友”亦各有情致，何香凝的梅花尤为独特，她不避讳梅

枝的平行并立，秃笔硬毫写就的老干之上冲出向上的

新枝，人称“何氏梅”。

是年底，何香凝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汪精卫分道

扬镳。她愤然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放弃薪俸，过起

靠卖画度日的清贫生活。她画中的狮虎已经罕见，代

之入画的是寒冬不谢、冷而弥香的梅花，以及长青不枯

的松柏。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何香凝闻讯立即回

国，与同胞共赴国难。在上海，她发起组织“救济国难

书画展览会”，组织画家义卖书画支援抗战。嗣后，东

北全境沦陷，华北岌岌可危，蒋介石以国力孱弱为由，

继续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优先剿共，延迟抗

日。外寇当前，兄弟阋墙，何香凝效仿诸葛亮激怒司马

懿的成法，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布裙，裙上题诗：“枉自

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吾侪

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目睹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局面，悲愤至

极。她约集经亨颐、陈树人、柳亚子等“绝不为南京效

劳”的老友，共同以笔墨为寄，排遣胸中愤气。1934

年，何香凝绘了一幅远有众山起伏、近有河流小舟的山

水画。柳亚子题诗云：“为谁来补破山河，腕底烟云未

等闲。收拾雄心归淡泊，时时曳杖款荆关。”

国运繁荣渡白头
上海沦陷后，她被迫迁往香港，常以个人的名义，

号召海外华侨支援抗战，华侨捐一笔钱，她就送一张

画，不知送出去多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香凝在广

东、广西度过了长达 4 年的流亡生涯。转居桂林的日

子里，她在城郊观音山的一个小农庄里，带着一家老小

养鸡种菜，另靠绘画帮补生计。蒋介石得知她在桂林

生活清贫，派亲信送来一张百万元支票，邀她到重庆居

住。何香凝断然拒绝，并在来信的背后写下：“闲来写

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

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作为辛亥革命元老，担任着

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她“工

作之余，不断作画”。1972 年，94 岁高龄的何香凝逝

世，与廖仲恺合葬于南京郊外的廖仲恺墓，实现了这一

对革命伴侣“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夙愿。

何香凝一生画虎画狮画梅画松，或寄情言志，或赈

灾救国。在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中国，她的画，又何尝

不是百年革命曲折轨迹的投射。

刚烈凛然，何香凝的腕底烟云

1909年，廖仲恺、何香凝携女儿廖梦醒（前右）、儿子廖

承志（前左）在东京时合影。

在满清光绪年间，归侨子弟廖仲恺“敲锣打鼓似的”要娶

个没裹过小脚的大家闺秀，正巧香港富商何炳桓家的九小姐

何香凝，从小不肯缠足，为此与家里英勇斗争了几十个回合，

最终保全一双天足。两个年轻人于1897年成婚，婚后住在廖

仲恺兄长家的阁楼上。何香凝曾有诗云“愿年年此夜，人月双

清”，故将爱巢命名为“双清楼”。此后一生，“双清楼主”便是

何香凝常常在画上落款的名字。 □ 据《今晚报》

聂荣臻拜托老乡把美穗子送回日军控制的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