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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纂贞

一个伟大人物的背后
，

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
。

孙中

山也不例外
，

在他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的一生 中
，

支持

他的不平凡女性绝不止于志同道合的夫人宋庆龄一

位
。

他的原配夫人卢慕贞
，

就是一位曾与他同甘苦共患

难
，

值得为世人所传颂的不平凡的女性
。

纂
����年秋

，

孙中山因在故乡毁坏北极殿神像
，

担惊

受怕的父母面对乡亲的众怒
，

为息事宁人
，

万般无奈之

下只好把儿子送往香港读书
，

后又到檀香山的长子孙

眉那里
。

可孙中山不满大哥的严厉斥责和管束
，

竟然负

气不辞而别
，

于 ����年 �月
，

回到了故乡翠亨村
。

当时
，

爱弟心切的孙眉看到弟弟性格倔辈
，

实在难

以管教
，

思来想去
，

觉得婚姻是羁绊弟弟的一种 良策
。

于是
，

他汇了一笔钱回家
，

除了供弟弟读书之外
，

希望

父母尽快为弟弟成婚
，

孙眉 的提议促使父母迅速为孙

中山物色对象
。

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认为同乡卢耀显

之女卢慕贞与孙 中山很相配
，

从双方的家世
、

年龄
、

经

济状况等看
，

算得上门当户对
，

便极力撮合这桩婚姻
。

卢慕贞生于 ����年 �月 �� 日
，

其父卢耀显承先

祖业读书
，

后漂洋过海到檀香山谋生
，

与孙眉同为檀香

山华侨
。

卢耀显虽经商而致家境渐富
，

却很早因病而

逝
，

家境又渐转衰
。

卢慕贞是卢耀显长女
，

虽家距孙中

山家乡翠亨村仅有数里
，

但以往卢
、

孙两家素无往来
。

在那个讲究
“
郎才女貌

”
的时代

，

孙中山仪表堂堂
，

一表

人才
，

所受的教育更是卢慕贞无法相比
。

卢慕贞身材矮

小
，

自幼缠足
，

是一个相貌平平
、

性格内向的旧式女子
。

由于孙中山一向敬重父母
，

所以
，

他没有违抗父母和大

哥之命
。
����年 �月 �� 日

，

卢慕贞在与年方 �� 岁的孙

中山定亲后不久就结婚了
。

与卢慕贞结婚三个月后
，

孙

中山便于同年 �月
，

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

卢慕贞 自幼丧父
，

与寡母相依为命
。

作为长女
，

卢

慕贞 自小勤快
，

素 以孝敬长辈而闻名乡里
，

尤擅女红
。

在婚后的数年中
，

尽管孙中山回乡并不多
，

但每次回

家
，

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
，

婆婆杨太夫

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 自卢慕贞之手
。

���� 年 �� 月 �� 日
，

卢慕贞与孙中山结婚 �年后
，

儿子孙科在翠亨村诞生
。
����年 �月

，

孙中山以全校之

冠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
。

同年
，

由他设计的

新居落成�即现在的孙中山故居 �
，

卢慕贞搬人大门左

边的房间居住
。

这段时期
，

孙中山在澳门
、

石岐
、

广州行

医
，

经常回家
。
����年

，

长女孙蜒在翠亨村出生
。

在行医中
，

孙中山结识一批对清政府不满的爱国

青年和会党分子
，

一起议论时政
，

开始了挽救民族危机

的政治活动
。

����年 �月底
，

孙 中山专程返乡
，

闭门十多天
，

草

拟 出建议改 良政治
、

谋求民富国强的一封长达八千多

字的信—《上李鸿章书》
，

又和陈少 白商讨修改定稿
。

他在翠亨村期间
，

潜心谋求救国之道
，

根本顾不上夫妻

间的儿女情长
。

卢慕贞从不埋怨
，

在生活上给予他悉心照顾
，

在感

情上又 以妻子独有的温柔去体贴关心
。

每次孙中山匆

匆离别家乡
，

卢慕贞总是默默为他打点行装
。

望着丈夫

远去的身影
，

她总是把惆怅和思念深深埋在心中
。

在漫

长的革命岁月中
，

卢慕贞默默地支持
，

这使孙中山没有

了后顾之忧
，

从而更加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
。

爵
����年 �� 月

，

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
，

树起

反清革命的大旗
，

昂首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
。

����年
，

孙中山和陆皓东先后在家乡石门
、

南朗招

募勇士
，

策划在广州武装起义
。

同年 �� 月 �� 日
，

孙中

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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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没有正式发动

就被清政府镇压了
。

反清义士陆皓东
、

朱贵全等被捕

后
，

慷慨就义
。

广州起义失败后
，

清政府疯狂缉捕革命党人
。

孙中

山于 �� 月 �� 日深夜乘船逃出广州
，

经香山唐家湾到

澳门
，

来不及返家向老母
、

妻儿道别
，

并于 �� 日抵香

港
，

次 日晨离开香港
，

前往 日本
。

孙中�力被清政府列为

叛逆的要犯
，

家属 自然受到株连
，

如果不远走高飞
，

势

必凶多吉少
，

不知哪一天会灾祸临头
。

正当她们整 日为

逃难的事犯愁时
，

正巧陆皓东的侄儿
、

兴中会会员陆灿

从檀香山返乡结婚
，

当他了解到险情后
，

自告奋勇
，

帮

助护送卢慕贞携带 �岁的儿子孙科和褪棍中的长女孙

蜒
，

与杨太夫人
、

孙眉妻子谭氏
，

先逃到香港
，

再乘轮船

远涉重洋前往檀香山
，

投奔在茂宜岛经商的孙眉
。

孙中山流亡 日本后
，

���� 年 �� 月中旬
，

他只身从

日本横滨到檀香山
，

立即前往茂宜岛
，

与卢慕贞和儿女

团聚
。

����年 �月
，

孙中山毅然辞别家人赴欧洲进行革

命宣传
。

�� 月
，

孙中山在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囚禁
，

九

死一生
。

获释后不久的 �� 月 �� 日
，

他在伦敦度过了而

立之年的生 日
。

就在这一天
，

他和卢慕贞短暂团聚的结

晶—次女孙婉在檀香山降临人世
。

���� 年
，

孙眉因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
，

终致经营的

农场宣告破产
。

无奈之际
，

只得于次年举家迁居香港九

龙
，

在牛池湾开办小型农场维持生活
。

卢慕贞携两女和

杨太夫人
，

后随孙眉到香港九龙
。

孙科因求学之故
，

暂

留檀香山
，

寄居在兴中会会员郑金家中
。

临别
，

卢慕贞

想到当年为逃避清政府的捕拿亡命檀香山
，

现在却迫

于生计
，

又要与爱子分离
，

而丈夫又远在天涯
，

不禁悲

从中来
，

但她以不同寻常的毅力强忍骨肉离别的悲伤
。

����年 �月 �� 日
，

杨太夫人逝世
，

享年 �� 岁
。

当

杨太夫人去世之际
，

孙中山正在从 日本横滨前往南洋

槟榔屿途中
。

卢慕贞闻悉丈夫在槟榔屿
，

立即携两女由

九龙赴南洋
，

全家得以别后重逢
。

然而
，

同年 �� 月
，

南

洋英殖民当局配合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
，

将他驱逐

出境
。

这样
，

孙中山只得惜别妻女
，

前往欧美筹集革命

活动经费
。

卢慕贞母女三人的生活没有着落
，

由当地华

侨集资供给每月生活费一百元
。

孙顺霞
，

搭乘英国邮船
“
亚舍

”

号启程 回国
，
�月 �� 日

，

卢慕贞母女在邓泽如和孙科的护送下抵达南京
，

与孙

中山团聚
。

卢慕贞在南京与孙中山共同生活 了 ��多天
，

住在

原清王朝的两江总督署内
。

卢慕贞在南京的 日子里
，

悉

心照顾孙中山的生活
，

从不抛头露面
。

在南京
，

面对中

外贵宾如云似海的各种政治场合
，

对 自幼缠足梳髻的

卢慕贞来说
，

与其说是一种无尚尊荣
，

倒不如说是一种

精神上的累赘
，

她很想摆脱它
，

重温那种平静
、

淡泊
、

与

世无争的自我生活
。
�月 �� 日

，

卢慕贞把两个女儿留在

孙中山身边
，

自己离开南京返乡
。

����年 �月 �日
，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
�

月 �� 日
，

孙中山携两女和秘书宋霭龄 回到阔别 �� 年

的故乡翠亨村
，

和大哥
、

大嫂及妻子等亲人团聚
。

袁世

凯以会商发展铁路计划为由
，

邀请孙中山北上
。
�月 ��

日
，

卢慕贞母女随孙中山从上海启程赴北京
，

受到隆重

的接待
。

孙中山全家畅游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
，

度过了

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

���� 年 �月
，

袁世凯为了笼络孙中山
，

特授他
“
筹

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
” 。
�月 �� 日

，

孙中山从
�

�海抵 「�

本考察实业
、

铁路状况和进行筑路借款活动
。
�月初

，

卢

慕贞也携女前往 日本
。

�月 �� 日晚
，

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

因主张成

立责任内阁
，

制定民主宪法
，

反对袁世凯专权
，

被袁世

鬃
����年 �� 月 �� 日

，

辛亥革命爆发
。

孙中山从海外

返国
，

决定亲自领导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和组建共和

国
，

途经南洋槟榔屿时
，

与卢慕贞
、

女儿相聚
，

前后只有

三天时间
，

就匆匆启程
。

�� 月 �� 日
，

孙中山被推选为临

时大总统
。
����年 �月 �日

，

他在南京就职
。

���� 年 �月 � 日
，

卢慕贞携两女孙蜒
、

孙婉
，

侄女

凯 派 人 刺 杀 于

沪宁车站
，
�� 日

身亡
。

孙中山闻

讯
，

马上中止了

在 日本 的考 察

活动
，

于 �� 日

下 午 乘船 返 上

海
，

从事反袁斗

争
。

���� 年 �

月
，

孙中山发动

讨袁的
“
二次革

命
”
失败

，

被迫

再次流亡 日本
，

卢 慕 贞 只 好 来

到澳门
，

投靠当

时 在澳 门定 居

的大伯孙眉
。

早 在 ����

年 �月底
，

袁世

凯 当局 准 予 孙
孙 中山 的 三 个儿女合影 �右 为孙

科
，

左 为长女孙蜒
，
后 为次女孙婉�

。

湖北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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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旅居澳门孙公馆的后半生
。

嘟

���� 年 �月 �� 日
，

孙 中山 回到故 乡与孙眉 �右 四 �
、

嫂嫂谭 氏 �右 三 �
、

卢慕贞�左 三 �
、

孙蜒�右一 �
、

孙婉�左 一 �及宋霭龄�左二�等在 家 门 口 合影
。

科
、

孙蜒官费赴美留学
。

卢慕贞长女孙蜒后就读于美国

加州柏克莱大学
，

勤奋好学
，

成绩优异
。

然而不幸的是
，

����年 �月
，

年仅 ��岁的孙蜒因患肾疾
，

久医不愈
，

遂

回澳门其母卢慕贞处治疗
。

孙蜒到澳门后
，

病情未见好

转
，

相反每况愈下
，

病人膏育
，
�月下旬病危

。
�月 ��

日
，

孙中山由上海到香港
，

专程赴澳门看望女儿
。
�月

�� 日孙蜒告别人世
。

孙中山闻悉噩耗
，

甚为悲痛
。

卢慕贞失去长女的巨大悲痛尚未完全消除
，

紧接

着孙中山向她提出离婚的请求
，

对她又是一次前所未

有的无情打击
。

孙中山倡导
“
天赋人权

” 、 “
自由平等

”
的原则

，

主张

男女平等
，

极力反对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轻视与压

迫
，

明确地反对纳妾
。

况且
，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是虔诚

的基督徒
，

该教一向主张一夫一妻制
，

故孙中山要与宋

庆龄结婚
，

必须与卢慕贞离婚
。

否则孙
、

宋婚姻既违教

义又难以让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宋庆龄所接受
。

����年 �月 �日
，

卢慕贞应孙中山之请抵 日本东

京商谈离婚事宜
。

在孙中山寓所
，

革命党人胡汉民
、

朱

执信等极力反对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
。

孙中山深知此

事能否得到圆满解决
，

关键在于卢慕贞
，

于是他请卢慕

贞到内室
，

两人密谈 良久
，

当两人出来时
，

卢慕贞当着

大家的面表示
�

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
，

她到处流浪
，

身心为之交瘁
，

不愿过紧张的生活
，

希望在家乡安度余

生
。

既然现有人照料先生身边的生活
，

且有助于其政治

活动
，

她愿意成全其事
，

答应与孙先生离婚
。

胡汉民
、

朱

执信等人听了
，

自然了没有什么话可说
。

卢慕贞随即与

孙中山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

孙中山在和卢慕贞正式离婚后
，

心里久负的包袱

终于卸下
，

心情舒畅
，

对卢慕贞的深明大义心存感激
。

在此后的 日子里
，

他陪卢慕贞出游并购物
。

��巧 年 �月

�� 日
，

孙中山送卢慕贞到东京
，

卢慕贞经横滨 回澳门
，

����年 ��月 �� 日
，

孙中���在 日本

东京和宋庆龄结婚
。

在他逝世前十年间
，

一直关心卢慕贞的生活和健康
，

并常寄钱

给卢慕贞
，

继续负担卢慕贞的生活费用
。

他后来一直和卢慕贞保持书信往来
。

如

今
，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着六封

孙中山写给旅居澳门的卢慕贞的信
。

孙中

山给卢慕贞的几封信虽短
，

所谈的也无非

是汇款
、

家用
、

身体健康等家常话
，

但字里

行间充满了对卢慕贞的关切
。

同时
，

孙中

山在信中
，

仍多称卢慕贞为
“
科母

”
�孙科

之母 �或
“
卢夫人

” ，

而 自己署名则为
“

科

父
”
或族谱上与卢慕贞结婚时始用的名字

“
德明

” 。

所有

这些
，

都表明在孙中山眼中
，

卢慕贞永远是孙家人
、

孙

科的母亲
，

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
。

令人敬佩的是
，

卢慕贞在离婚后一如既往支持孙

中山从事革命事业
。
����年

，

孙中山在广州创建黄埔军

校
，

卢慕贞就把 自己的养女婿送到革命队伍
。

养女婿家

乡南屏有十多位青年要求投考黄埔军校
，

她也想方设

法
，

使这些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如愿以偿
。

����年 �月 �� 日
，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

卢慕贞闻

悉噩耗
，

悲痛万分
。

她请人代笔
，

发表悼念文章
，

赞誉孙

中山具有
“
伟大的精神

，

伟大的人格
” 。

此外
，

她还应香

山商会征询
，

曾函复有关孙中山的生平事迹
。

卢慕贞长期珍藏孙中山遗物
，

想方设法保护翠亨

村孙中山故居文物
。
����年

，

在中山县沦陷前夕
，

身居

澳门的卢慕贞牵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

为防不测
，

她派

人将故居里能搬走的东西
，

全部转移到澳门孙公馆
。
连

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孙中山全身铜像
，

也从翠亨

村运到澳门
。

现该铜像安放在澳门
“
国父纪念馆

”
里

。
直

到抗战胜利后
，

那些文物才从澳门运回翠亨村
。

中山县沦陷后
，

中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
，

开展敌后抗 日
。

卢慕贞虽为一介女子
，

但她热爱祖

国
，

抗 日热情不减男儿
。

她同情和帮助中山五桂山区抗

日游击队
，

为其到澳门购买枪支弹药
、

药 口 和医疗器材

等
，

还设法将少量伤员送到澳门医治
，

提供方便
。

����年 �月 � 日
，

卢慕贞在澳门病逝
，

享年 ��岁
。

因她遵照孙中山先生的劝慰
，

离婚后就信奉基督教
，

曾

担任澳门浸信会会佐
，

所以澳门浸信会按照基督教仪

式举行隆重的葬礼
，

安葬在澳门西洋坟场
，

由孙科及其

两子共同为她立碑纪念
。

此时
，

孙科远在海外
，

未能返

澳门见母亲最后一面
。

净 责任编辑�陈 瑾

麟锄
悬 �

�

、 二
�

骡蒸蒸塑些些鑫全些竺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