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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奇人  赤子心    何嘉    父亲辞世40年了，我很想念他。
    父亲一生爱国，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豪爽、热情、侠义，可以说是一个生于乱世满怀赤子之心
的传奇人物。
    父亲一生在政治上是敏锐而清醒的。
从参加辛亥革命到抗日，从不满到反对蒋介石，从同情、支持共产党到直接为党工作，父亲的思想始
终站在时代的前沿。
他是一个富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他毕生的信念就是振兴中国。
    父亲出生的1888年，正是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清末。
他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21岁毕业于保定陆大第二期，是广西同盟会创建人之一。
他满腔热血忘我地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洪流。
辛亥革命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分子，翻开那段历史，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都写到他。
    在武夫当国的军阀混战时期，父亲参与了护国、护法斗争。
抱着“以军阀制军阀”的模糊思想，他投身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
政变”。
在他36岁时，当上了国民军空军司令、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也被北京政
府任命为航空署署长，授衔空军中将。
按说算得上风光一时，但他对此并不在意，一心幻想着把国民军第三军带到甘肃、新疆去割据，实现
他的改良梦。
结果和他义结金兰的挚友孙岳闹僵，独自离开了国民军。
    中国历史走进以蒋介石集团为主导的国民党统治时期。
北伐战争中，父亲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到河南去策动吴佩孚的主力倒戈响应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对交游广阔以“当代鲁仲连”自命的父亲是不错的，先后任命他为广州黄埔陆军军官
学校“代校务”（代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高官
。
父亲对蒋的不满，主要起于抗日。
父亲是个民族意识极强的人，对日本的侵略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朱庆澜共同组建“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自己毁家纾难，变
卖古董字画充作抗日军饷，还代表“后援会”和孙科到热河去敦促汤玉麟整军抗日，自己又请缨杀敌
当了55军军长，险些被进攻热河的日寇打死。
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一再妥协使他很反感，正是在抗日这面民族大旗下，西安事变后，他开始靠拢中
国共产党。
    1937年5、6月间，当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代表到南京时，经张冲安排，他和周恩来等有了接触
。
“七七”事变后，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共产党人与父亲交往渐多；1937年9月，父亲还专程陪同周
恩来从第一战区到山西去，协调阎锡山与八路军的关系。
父亲和共产党的交往是很真诚的。
国共刚开始合作抗日，在南京，他听叶剑英对他说，中共代表驻地警卫缺少枪支，他立即将家中所存
四支步枪两支驳壳枪连同子弹全部相赠；皖南事变后，他得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济困难，立即送去
一笔现款。
也许有人觉得这不算什么，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种雪中送炭的真情，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时候是1949年。
这一年，党组织两次让我伴随父亲，协助他工作。
一次是在寒冷的1月，我随父亲从香港到汉口，按照党的要求，父亲三次会见白崇禧。
他们在白的卧室谈话，我就坐在外间客厅等。
完成任务后，返程路过南京，父亲又主动地去见“代总统”李宗仁（父亲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师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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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劝他真诚地和共产党和谈息兵，避免继续生灵涂炭。
另一次是4月随父亲从上海赴广州，后转台湾工作。
8月在台北，父亲和吴石伯伯接触密切。
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
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这段生活很特殊，由于工作关系和环境险恶，我和父亲的关系有了不寻常的变化，我们既是父女，又
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组合。
父亲一生很多事情让我感动，他的音容笑貌，爱国情怀，待人的真诚侠义，永远铭刻在我心间。
    父亲的记忆力极强，可以成篇地背诵《左传》和《战国策》。
他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在他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
画画送人是他的乐趣，动辄有诗，出口成章。
我一直认为，父亲的文才远胜于他从政之资。
父亲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文物收藏和考古。
他收集的秦汉瓦当逾千，亲自拓片汇成三十余册；他的《何叙甫藏甲骨文》有郭沫若作序；他的《叙
圃甲骨释略》有商承祚、陈独秀题词。
他收藏的大量文物都先后捐献给了几个地方的博物馆。
仅1950年捐献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就达6895件。
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一件文物。
他在1943年作的《校经图序》（见《百年敦煌文库·文献卷》）中，对文物国有，文物的保护、管理
等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见解。
他自己就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
    最难得的是，父亲历经沧桑却始终保持一颗透明的赤子之心。
他的言行有时像个孩子。
1957年“反右”热潮中，我二哥何世平（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接到同事的电话，说当天部分人大
代表批判右派分子黄绍兹的会议上，正群情激愤，父亲突然离席，到小卖部买了一盒冰激凌，在众目
睽睽下送到被批得满头大汗的黄绍兹面前。
二哥立即约同我的爱人邓裕民赶到父亲家，对老先生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
他们两人当年被家人戏称为“救火队长”。
    在家庭里，父亲事母至孝，关爱弟兄；对子女则是一位真正的慈父，民主平等，慈爱有加。
他心中早知自己的儿女是共产党，但并不说破，只是默默从旁协助、掩护。
有一次，我三哥何康在客厅读《联共（布）党史教程》，随手将书扔在沙发上。
父亲拾到后，提笔在书的封面上写下“他山之石”四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仍置于客厅。
我想，父亲在家中所以这样，是他既深受传统道德的熏陶，早年又遍游欧美，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影
响的结果。
这也是儿女和孙辈特别爱戴他的一个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是一、二、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
每年人大都要组织代表到各地参观考察，父亲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建设非常高兴，创作了大量赞美新
中国的诗画。
但对一次次过“左”的政治运动很不理解。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当了一回诤友，讲了一些逆耳诤言。
从他晚年的一些诗作中，也可以窥见他内心的困惑。
1968年1月，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的弟弟何达，1954年详细记录了父亲口述的生平经历。
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生活相当坎坷，但仍陆续写了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
近两年，在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策划组织下，全家亲人同心协作，这本《何遂遗踪》终于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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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说，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只是为了留下一些有益的作品和史料。
    朋友，请读读这本书，在这里，可以看到近现代历史的若干侧影，也可以感受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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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人公何遂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近现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中都有
他的身影，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并不为人所熟悉和了解。
本书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也不是简单的文集。
书稿内容丰富，包括了何遂先生的遗作集萃，他的朋友、亲人撰写的纪念性文章、回忆，何氏家族的
老照片等三个主要内容，既可以折射出那个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更通过许多细节和小“旁支”让我
们了解到更多在这一百多年间不容回避、留下身影的人物。
编排精心，装祯设计精美，是一本值得保存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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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遂（1888-1968），字叙甫，福建闽侯人。
        近代著名军人孙岳称之为“狂士丘八”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为他的甲骨文专著题词并誊写全文
，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说他“诗词书画无不精”，国民党大特务贬他是“在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喜
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    何遂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28岁奉派赴欧美参观世界
大战，36岁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北京政府航空署长，授衔空军中将。
北伐中，他奉蒋介石之命，策反了吴佩孚的主力；此后担任过黄埔军校“代校务”，国民政府立法委
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他一生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从力主抗日，发展到反蒋，抗战初即与中共高层建立了联系。
他的三子一女二媳均在抗战初或解放战争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他为人民解放事业
做出过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担任华东军一行一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
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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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传奇人
代生平简介：悼念我的父亲何遂
遗作集萃
寻踪文摭
撷影留真
附录
代后记：这本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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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爷爷的小院则平静如常。
或许爷爷“反右”后的谨言慎行收到了功效，或许这里是红卫兵常常聚会的一个据点，爷爷的家没有
受到社会上扫“四旧”的冲击。
虽然，一切沉重的消息对爷爷都严密封锁，爷爷又不出门，但他却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一切可能
的渠道接收信息。
他的头脑是清醒的，或许内心早做好准备，他的心态平和而淡定。
他关心着自己的亲人，特别是远在海南的爸爸和近在天津的达叔。
他给这两个儿子写了许多信，宽慰和鼓励他们，做了真正的思想工作。
为了让信件能够平安到达收信人的手里，爷爷常在信笺上贴上一两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
老人家善良的狡黠是多么可爱啊！
 可没想到“革命”却来自家庭内部。
在“破四旧”高潮的七八月的一天，我弟弟，一个五年级幼稚的小学生和一个上初中的堂弟来到帅府
胡同“扫清”爷爷家的“四旧”。
爷爷有一个立柜，里面放着许多立轴，既有轮流在客厅北墙上挂的一些仿古画轴，又有若干轴爷爷的
祖辈们穿着清朝官服的画像。
他们认为这是封建主义的代表，所以当着爷爷的面把这些祖宗的画轴搜了出来，在院里点把火烧了。
虽然我并未参与，但也没有出来反对。
这些已有上百年历史，爷爷带着它们躲过了无数兵灾战乱，珍藏在身边几十年的祖宗画像，瞬间便化
成灰烬。
爷爷是有名的孝子，眼睁睁看着祖宗像被焚烧，而点火者竟然是他的爱孙！
爷爷坐在客厅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仿佛一座凝重的雕像。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爷爷当时那种心尖滴血的痛楚。
 当时住在北京的二伯和姑姑，内心是很紧张的，他们最担心的是爷爷，因为他们知道，以爷爷的性格
，只要被群众运动扫上，绝无生存的可能。
为了保护爷爷的安全，他们对家中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爆炸的东西，进行了果断地清洗和销毁。
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多年来爷爷向达叔讲述的个人历史，由达叔记录的三册八开大各两寸多厚的红笔记
本。
爷爷无言地承受着“文化革命”对文化的摧残。
 还有件至今深感内疚的事。
帅府胡同小院被抄，非因爷爷而是由我引起。
1967年1月17日夜晚，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接见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会上
就中学的“联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代表老红卫兵上台发了言，表示要与“联动”划清界限，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没想到深夜回到家中一看，我住的东厢房一片狼藉，家被抄了。
我一了解，是清华井冈山派在校内4.13派的带领下干的。
我并不知道，41中红卫兵将抄家抄来的贵重物品装在一个保险箱里藏在我房间的床下，五屉柜的抽屉
里也放了一些抄家抄来的物品，早被校内对立面盯上了，借着中央号召清除联动分子采取了这一行动
。
庆幸的是他们只抄了我的屋，没有上北房惊动爷爷。
第二天，爷爷没有说我半句，可二伯伯和姑姑担心我给家里带来新的麻烦，让我出去避避风头，我便
串联到大庆，与那里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近两个月，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亢奋使我昏了头，幼稚无知却又踌躇满志，俨然把帅府胡同爷爷
的家当成了自己活动的中心，完全没有顾及到院子的真正主人是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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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的故事    何达    眼下有句时尚的话：“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本书成书的过程，其实是一段漫长的，交织着梦想与破灭、快乐与辛酸的故事。
    1954年夏，父亲大病初愈，被安排到太湖大几山华东干部疗养院休养，我正休学在家，父亲把我带
去，住在疗养院附设的招待所里。
应我的要求，父亲为我详细地讲述了他生平的经历。
父亲的讲述坦白、形象，极富感情。
对已，绝无隐恶扬善的矫饰，即便最难启齿的隐私也直言不讳。
对人、对事，直抒己见，词锋如刃。
父亲非常投入，他圆睁双目的怒吼声，曾惊得护士闯进门来。
我被感动了，陶醉了，也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
当仲秋的凉风催我们回家，父子站在宽宽的阳台上，隔湖面对的是美丽的鼋头渚，远处据传是范蠡载
西施泛五湖的地方。
江山如画，我透着几分自负对父亲许诺，一定要把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写出来，父亲像孩子般开心地笑
了。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在农村，经过近4年“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
从这年起，我依据记录协助父亲陆续撰写并发表了三篇自述文章，即《辛亥革命亲历纪实》、《反袁
回忆》和《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
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护老父亲的安全，那份几经补充但过于直白且涉人甚广的原
始记录被烧掉了。
两代人不同的“梦”化作缕缕青烟，消失在暗夜里了。
    “文化大革命”后，机会多起来，但年逾不惑的我不得不为适应新的职业和养家糊口奔忙，仅
在1985年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该文经三哥何康托习仲勋副委员长转呈邓颖超主席阅后，在当年2
月24目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这是父亲去世17年后对社会的一个告白。
    2001年，我以父亲《辛亥革命亲历纪实》一文为基础，经过实地考察，参照相关史料，费了老大力
气，写完长篇纪实作品《辛亥血》。
结果市场反应极其冷淡，该文仅在美国《侨报》全文连载，内地只有武汉的《长江日报》选载了一部
分。
我意识到父亲的知名度不高，而且已经失去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走纪实文学的路是不行的。
    我的大哥何世庸是个宽厚而富有远见的人。
他生于1914年，是父亲最看重的长子，了解父亲中年以后的事情最多，个人的经历也很丰富。
他很想把父亲的事迹以至第二代的经历写出来，传之于世，认为这反映了大时代的脉动与变迁，是有
意义的。
他给我写过许多长信，鼓励我并以丰富的想象出谋划策。
他把多年积累的图书文字资料全部交给了我，其中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被囚期间以交代历史为名
撰写的长篇回忆资料。
作为广东省黄埔同学会的会长，他以八十余岁高龄带着姐姐何嘉、我和赵志勤夫妇参观了长洲岛黄埔
军校旧址，逐一瞻仰了父亲留下的那些碑刻原迹。
他又和大嫂李智勤约同三哥与三嫂郁隽民住到他们家里，用了半个月时间，共同追忆了何家两代人的
往事，三嫂将全部录音交给了我。
二嫂韩蕴也把二哥何世平生前所写全部个人、家庭资料交给了我。
这些资料不仅成为撰写《何遂年谱简编》的依据，而且使我认识到，通过哥哥姐姐的叙述，可以基本
上勾勒出父亲中年以后的主要事迹。
从2002年起，我与大哥合作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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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花园口决堤见闻与思考》、《筹运花马池盐的往事》等文，相继在《百年潮》杂志上发表。
    我的妹妹何敏、妹夫杜清泉曾两次向我建议编辑出版一本纪念父亲的文集，并提出父亲的遗作《丛
台集序》和《叙圃词》等均有出版价值。
有些社会人士，譬如保定军校亲属联谊会中的故旧，原国民军第三军将领的后人，都曾表示过类似的
意愿。
总之，亲友们的愿望和支持，促使我着手谋划编辑出版一本纪念父亲的综合性文集。
    但是，囿于我个人的视野、能力和精力，这件事情的进展是缓慢的，我也深感力不从心。
    2006年春，我到香港旅游，见到何迪和王苗。
谈到我正为父亲编一本纪念文集，何迪说他也正想为爷爷出一本书，自然有了共同的话题。
何迪是三哥何康的长子，好学而敏锐，在金融界已颇有成就。
他的少年和进入青年的时期，都在爷爷身边度过，对晚年的爷爷有所了解并怀有很深的感情。
王苗是靠勤奋与灵性从不幸中闯出来的著名摄影家，又是出版业的行家里手。
他们夫妇带着崭新的思路和运作方式倾情投入，迅速组成了本书的编委会，安排了多次“寻踪之旅”
，成功地调动起何家两代人的积极性，也大大激发了我的潜能。
把原本少数人分散孤立的行为转化为整个家族集中协调一致的实践，是何迪和王苗的，鼠晴之笔，也
是他们组织才能的体现。
从此，本书的编辑程序进入了快车道。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一段时期，每一次编委会的聚议，都会看到令人惊喜的进展，无论
在父亲遗作的搜集或主要事迹的挖掘方面，都在快速地推进。
    根据何代宁从互联网上获得的线索，我顺利地从国家图书馆查到了父亲作于1932年的《唐故米国大
首领米公墓志铭考》（保存本书库），出版于1937年的《叙圃甲骨释略》（普通古籍书库），作
于1943年的《校经图序》（敦煌专题书库）。
继而，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热情帮助下，又查到了《绘园画册》、《绘园藏瓦》、《绘园古鉴》、
《丛台集序》、《兵要地理》（手稿）等遗作。
这个过程使我深切感受到图书馆事业对传承人类文明有多么重要，而国家图书馆计算机管理系统的投
入运行，又给读者带来了多么大的方便。
本书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到的人特别多，大家看见这么多“老人家”遗作的复印件，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
父亲生前讲过他和陈独秀的交往和在文化方面的合作，现在从石印出版的《叙圃甲骨释略》上看到陈
独秀不仅为该书题词，而且亲自誊写了全文。
面对当年两位文化跋涉者的友谊结晶，大家都肃然起敬。
所有的亲人都知道，父亲曾把大量收藏的古文物捐赠给多个地方的博物馆，但不理解他为何不给子孙
留下一件文物。
这次读了他被列为“百年敦煌文献”的《校经图序》，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
我们真诚地向国家图书馆致敬，致谢！
    父亲有两本遗作，是这次经过一番曲折才找到的。
一本是《何叙甫藏甲骨文》，我们知道这个书目。
1935年父亲将收藏的甲骨文拓片整理成《何叙甫藏甲骨文》，由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制成
粘装拓本。
但我们在大陆多个图书馆均未找到复制本。
王苗为此向她在台湾的朋友庄灵先生求助，终于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找到了。
该研究所慨赠三页，其一钤有朱印，本书得以刊载。
这也是两岸民间文化的一次自然交流。
另一本是《欧洲观战记》。
有些名人词典在何遂条目中提及过此书，但家人从未见过。
2007年夏，经何仲山、刘友于联络，耄耋高龄的三哥三嫂带领我们远赴重庆寻踪。
在潘国平博士帮助下，居然于搬迁中的重庆图书馆查到此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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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潘博士多方努力，终于获得这本1921年由重庆军事日刊社出版的《参观欧洲大战记》。
该书记录了1916年12月至1918年7月何遂奉命赴欧观战，历经日、美、法、英、意、比、瑞士诸国，考
察战场、战事之见闻记录与心得。
贯穿全书的力主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引进外国人才，培养国内人才的议论和建议，应该说是较
早提倡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声音。
我们谨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重庆市图书馆致敬，致谢！
衷心感谢庄灵先生、潘国平博士的帮助。
    杜清泉、何代宁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二百余页有关父亲的资料，其中孙中山1924年11月7日致包括父亲
在内的参加北京政变的主要将领的具名复电，有关广州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的资料，以及多幅流传于
社会的父亲书画真迹等，均在核实后充实了本书的内容。
    父亲热爱传统的诗词书画，毕生创作，乐此不疲。
经众亲友共同努力搜集，使本书在这几方面都能有所选载。
1947年出版的《叙圃词》是父亲留下的最完整的一束旧体词作，写作年代贯穿整个抗战时期。
其中不乏饱含爱国激情的豪放之篇，也确有不少懊馕柔憷之音。
父亲深受柳永、周邦彦、吴文英的影响，又是多情种子，实不足为怪。
这里原汁原味地刊出，并做了必要的校注。
    我们力求在本书中较完整地概括父亲一生的主要事迹。
父亲生前留下四篇自述性文章，对早年经历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辛亥革命是他一生的起点，也是他一生最辉煌的篇章。
他的《辛亥革命亲历纪实》一文，已被众多史论文章或著作直接引用。
《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以他自身的视角，摭记了北京政变的背景和过程，留下了国民军第三军若
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何世庸口述的《抗战初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生动具体地描述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真实
状况。
《花园口决堤见闻与思考》一文，则触及黄河决堤以水代兵那场巨大的民族灾难。
显然这个事件绝非三五人的建议所能酿成，该文只是一个当事者后辈的回忆。
值得注意的是，何世庸亲聆了当年叶剑英对此事的评价。
战争是无情的，赢弱的中华民族为战胜暴虐的强敌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千秋功罪，任后人评说吧。
    吴石将军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和全家
的幸福。
但他的事迹长期偃然无闻，坊间里下（特另0在境外）对吴石本人以至吴石与父亲的关系误传、误解
甚多，本书刊载了何康口述的《从大陆战斗到台湾——缅怀吴石伯伯》一文。
何康、何嘉两位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当事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吴石长子吴韶成世兄多次给予
指导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使这篇沉甸甸的文章对历史、对公众都做出了必要的交代。
    父亲一生非常热衷于社会的文化事业，特别是文物考古事业。
弟弟何仲山撰写的《父亲与文物考古》一文，以学者的严谨，经过多方调查、考证，对父亲参与的文
化活动进行了可贵的发掘与彰显，对父亲留下的几篇考古著述，也做了有益的阐释。
    父亲在新中国生活了18年。
这个饱经沧桑、极富个性的老人如何适应新的环境？
如何渡过运动接着运动的18个春秋？
何迪以第三代的视角，深情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并不吝“触及自己的灵魂”。
《我心中的爷爷》一文，堪称以个人事件见证大时代的佳作。
何代宁缅怀爷爷的文章，则生动地再现了老人家晚年休养、文化生活中的一些趣闻。
  2008年是父亲诞辰的120周年，也是他逝世的40周年。
老人家人缘好，全家亲人都热望能在这年出版文集来纪念他。
到年底已经汇集了父亲的遗作19篇（部），还有一批书画作品和旧照片，同时汇集了14篇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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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文章，撰写了《年谱简编》。
这个成果，远远超出我原本的设想。
如果没有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组织策动，没有何家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令大家欣喜的是，此时年届九五与先父有过交谊的老艺术家黄苗子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他慨然说“义不容辞”，我们衷心地感谢他的盛情。
    我写文章马马虎虎，编书却不在行。
王苗富有编辑出版的实践经验，由她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从文章的排列分部、语言的风格、图片的
选择安插到版式、装帧的设计，处处渗透了她的美学理念和心血。
本书追求“亲切自然、真实客观、多元谐和、贴近生活”的整体风格，这主要是王苗的贡献。
    2008年12月，《何遂遗踪》在香港由中国书局出版了。
    捧读之余，我再次领悟：一件美好事物的背后，总是会聚着许多人的心血和智慧。
这里我们还要感谢朱建辉先生，他为本书翻拍了数百张照片，辛辛苦苦为许多旧照片修版。
我们感谢雷蓉女士热心地多方支持效力，感谢王蕖女士做了大量后勤工作，她们的努力使编书的运作
更为顺畅。
我本人还要特别感谢数十年与我忧患与共的爱妻赵志勤，她勤劳低调，总是默默地承担起各种家事，
使我能精力充沛地去做想做的事情。
    《何遂遗踪》在港出版后，内地也有一些读者。
不敢说好评如潮，但确实听到不少赞扬的声音——“真实”、“坦诚”、“美”、“看上去很舒服”
，等等。
我们也萌生出将此书在内地出版的念头。
    两年多过去了，因为考虑诸如“市场前景”之类的问题，《何遂遗踪》被内地一些出版机构拒之门
外。
终于，人民出版社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几乎被社会遗忘的人物，该社的领导辛广伟和编辑们决定出版这
本书，并且充分肯定香港版的优点，同意基本保持原书整体风格，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改进意见，责
任编辑孙涵女士及校对、美编为本书付出的智慧与辛勤劳动，令我们敬重难忘。
    这次内地出版，增加了两篇文章，即《何遂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前后》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何遂》，
这样就把父亲一生的历史表达得更加清晰完整了。
    我们感谢人民出版社。
我们衷心祈望，本书的出版，能把一位一生爱国，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的已故辛亥老人的拳拳之
心留驻于人世间。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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