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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是有惰性的，而我的惰性或许较任何人都厉害。
远在二十多年前，便想写点往事，作为此生鸿爪雪印的纪念，把历年来经过的事对我有影响的写下来
。
之所以迟迟未写，一则想写的都是平生经历的事迹，是否值得留下？
写出来给谁看？
谁关心我的平生？
二则杂务猬集，忙于谋生。
但是耳际常响起二十余年前胡适之先生的声音，有一天他对我说：“彦文，你应该写自传了。
”我说：“我的自传写给谁看？
”“给我看。
”胡先生这样回答。
他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写自传，写下在世上走一趟的记录，因之我决定写自己认为值得留下的已往事迹
，命名《往事》。
    我于1985年2月12日开始执笔，乃写了两页便搁置。
嗣后虽陆陆续续写点，总是一曝十寒。
集会频繁、家事琐屑及人来人往都令我静不下来写。
这一年匆匆过去，“往事”还没有写成四分之一。
翌年数度有远客来访，且相继寄寓家中，我因忙于招待及导游，几乎一字未写，直到1987年初始克继
续，但仍时断时续，未能一气呵成。
只觉精神日就涣散，注意力难以集中，目力益差，写字困难，遂于是年八月间搁笔。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乃事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
了。
《往事》前半部是按事情发生的次序写的，到了我定居台北后，便写点有纪念价值的事。
这似乎是一本流水账，谈不上格局，也没有文采的，故本书将仅赠少数亲友作为纪念。
    书于198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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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往事》是毛彦文这位中国近代杰出女性于90高龄时写的关于其一生经历的自传。
报考杭州女子师范讲习所，考取浙江吴兴湖郡女校，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获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硕士，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
，及至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
这样的求学经历及取得的成就，在重男轻女的中国社会是不多见的，这也因此使得毛彦文站在了时代
的前沿。
至于为了追求婚姻自由而选择逃婚，但在即将得到婚姻幸福之际却遭到了表哥朱君毅的解除婚约，后
又与北洋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短暂而幸福的婚姻，在抗战期间努力维持香山慈幼院及各地附属小学的
艰辛，爱情、亲情和友情，让毛彦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往事>>

作者简介

　　毛彦文
　　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
　　1920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英文系；
　　1922年转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1924年，因为对方移情别恋，由张伯苓、陈衡哲、吴宓等作证，与表哥朱君毅解除婚约；
　　1929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吴宓开始对毛彦文持续一生的追求；
　　1931年与吴宓同路回国，执教暨南大学、复旦大学；
　　1935年与年长33岁、曾任国民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结婚，轰动一时；
　　1937年，熊希龄猝逝于香港，毛彦文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勉力支撑其夫所创的慈善事业，贡献
良多；
　　1949年赴台，旋赴美；
　　1962年返台任教；
　　1999年病逝于台北，享年1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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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罗久华（罗久蓉译）
自序 毛彦文
我的母亲
　江山美人
　夫妻失和
　逆来顺受
　子欲养而亲不待
求学与就业
　蒙馆受教
　西河女校
　杭州女师
　湖郡女校
　北京女高师
　金陵女大
　浙江省政府
　密歇根大学
　返国执教
逃婚记
　青梅竹马
　家庭革命
　郎山须水
　魂兮归来
　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奇缘此生
　朱曦权充红娘
　熊芷代父求婚
　熊凤凰谱新曲
　莲湖双鹭图
　夫唱妇随
　香江遗恨
香山慈幼院
　桂林分院
　柳州小学分院
　芷江香山女中
　沦陷时期的北平香山慈幼院
　浙江临参会与返乡省亲
　十年流水账
　抗战胜利复员
　当选北平市参议员
　吴国桢五分钟谈话
　当选“国大”代表
　秉三公逝世十周年
海外飘萍
　仓皇离沪
　赴美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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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
　加州大学女生宿舍指导
　华盛顿大学研究
　视网膜剥离
　挥别新大陆
返台定居
　适应新环境
　美国去来
　重执教鞭
　罹患乳癌
　置产安居
　双清遗珍
　亲友杂忆
悼亡伤逝
　胡适之先生
　朱霖
　朱曦
　董显光先生
　长庚吾弟
　熊芷
　五妹同文
　查良钊先生
　三妹辅文
附录
　一、熊秉三先生事略
　二、秉三公书信诗词墨迹与释文
　三、抗战胜利祭告先夫秉三文
结语
补遗
　一、写在《往事》之后——钦翎吾女逝世周年纪念
　二、毛彦文致罗久芳、罗久华信件选
跋 罗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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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天津，我先找到·家旅馆，略事休息后，即去拜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他
坚留我住在该校女生宿舍，令宿舍管理员顾如女士招待，盛情可感。
由顾女士处得知，熊夫人朱其慧女士新近去世。
她在世时曾以侄辈相待，尤以民国十二年夏，她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持我与朱君毅解除婚约一事，
那份爱护的情义，令我深铭五中，故特赴平吊唁。
到了熊府晋见秉三先生，他那时悼亡情深，形容悲戚，略慰唁几语，即去晤多年不见的旧同学朱曦。
好友重逢，欣快莫名，她留我住在她家叙旧，三天后南下赴南京，住同文家。
第二天报纸第一版头条新闻登载惊人消息，沈阳失守，日本军阀已开始武装侵略！
这就是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旬日前我曾经过哈尔滨、沈阳那些地方，不料转瞬间便成沦陷区！
沈云龙先生在他《抗战十四年，胜利四十年》（登载《传记文学》第47卷第3期，1985年9月号）一文
内说：“一般所习称的‘八年抗战’系指起自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迄民国三十四年
‘九九’南京受降而言。
然按诸抗战史实，殊有未谛。
溯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
突发之初，日军首袭北大营，我守军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即予还击，此时抗战实已开始。
”从此，日本军阀蚕食华北，渐侵全国，我举国奋起抗战，不计牺牲，不辞艰苦，终于得到胜利。
 未回国前，即致函前女高师及金女大教授陈钟凡先生（在这两校，我都选他的课，他对我很奖励），
恳他代找一教职，那时陈在上海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为郑洪年先生。
很顺利地得他复信，谓已在暨南大学教育系为我谋到一个教授职位，不久即寄来聘书，并要我九月前
到上海见郑校长。
陈先生与郑校长约好八月底某日，由他陪我去郑公馆。
我们二人进入客厅时，郑坐在沙发上阅报，并未因有客人放下报纸。
陈钟凡先生说：“校长，我带毛彦文先生（当时称老师为先生）来拜见您。
”郑说：“请坐。
”仍旧阅报，并没看我们一眼。
约有一刻钟光景，郑放下报纸，朝我观看一下说：“毛先生，你是专任教授，月薪二百元，每星期教
六小时课，校中需要女生指导，所以请你担任此职，住在女生宿舍，你必须严厉管理女生，有什么问
题和我磋商。
” 我在上海无住处，做女生指导可住在校内，很为满意。
可是隔了几天，陈钟凡先生寄来快信，要我立刻去见他。
见面后他告诉我，郑校长说，我年纪太轻，女生指导恐不能胜任，已另聘他人，加六小时课，每周12
小时，仍为专任。
当时又气又失望！
于是去看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同学郭美德女士，向她诉苦。
美德说：“复旦正在物色女生指导，我陪你去见李登辉校长，也许他会请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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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童年时，第一次听到毛彦文这个名字，是父亲拿着一本吴宓教授新出的诗集，对着母亲大声朗诵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抗战胜利回到南京，第一次看见其人，最深的印象是她爽朗的嗓音。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我几次回台湾省亲、居留，才真正有机会认识了她——熊伯母。
我为什么称她为“熊伯母”而不用江浙人惯用的“毛娘娘”呢？
我想大概因为父亲罗家伦最早以晚辈的身份结识熊希龄先生，很注重辈分的区别。
母亲张维桢却是毛彦文的同学好友，所以变通的办法，就是让我和妹妹久华叫她“熊伯母”，父亲有
时也就跟着这样叫；而母亲却永远叫她“彦文”。
    母亲与熊伯母1920年是湖郡女校的同学；以后双方求学、事业和婚姻的途径，虽然经常相隔在南北
东西，却从未失去联系。
40年后在台北相聚时，许多其他旧时的亲友已经离散，两人的友情却日久弥坚。
1969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独居生活令远在美国的我和妹妹久华放心不下。
当母亲结束了台北天母的家，准备前来西雅图时，熊伯母正要迁入她内湖的新居。
这是她多年来最宽敞的住所，便慨然邀请母亲搬去做客，分享她远离嘈杂市区的新环境。
这样，母亲便推迟了赴美的计划，带着她自己的床和几件家具搬到了熊伯母的新居，这一住竟将近两
年，享受了人生难得的一段时光。
她们俩的兴趣相近，每天看书、读报、听电视新闻；熊伯母惯于安排炊事，母亲则走路较快，负责一
些购买、邮寄、叫车等事务。
她们往来的亲友多半都是共同的旧识，平日同出同进，互相照应，其乐融融。
1975年母亲搬来我家后，熊伯母来信说：“你走后，人去室空，夜间你房内没有亮了，洗澡房的小灯
也不开了。
我整天楼下、楼上的走，若有所失，心神不定，时时感到少了一个人。
一再地告诉自己，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不能永远陪我，能在此一年多，已经难能可贵，感铭无已
。
”来信中除怀念的挚情外，还盼望再有重聚的机会。
四年后，她终于来美访友探亲，在东西两岸各地受到热烈的欢迎。
最后一站在西雅图，和我们全家共度圣诞假日，八秩老友再次重聚更是无限兴奋。
    多年来两位老人通信很勤，有来必往，通常每月至少一次。
海峡两岸开始接触后，熊伯母关怀大陆众多亲友，托我为她办些汇款和转信的事，所以也开始和我通
信。
    ⋯⋯    1998年我再回台办理父母亲合葬时，最后一次拜见老人家。
她为了前一年母亲去世万分伤感，虽然耳背眼花，又不良于行，但神志清晰，口口声声感叹她的老朋
友们都走了，长寿实在不是福气。
她告诉我，湖南师大周秋光教授撰写的《熊希龄传》已经出版，特为要送我一本带回；并且说，熊老
遗稿整理和出版的工作，也正在进行。
她多年的渴望和努力，终于快要如愿以偿，她似乎可以放心了。
次年底我再赴台北开会，已赶不上为她送终，却正逢她的家人在善导寺为她做“五七”佛事。
两年内我接连失去了两位最亲爱的长辈，走进了大寺听见喃喃的祈祷声，怎能不悲从中来？
我为熊伯母叠了一堆锡箔，上香、行礼，但想不出还能为这位可敬的长辈做一点什么事。
    进入2l世纪，由于一个难得的机遇，结识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高艳华女士。
她为我编辑出版了《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之后，要求我推荐一些前辈们留下的自传性
文字，可以继续纳入“忆旧”系列。
我立刻想起了手头仅有的一本《往事》，于是先征求久蓉——它的催生者——的意见。
承她自愿负责将原书的章篇拆散，重新调整、组合、编排，并把久华为英文版撰写的序文翻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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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许多的细节与校订工作，经过艳华、久蓉和我三人不断通过电子邮件斟酌与商讨，使面貌一新的
《往事》于2007年与国内众多读者见面，并在半年内印刷两次。
200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百年纪念之际，《往事》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推荐为近年来三本经典女性自传
之一。
    熊希龄先生和张元济先生同为清末的进士，也都是维新派的青年成员。
戊戌变法失败后，同被清廷革职，各自离京从事文教、实业、边政工作，终生交谊很深。
1913年熊先生出任国务院总理组阁时，曾邀请张先生担任教育总长。
抗战初期熊先生病故于香港，1938年4月在上海举行公祭，祭文便出自张先生的手笔。
现在熊先生的续弦夫人毛彦文女士的回忆录能由张先生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再版，岂不是一件充满历史
意义的佳话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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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往事》为近代知识女性毛彦文于1986年90高龄时写的自传，以此回忆自己的一生。
毛彦文，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
，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
书中记录了这位近代知识女性的精神与生活轨迹；她与表哥朱君毅、北洋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两段情
感往事，是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段落。
《往事》中文字，带有女性特有的充沛情感，读来优雅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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