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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写《浮生八十》，用编年体、采取“监察院”和“妇联会”有关国家大事，社会情形，摘要记录，
供有志研究近代史者参考之用。
现在写《半世纪的追随》完全就蒋夫人指导下工作活动立题，用记事本末体叙述，使阅者一目了然，
知道各项活动始末。
但对于年月日，就不能按序编排，分五十篇，可以看出蒋夫人事业的演进和扩展，及我受蒋夫人的慈
惠，将一生三分之二时间，参加蒋夫人指导下工作，是无上光荣，亦属难得。
我因无二心，无奢望，安守本份，不见异思迁，不藉宠发展，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心安理得，平凡
终职。
虽其他著作，均分别问世，可以略见一斑，但此书乃最后作品，表示永感“总统”蒋公与夫人器重之
盛意。
其中纰谬必多，尚望工作同志，加以指正是幸。
    民国六十五年三月八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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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用和(1897—1990)，女，又
名禄园，字韵荷，江苏常熟人。
1923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受聘为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1925年赴美留学，先入芝加哥大学，后转哥
伦比亚大学。
1929年回国，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
1931年担任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校务主任，本年末，任宋美龄私人秘书，此后一直追随宋美龄左右。

1938年3月，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12月，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此后直至1948年，担任过国立交通大学教授、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

1949年去台湾，任“监察院监察委员”、“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本书《钱用和回忆录》回忆的就是她追随蒋夫人宋美龄那半个世纪的主要经过。

《钱用和回忆录》揭露的是民国秘辛，在大陆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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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用和(1897—
1990)，女，又名禄园，字韵荷，江苏常熟人。
1923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受聘为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1925年赴美留学，先入
芝加哥大学，后转哥伦比亚大学。
1929年回国，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
1931年担任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校务主任，本年末，任宋美龄私人秘书，此后一直追
随宋美龄左右。
1938年3月，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12月，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此后直至1948年，担任过国立交通大学教授、监察院
监察委员等职。
1949年去台湾，任“监察院监察委员”、“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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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半世纪的追随
自序
一、晋谒蒋夫人
二、接任校务
三、溪口随侍
四、我在官邸的生活
五、汴洛伴游
六、陪览名胜
七、南京工作
八、提倡新生活运动
九、西安事变
十、抗战开始
十一、逃难点滴
十二、抢救难童
十三、庐山会议
十四、妇运纵横
十五、诚挚的呈函
十六、黄山小住
十七、重庆大轰炸
十八、参政会议及劳军
十九、九龙坡上
二十、六全大会
二十一、胜利还都
二十二、重整旧业
二十三、国民大会
二十四、和平老人
二十五、欢迎夫人返国
二十六、成立妇联会
二十七、展开新工作
二十八、澎湖劳军
二十九、大陈劳军
三十、金门劳军
三十一、马祖劳军
三十二、台东劳军
三十三、慰劳花莲台风灾胞
三十四、南部劳军
三十五、成立妇工会
三十六、创设华兴育幼院
三十七、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
三十八、妇联会的改组
三十九、筹建军眷住宅
四十、复兴小学及幼稚园迁校纠纷
四十一、遗族学校三十及四十周年校庆
四十二、首创振兴复健医学中心
四十三、蒋母王太夫人百岁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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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成立女童军总会
四十五、皮以书总干事逝世周年悼念
四十六、马夫人与我
四十七、领袖蒋公
四十八、敬佩蒋夫人才学超群
四十九、半世纪追随印象常新
结语
第二编欧风美雨
序
自序
编辑例言
到美一瞥
一、奥勃林学校(Oberlin College)、之生活及附近参观游览
二、到支加哥后一年中之参观游览
三、支校卒业后之参观游览
欧游漫录
附录《海外闲吟》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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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晋谒蒋夫人一个长途电话，成为我生命史上的转捩点，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本一介
书生，以教书培育青年为职志，虽身为妇女，对妇女工作，既没有兴趣，更没有经验。
尤其工作范围宽广，很难把握重心，不如教书，有一条轨道可循。
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我觉得“安贫乐道”，意义深远，自求学问，与人无争，心地纯洁，精神愉快，所以我在民国十八
年秋，由美返国，因对于国内情形，在远离数年中，未免隔阂，决定先行任教，藉以观察社会，了解
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转变，再作发展事业的打算。
我友陶玄(孟晋)女士，鉴于我遭母丧的悲伤，请我回北平担任一女中功课，每周数小时，用改变环境
的方法，来冲淡我的哀痛。
因为她虽在南京任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但仍兼北平一女中校长，请我去，亦可为她从中帮忙
。
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时，主修教育，副修西洋史，每周数小时，这样可以教学相长，免所学荒芜。
年终孟晋催我回南京，介绍我于江苏省教育厅长陈和铣(孟钊)，任该厅编审，仍多研究机会。
当时编审，尚有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女公子芙，原为上海务本女塾同学，一堂切磋，我感到非常高兴
。
但她未到，编审工作实际由我一人担任，后来方添请一位。
督学相菊潭，薛钟泰，易作霖等，与编审同室办公。
我因编审工作轻松，就近兼任省立镇江中学教育功课，每周数小时，后应上海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谢循初先生邀聘，辞去镇中课，远兼上海暨南大学功课，每周末前一天去沪，星期天下午回镇江，对
编审工作，并无妨碍。
当时由南京或镇江无锡苏州，到上海兼课的教授很多，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二十年六月十八日，我自上海暨南大学授课后返镇江，教育厅编审室工友告诉我，昨晨南京陶校长有
长途电话来，请我回镇江后立刻赴南京一行。
至要！
至要！
我左右猜想，莫测事故，好在尚有两班火车，忽促整装，即至车站，购票登车赴宁。
下午四时抵下关，急驰车入城，径奔陶府，悉孟晋已外出，在紫萝兰理发。
我在等待期间，询老伯(配三)究竟孟晋有何要事，须我赶来，老伯谓未知详情，闻系蒋夫人托孟晋邀
请你，一切由她与你面谈为妥。
少顷孟晋归，告我蒋夫人拟请一遗族女校校务主任，托其物色人选(时孟晋与蒋夫人，张默君，同在立
法院，为首届女立法委员)，因思你曾任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校长，留学美国，现任教暨南大学，富
有教育经验，故特为介绍。
我坚持不甚适合，因我乃一书生，何以配合在蒋夫人领导下工作，我与蒋夫人素无渊源，了解不深，
生活背景各异，思想或有悬殊，与其接受工作后，倘有陨越，不如目前谢却盛意，且我已接受暨大下
学期聘约，不可失信。
孟晋谓“蒋夫人虽身居高位，和蔼可亲，非如常人所想像的贵族夫人，为她工作，一定能得信任，你
既来此，晋谒以致敬，亦礼所当然。
”她愿伴我前往晋谒，当即电话约定接见时间。
晚饭后至中央军官学校内蒋委员长官邸，但见院庭宽广，花圃成畦，绿荫碧草，景色宜人，洋房高矗
，朴实玲珑，别有一番气象。
我们通报后，传进客厅，陈设雅净，绛幔高垂，明窗净几，纤尘不染。
未几蒋夫人启门出，笑容满面，慈祥易近，美丽大方，令人起敬，我们趋前握手坐定，侍役捧上团龙
盖碗清茶，香味扑鼻。
蒋夫人略询我资历经验，即告我“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校务主任章绳以女士辞职，拟请我接替，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院长介绍一位毕业生，但缺乏教育行政经验，故属意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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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答以“我虽曾任女子师范校长，现在执教大学，亦无小学行政经验，遗族女校系小学性质，初
中只有一级，还请蒋夫人另选适当人才，免有陨越。
”孟晋为我代达感谢夫人器重盛意，但因由美返国不久，对于国内教育行政情形，不甚熟悉，且以任
教大学，书生本色，不善与人周旋，已接暨大聘约，故恳夫人即请金陵毕业生为合适。
将来夫人对我有所指使，愿效劳以供驱策。
夫人谓“陶先生请先回去，我同钱先生去参观女校，或彼参观后，可以发生兴趣。
”孟晋辞去，夫人即邀我同车，往羊皮巷遗族女校，在车中，夫人告我，“介绍时请不多言，依照指
示接谈。
”车抵女校，校务主任章绳以与陈士宏女士(章至友)出迎，引至校务主任办公室，夫人即谓章主任，
我特来介绍新校务主任钱用和先生，“钱对办学富有经验，想来早有所闻，何日交接，请当面谈定。
”章主任谓“七月一日会计年度开始较适当”，交接日期就此决定。
车中我向夫人面陈：“承夫人器重，只得暂为维持女校校务，至校务主任，仍请早日物色人选，我归
国未久，以执教为宜。
”夫人谓：“你到南京后，准暂兼课。
”谈次已抵中央军校官邸，夫人吩咐司机送我回陶府。
抵陶府时，大家探讯最后结果，我惆怅满怀，向孟晋理论说：“此次突如其来，蒙盛意介绍我于蒋夫
人，自当感激不尽，但事前未先征得我同意，匆促中晋谒蒋夫人，夫人邀我至女校参观，事前嘱我不
必多言，故难推辞，但我衷心任教大学，生活自由，不愿担任行政工作，还请为我婉谢。
”孟晋听我陈述后，面容严肃，谓“此事你亲自向蒋夫人章主任言明，七月一日交接，如何可以中途
变卦，岂非儿戏，我为你设想，暂时迁就，以后再说，倘一定坚辞，请直接表示。
今夜已深，亟应安睡，明日细加考虑。
”次日见报，蒋夫人已赴牯岭避暑，真是欲辞无从，只得即回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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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读者面前的这本《钱用和回忆录》的成书过程，可谓事多巧合。
我们在策划这一套回忆录丛书时，将本书列人选题计划，而且谢宋淑萍女士帮我们觅得了钱氏所著《
半世纪的追随》一书（对她的慷慨相助，致以诚挚的谢意），但找不到著作权的归属。
后来，我们因《钱昌照回忆录》而访问钱先生哲嗣钱士湘先生时，他说起了姑姑——正是曾经担任宋
美龄秘书的钱用和。
在与士湘先生的谈论中，我们进一步意识到这个身处机要、在民国妇女工作中屡担重任的女性身上，
定然有很多故事。
    钱用和性格内敛，行事低调，但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
她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善属文作诗。
大概正因如此，她得以和宋美龄有了几十年的因缘。
钱氏1929年自美回国，不久就被推荐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务主任，旋任宋美龄私人秘书。
她行事于练沉稳，又不喜张扬，因此深得宋美龄信任，在随后的40多年中，一直在宋美龄的指导下工
作，是担任宋美龄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位。
她为宋美龄襄理公务，宋美龄的很多发言、文稿，都由钱氏起草；她从宋美龄学英文，又协助宋美龄
补习中文⋯⋯二人既是上下级，也可以说义兼师友。
《半世纪的追随》一书，择要记录了作者在宋美龄左右数十年中的所见所闻。
据其行文语气及记载行踪之精确，可以推断很多地方取材于钱氏私人日记。
作为宋美龄所主持的一系列重要事业的见证人，钱氏的回忆颇具历史价值。
    钱用和又是一位教育家，去美国后，受杜威的影响很大，她对教育的独到见解也在此时形成。
因其思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将多有启发，本书又收录了钱氏所著《欧风美雨》——系作者根
据自身在美欧留学、游历的经历写成。
据其自述，“美国部分，多教育上之考察；欧洲方面，多文化上之记载”。
这些80年前的写就的文字，在今天读来依然鲜活有力，让人不得不思索欧美文化这些年来的传承与裂
变。
    《半世纪的追随》1976年在台湾出版，《欧风美雨》则是1930年由上海新纪元书店初版的。
此次出版《钱用和回忆录》，依据这两个本子，用简体字排出，并对标点符号及少数明显的疏误作了
改动。
鉴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本书相应作了一些删削处理。
    编  者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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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钱女士追随蒋夫人几五十年，任事忠诚，始终不懈，其所成就多非吾人所能知者。
近幸得先睹其所著《半世纪的追随》原稿，自早年晋谒蒋夫人之日起以迄今兹，以纪事本末体，叙述
五十年间之经过，计五十篇，系统分明，文字质朴，实为一难得之纪事文学。
　　——陈立夫清儒小学最明通，骈俪诗词精进同。
旧学推君能邃密，不徒美雨与欧风。
　　——蔡元培为钱用和著作题词钱韵赫先生途中西教育之学，浸润磅礴，无所不邋。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者，蒋公介石举以崇德报功，承先启后者也。
韵荷先生襄助其闻，亦至劳瘁。
课余事暇，本其经验学问成此宏著，卓然为后学之津梁、青年之楷式。
　　——叶楚伧（钱用和）学术精深，文章优美。
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固不能臻此境地；非具有卓荦之天才，深厚之修养，亦不能臻此境地也。
　　——江恒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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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名人回忆录·宋美龄私人秘书·半世纪的追随:钱用和回忆录》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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