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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廷一先生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洋洋近二百万字，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老朋友，
我首先表示祝贺。
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一大喜事、盛事。
中国传记文学，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多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
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等身。
    陈廷一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完成《许世友传奇》三部曲
创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讨论会，轰动当时文坛。
与会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示传记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陈廷一先生传记创作也从此扬帆起步，疾飞奋蹄。
    陈廷一先生慧眼独具，选材新颖。
倘若说他的《许世友传奇》是在“活人不能立传”期完成，接下来他又在海峡两岸的“冰冻期”，适
时拿出了一部记述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的传记，更引起了大陆同胞极大的阅读兴趣。
此书像《许世友传奇》一样，先声夺人，畅销大江南北，发行百万，一版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文
学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奇迹。
    《宋美龄传》写作的成功，给了陈先生更多的自信。
同时，作者的名字也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作为传记文学的畅销书作家，被全国最大的城市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看好并
买断，签订了十年的写作合同。
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是中国出版界深化出版改革后，第一批被出版社买断的作家。
应该说这十年开启了陈廷一先生传记文学创作的“黄金期”。
军人出身的陈廷一先生非常珍惜这一机会，拿出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牺牲十年中所有的星期天、
节假日，几乎以每年一部新作的速度，先后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孙中山大传》《
蒋介石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宋查理传》《陈氏兄弟》《张氏父子》，为青岛出版社带来
了社会经济双效益，成为该社的一块金字招牌。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则是陈廷一创作的“钻石期”。
陈先生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集中力量完成了《民国四大家族全传》这一宏大巨著。
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应该说，讲共和国的历史，不讲民国的历史不行；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讲民国的黑暗、腐败不
行；讲中华民国的历史，绕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历史。
有言道：“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
”这是对民国历史最生动的诠释。
    “四大家族”无疑是中华民国之谜。
    “四大家族”的致富秘笈是以权谋钱，银行变私有，国产变家产。
    “四大家族”的最大背叛是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叛。
    中华民国后来作为一个衰败落英的王朝，时间虽过去大半个世纪，但世人对它的兴趣仍然未减。
应该说它的初创，颠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后来的蒋中正背叛孙中山，国
将不国，山河破碎。
研究中华民国之落英，不能不研究“四大家族”及其悲喜人生。
    为对历史和读者负责，陈廷一先生多年潜心研究钩沉，采用最新史料和观点，多元呈现，解密释惑
，融史料、故事、轶闻于一体，增加可读性、启迪性和真实性。
剖析家族隐私，解读民国命运，史料全面权威，观点精辟深刻。
相信这部巨著，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陈先生文风动人，笔功扎实，行文自然流畅，我想他吸引世人注目、成为畅销书大家的奥秘大概就
在于此。
    以上仅是我对陈先生和其书的印象，聊作他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的序言，也是对他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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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友先    二○一二年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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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廷一，现任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传记学会理事，中国通
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2005年荣获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十佳”称号，2010年荣获“中国当代人
物传播100家”人物。
作品《孙中山大传》和《宋氏三姐妹》分别荣获1999年和2003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许世友传奇》
荣获河北省作协文学金牛奖；《共和之路——孙中山传》荣获2011年首届华侨文学奖纪实类最佳作品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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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213 犯难北上，孙中山偕庆龄登上了“永丰舰”／213 英年逝夫，宋庆龄泪洒北平 面对现实，继承
遗志，化悲痛为力量 第十九章宋氏兄弟／224 总统遗嘱的见证人让宋子文一夜成名／224 宋子良上任广
州银行行长／227 宋氏兄弟的“钱袋”／229 第二十章宁汉分裂／233 武汉下了一场小雪，美龄冒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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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宋子文呼吁中国全面开放／294 美援机构成了宋氏三兄弟的“专利”／298 第二十四章蒋宋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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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螃蟹）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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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
这是国共合作汤”／451 “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453 “我算不算共产党
员？
”／455 “如一切事情要再重复一次的话，我还是愿意同样地生活”／457 尾章穴留中国，魂飘异国
／462 附录：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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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海南文昌的宋氏祖居坐落在离文昌县城30多公里的酒镇古路园村。
一片小丘陵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更有龙眼、荔枝、芭蕉、杨桃、木菠萝，这些南国花木
呈现着完全不同于北国风光的奇姿异彩。
高大的椰树和槟榔参差其间，迎着海风，像振翅欲飞的大鹏。
红覆翠盖之下，掩映着一处小巧的房舍。
门楣上挂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宋氏祖居”匾额。
祖居坐西南朝东北，好像日夜翘首相望着先祖所迁来的大陆方向。
进得门来，左边有两间住房，青砖砌墙，椰木桁架，室内陈设着淡黄色菠萝木老式家具。
1866年，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的宋查理就出生在这里。
 不过，初生的宋查理既不姓宋更不叫查理。
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血统，韩姓子孙。
关于海南他们韩家这一支，历来众说纷纭。
最早的说是秦始皇扫灭韩国时，韩国宗室的一些人不愿臣服暴秦，渡海而来。
晚的说是清兵人关后，为反抗异族统治，从山西迁来。
而至今健在的宋查理的侄子、宋霭龄的堂弟韩裕则称，他们这一支韩姓，是宋朝宰相韩琦的后代，到
霭龄这一代，恰是韩琦的第三十代孙。
不论哪一种说法，韩家移居海南都有久远的历史，可称是开发海南的功臣。
宋查理本名韩教准，他上有兄政准，下有弟致准。
他的父亲韩鸿翼，是当地的一个商人，家道殷实。
因为他有些文化，思想开明，乐于助人，当地人一般不以世俗的老板相呼，而尊称为先生。
韩教准出生的时候，正遇上黎山的老虎到文昌江饮水，乡人认为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父亲为
他取了阿虎的乳名。
但只凭这个兆头并没有给阿虎带来什么好运，这一年文昌瘟疫流行，不久他的父亲也染上了慢性病，
生意不能正常经营，还要天天吃药花钱，家道开始衰落。
年幼的阿虎并不甘心在贫困中煎熬一生，他开始捕捉改变自己和一家人命运的机遇。
文昌弹丸之地，却是全国著名的侨乡。
在阿虎幼年的时代，文昌人到南洋、印度、澳洲、南北美洲和欧洲谋生的，就已超过了文昌本地的人
口总和。
每年总有一批批从海外回来探亲的、祭祖的、办货的，这些人不论在海外混得怎样，回乡时总要西装
革履、头戴礼帽、手拎皮箱，一副发了大财阔老板的模样。
他们谈起话来，也不再是本地人那种狭隘的天气呀、收成呀、儿女呀之类，总是民主、选举、机器制
造、商业信贷等新名词，再就是添油加醋的个人冒险发财奇遇，撩拨得田里海上整日苦作的乡人心里
痒痒的，于是就又有一批也甩下渔网锄头，豁了身家出去闯荡。
受到这种乡风的影响，小小的阿虎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到海外一展身手。
机会终于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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