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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厢情愿的包办婚姻
�

许德华在长沙师范读书期间， 开始受到
革命启蒙教育，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积极参
加了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学生运动，

1925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转入中国
共产党。

1926

年
9

月，

18

岁的许德华经党组
织选送， 秘密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
五期炮兵科。 由于许德华临行前没顾得上去
看一眼近在咫尺的家， 也没有来得及与未婚
妻告别，邹、许两家都不知道他在黄埔军校。

正在疑惑间，许德华寄信来了，还随信附了张
照片，身着戎装，威武英俊。邹希鲁知道，黄埔
军校是孙中山创办的，跟孙先生革命不会错。

1927

年夏， 许德华从黄埔军校毕业，分
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直属
炮兵营任见习班长，

9

月随南昌暴动和起义
军南下潮汕一带。在三河坝激战中，他身负重
伤，伤未痊愈，就急着去寻找部队、寻找党组
织。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辗转来到安徽寿

县，终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了学兵团的
教育副官，并策划组织武装暴动。他们的行动
被敌人察觉，一道逮捕令随即发出。在紧急关
头，他们接到组织的指示，机智地骗过哨兵，

逃出了虎口。不久，许德华等党员奉命打入西
北军冯玉祥部开展工作。

在前往冯部途中， 许德华向带队的请了
假，于一个中秋圆月夜，风尘仆仆地迈进了家
门。 （葛美菊）

胡适与傅作义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

胡适学识渊博，一生著述甚丰。

仅白话诗就写了千余首， 其中有一
些诗，胡适自称之为“应酬诗”。 如
《胡适日记》

(1937

年卷
)

中就有他作
的几首“应酬诗” 的记载

:

“

1

月
6

日， 傅作义为先父子余公建纪念
堂，来函征文，附上行状。历述他年
少时种菜挑担，赶马车，颇能纪实，

今特做小诗
:

拿得起鞭子，挑得起
重担，靠自己的力气起家，这是个
有担当的汉子。 ”傅作义将军读了
胡适寄来的诗，很是高兴，认为诗
写得好，朴实洒脱，挺有味道，很感
谢。 胡适其人谦和博雅，平日致力
于做学问， 并不喜欢上层交际应
酬，亦极少为高官将军及家人撰写
应酬诗文。 《胡适日记》中似只见到
他为傅作义将军先父傅庆泰写的
这首白话小诗，显示出他对这位抗
日名将是很有好感的，两人有些书
信交往。 据《胡适日记》透露，

1933

年长城抗战结束后，胡适曾托友人
送了几本自己的著作给傅作义。傅
很高兴，特亲笔复函致谢，表示一
定抽空拜读。不过总的来说两人交
往并不为多，有着“君子之交淡如
水”的意味。

傅作义，字宜生，是山西荣河县
(

今临猗县
)

安昌村人，生于
1895

年
6

月
27

日，比胡适小
4

岁，是同辈
人，家境背景、成长环境和人生轨迹
却迥然不同。傅作义家世代务农。他
的父亲傅庆泰生有三子一女， 长子
作仁，三子作良。傅庆泰起先从事背
人过河的苦力活，每背人过河一次
得制钱两枚，后被雇为船工，久之
稍有积累，同人合伙租船，从河津
运煤到潼关，积利渐多，得以买船
独家经营运输，十余年下来，傅家

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家世
背景促使少年傅作义发愤图强，并
塑造了他的正直善良的品格。

1910

年，他就读于太原陆军小学，辛亥
革命爆发后，傅作义已以战功而升
任晋军团长。他通谋略，以会带兵，

善治军著称， 常打胜仗。

1927

年
春， 他已升任晋军第四师中将师
长。 在征伐奉系军阀的战争中，傅
作义挥师征战，屡立战功，并在坚
守重镇涿州的战事中，以不足一万
军队，固守涿州三个月，多次击退
张作霖奉军主力的猛攻，扭转了华
北战局， 使北伐军摆脱了战略被
动。 涿州之战使傅作义声名大噪，

名满海内外。他亦由之而成为民国
军界一位传奇英雄。 蒋介石、阎锡
山、 冯玉祥等对傅作义评价很高。

那时胡适已结束了近一年的苏俄、

德、英、法、美等国海外游历，回到
上海，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
事会董事兼秘书，后又兼任所属编
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示清高与独
立，他并不想进入新成立的南京国
民政府当个教育高官，宁愿继续教
书办教育，纵然北大老校长、大学
院院长蔡元培再三相劝，胡适也不
为所动。 在上海，胡适读到《申报》、

《新闻日报》等报纸上刊登的称颂傅
作义守涿州立下功勋的诗文， 有些
感兴趣。 在致新月派文友陈源的信
中， 他提到

:

“……这位傅将军着实
很有些能耐。 我注意到他在危城中
的沉稳勇毅顽强，他体恤守城将士，

和大家同吃少油缺盐的糠菜团子，

坚持不开小灶。为阵亡士兵写悼词，

送葬，声泪俱下。 将士用命，众志成
城，无不以一当十，死战不退……这
真是很了不起的， 傅作义着实有着

大将风范。 ”语句中流露出赞赏。可
见胡适对傅作义印象不错。 胡适还
提笔录下刊登于申报副刊上的清末
民初的著名人士、 八十一岁的樊增
祥

(

樊樊山
)

的七绝诗一首，放在书
案上欣赏并作为与友人们的谈资之
一。诗如下

:

“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
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
我爱傅将军。”而傅作义本人虽是保
定军校五期高材生， 但并未受过高
等教育，他纵横北方战场久历军伍，

却每每以学识不足而觉自愧。 他对
胡适的学问可是一向很敬佩的，奉
为心目中的文化人偶像。

1933

年
1

月初，日本已侵占我
东北三省。 气焰嚣狂的日本侵略军
进犯山海关，威胁华北，天下震动。

傅作义分电阎锡山、 蒋介石、 张学
良，请缨上前线杀敌，并以绥远省主
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
全省同胞懔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
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

25

日，傅作义率领第三十五军
(

临时番
号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

)

浩浩荡荡
地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

2

月下
旬， 这支部队在北平近郊怀柔以西
牛栏山一带，阻击日军第八师团的
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

激战三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 战
局僵持间，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
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意旨，三次打电
话通知傅作义下令停战，召他去北
平“商谈要事”，讲明了中央坚持
以谈判解决冲突的方针。 傅作义
终因军令难违，在日军同意同时后
撤三公里停止交战后，傅作义下令
撤兵……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抗日之战胜
利的消息传出后， 全国各报均以大

字标题登载报道。 全国及海外各界
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北平慰劳， 送来
“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

等锦旗。蒋介石居然也来电慰问，奖
励了五万大洋，阎锡山奖五千大洋。

日本报纸则对傅部之勇敢善战甚表
惊叹

:

日本《朝日新闻》曾登载有如
下一段“……战地离北平城只有六
十余华里， 如不是傅作义部的精锐
部队阻击我军， 日军早已进入北平
城了。 ”

6

月
28

日，傅作义部晋绥军
奉北平军政分会的命令返回绥远，

将长城抗日牺牲的将士的忠骸收殓
安葬于归绥城北大青山下， 建立烈
士陵园。特致函胡适，请他作了一篇
白话体的三百二十字的长文及铭
词， 又由胡适请北大教授钱玄同书
写。碑文最后之铭词写道

:

这里长眠
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
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
礼， 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
血。

《胡适日记》记载，大青山公墓
碑竖立未过几年， 爆发了卢沟桥事
变。抗日军兴，战火弥天。傅作义下
令将此碑加以遮盖， 以防遭寇军破
坏……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胡适
早在应邀为傅作义父亲傅庆泰写
“应酬诗”的前四年，两人间就有了
书信交往。而且胡适作这类应酬诗
词也是要看对象，有所选择的。 如
傅作义将军廉洁自律， 爱护部下，

从不纵军扰民， 而对傅的抗日功
绩，胡适“打心底里钦佩得很”，所
以每当傅请他撰写诗文时便欣然
应允。 而此前，天津的北洋老政客
王荫泰曾托人请胡适为其父撰写
墓志铭， 表示愿付五百大洋酬金。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

20

世
纪

30

年代中期， 在华北三块大洋
就可购两担白米了。 然而胡适很鄙
视王荫泰等政客密谋策划搞亲日的
华北临时政府的卖国行径， 当时立
即就予以拒绝。

1937

年
3

月中旬，傅作义从绥
远驻地前往北平协和医院探望住
院动手术的参谋长鲁英麟。他的突
然出现受到众多医护人员，甚至病
人及家属的鼓掌欢迎， 令他感动，

再三躬身致谢。 听内科曹主任说
:

胡适先生上个月曾在这儿住院治
病。上星期已离北平去上海讲学并
处理事务。而傅作义本来是想借这
次难得的北平之行探望胡适先生
的。 胡适不在，令傅作义多少感到
有些惆怅。 在住院区病房里，傅作
义无意中发现一位医生的办公桌
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写有毛笔字的
毛边纸，俯身细看，居然是胡适写
的一首小诗

:

“镗———打———双响直
上天，霹雳霹雳全红鞭。家家户户欢
欢喜喜过新年。 不用政府花费一文
钱，只害我病床上几夜不安眠！ ”神
情凝重的傅作义将军读了诗，忍不
住哈哈一笑， 对胡适更增加了好
感，特吩咐随从副官将诗抄一份带
回去……《胡适日记》

(1937

年卷
)

中
恰也录下了这首“应酬诗”，“

2

月
13

日，北平住医院，护士中不少人
拿小册子来要我题字， 不得已，写
了一首过新年的山歌……”这首被
称之为“山歌”的小诗写得风趣盎
然。怪不得医生护士们争相传抄并
小心保存……

胡适与傅作义将军的那段鲜
为人知的交往， 给金戈铁马的战乱
年代增添了一段佳话。 （刘亦实）

许光达大将的传奇婚恋

两厢情愿的包办婚姻

�

开国大将许光达同
夫人邹靖华的婚姻是包
办的， 但包办得双方满
意，情真意切，并且相伴
终身， 这在共和国高干
的婚姻史上是极为少见
的。其实，许光达和邹靖
华从包办婚姻过渡到革
命伴侣， 他们的爱情生
涯也交织着血泪和坎
坷，路漫漫而情长长。

从放牛娃到寒门学子
�

许光达， 原名许德华， 乳名五伢子，

1908

年
11

月
19

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
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家。 母亲在他幼年
时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父亲许子贵，是
位老实本分的农民， 目不识丁。 岳父邹希
鲁，出生在书香门第，家道中落以后前一段
时间以教书为业，邹靖华是他的二女儿，乳
名桃妹子，

1913

年生， 比许光达小
5

岁。

邹、许两家本是门不当户不对，为什么能够
联姻，而且两家父母都心甘情愿呢？说起来
颇为奇特。

家里贫寒， 许德华年仅
7

岁还没有牛鞭

子高时就给别人放牛。 他非常羡慕学堂里读
书的孩子们， 常常利用放牛的机会偷偷来到
学堂窗外当“旁听生”。 那琅琅的读书声对他
很有吸引力，以至在一个寒冷的风雪天，他竟
不堪受冻挨饿而晕倒在地。

在学堂讲课的先生便是邹希鲁， 他早就
注意到这个偷偷听课的穷孩子。 如今见他在
窗外晕倒，这让他十分感动和爱怜，便立刻将
他救醒， 收下了这个学生， 且破例免收其学
费。

1921

年秋天，

13

岁的许德华考入了长
沙师范学校，在大伯的资助下，进了师范。

这所学校是邹希鲁的同窗好友徐特立创办
的， 后来徐将邹希鲁也聘来学校任国文教
员。

许德华深知读书不易，发愤读书，加以天
资聪慧，在同学中品学兼优，出类拔萃。 邹希
鲁非常喜爱和器重这个寒门学子。

邹希鲁打算给桃妹子找个人家， 于是想
到忠厚诚实的许德华，主动托人到许家提亲，

自是一提便允。这一年，许德华
14

岁，桃妹子
才

9

岁，都少不更事，他们的婚姻大事自然就
由父辈做主。亲事订下以后，邹靖华随父去长
沙，进了女子职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