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故居那些年的名人轶事

□李伯新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全国上下呈现一片祥和景象。外资进入内地沿海设厂，如雨后春

笋，人民生活逐渐改善的情况下，孙中山故居也就建起宽敞明亮的接待室，接待人员经过

培训，素质也相应提高了，而各方领导人来视察参观，也较前公开了，接待水平也相应有

所提高。

叶帅心目中的孙中山故居

1982年 8月，我们接到通知，叶剑英元帅即将到故居参观。他来的前一天，有一位穿

大校军服的军官来和我们作接待准备，我们愉快又细致地做卫生检查准备工作。大家都想

一睹这位老帅的风采。当时我虽是副馆长，但由于我对孙中山的资料较熟悉，分工我做接

待。

第二天，一列车队驶至故居，其中有一辆中巴，开门后先卸下一张轮椅，接着叶帅由

其家人扶下车，坐上轮椅。叶帅是由王震、吴南生等陪同前来的。见到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叶

帅脸色红润，精神奕奕，我们心中都很激动。过去只在电视新闻及报纸上见过他，现在见

到真人，又距离这么近。

我详细介绍了在孙中山故居楼下的孙中山每一件遗物，叶帅和随行的人员都用心地听。

在介绍到故居楼上书房时，我从孙中山在这里进行医人、医国活动讲起，一直讲到与陆皓

东商谈反清起义活动等，叶帅听了不断点头。

参观完故居，众人在故居庭院照相留念。叶帅弃轮椅站立着和我们合影留念。第一批有

叶帅及其弟、王震、吴南生、李耀祺、李斌、方馆长和我；第二批是其家人；第三批是警卫人

员。站立久了，老人十分疲劳，照相毕，叶帅坐回轮椅时，面部神经松驰，嘴巴张开。其孙

女连声说：“爷爷闭口。”叶帅又恢复正常，轻松谈话了。他指着故居问：“这座故居是原

样的吗？有没有遭到破坏？”我回答：“孙中山设计建成的故居，式样至今不变，可颜色

曾有改变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曾遭清兵查封，其管家的人员烧毁了书籍信件；日本

侵华期间，怕飞机轰炸，曾将墙粉刷成绿色，现又恢复原状。”他点点头说：“这样才

好！”

在陈列馆参观，叶帅见到永丰舰的照片时，引起了他的一段回忆。他指着照片说：

“1922年 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到了该舰和叛军作战，我是孙中山的保卫营长，

也住在此舰。”说着又指着永丰舰的后半部说：“孙中山住在此室，我住在他旁边的室的

窗口。”又对我说：“胡应球（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在该舰当二副。孙先生在军舰上住了

几十天，后见斗争环境不利，就离开舰队去上海了。”事隔数十年，叶帅的记忆还是很清

晰的。可能此事在他的一生中不是一件小事吧。

廖公的最后一次光临

1983年 2月 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及夫人经普椿由中山县人大主任李

斌陪同前来故居参观，同来的还有杨尚昆及夫人等。廖公身穿一套黄褐色中山装，当进入

中山故居庭院时，廖公对我说：“你用广东话给我解说好吗？”我迟疑一下，说：“杨老

听不懂广东话怎么办？”杨老接上说：“我已来过一次了，你同廖公讲吧。”杨老的随和

使我心里乐滋滋的。

我先向廖公介绍了孙中山亲手种植的酸子树。廖公随手摘几块酸子叶尝了尝，对夫人

说：“呵，有点酸味”。说完，又走到水井边。我向廖公讲述这里原是一间小屋，孙中山就

在此诞生。现在这座故居是孙中山亲自设计的。故居落成后拆去小屋一角，开井以作生活汲



水。廖公说：“饮水思源，饮水思源。”故居门口两边的对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是

孙中山手书的。旁边有宋庆龄题写的“孙中山故居”木牌。廖公站着欣赏了一会，说：“两

个人的字迹有点相同”。当来到孙中山当年进行革命活动的书房时，我又介绍了孙中山虽

然当过两任大总统，两任大元帅，但他家里没有什么遗产。廖公赞道：“他的遗嘱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在这里是一个体现。”     

在参观陈列馆中，廖公看到了那幅 1916年孙中山夫妇、廖仲恺夫妇和胡汉民等参加在

日本东京举行的“欢庆制度取消一笑会”上的合影照片，指着其中一男孩说：“这个是我

啦！我们都很熟络的，1921年孙先生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居住观音山。我当时在广州读

书，离家路远，中午这餐饭就和孙中山夫妇一齐同台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当时吃饭很

清淡，没有大鱼大肉。哈哈！一晃又几十年了”。他显得很兴奋。

我们预先准备好文房四宝，请廖公等人题字。廖公说：“我的字很差，不用写了

吧！”他夫人说：“你都最后一次来了，还不写下几个字（用广东话说）。”我很高兴廖

夫人的帮忙，但又预感到有点不妙，就说：“廖公这次来后，明年有机会再来视察我们的

新成就。”他点头笑笑，捋起右手衣袖，用笔汲饱墨汁，挥上“三多黄花几十载，民主革

命第一人”。廖公是广东惠阳县人，他解释说：“三多在我们家乡附近，当时孙先生委派

郑士良于 1900年在三洲田起义，在三多祝打了胜仗。这是兴中会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没有爆发就流产了。而这次战斗打响，震撼朝廷，结果因弹尽援绝而失败了。后来这

支部队发展至 2万多人。由 1900年三多祝起义至 1911年黄花岗之役，领导起义推翻清朝民

主革命，应数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人”。在座听了都鼓掌。他的字苍劲有力。四尺宣四句话已

写满，正要落款签名，廖夫人走过来说：“这么多，还不够？”我说：“请经大姐也题字

留念。”她摆摆手说：“我不会，不要请我。”笑着快步走了。接着我请杨尚昆同志题字。他

说：“我签名留念就行了。”他在留念册上签名，廖公也签上名字。

就在廖公别后月余，噩耗传来，他不幸逝世，他留下的墨宝已成遗墨。

杨尚昆关心翠亨建设

1984年 1月 2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与王震等来广东省视察时，

到孙中山故居参观。签名留念后，杨老对我说：“陈列馆我都看过了，我去饮杯茶吧！”

我当即安排了其他同事接替我讲解，就陪杨老去接待室。杨老说：“你们的建设又有点新

变化了，绿化不错。”说话间我们已登上 2楼。饮茶时，杨老指着茶叶说：“你们的茶很香

滑呀！”我介绍这种花茶，是自种自采的米碎兰花，洗净晒干，用锅炒香，放在茶叶里，

就会产生这种效果。我送了一点米兰花给他带回去泡茶用。他很高兴地说：“近日香港商人

郭得胜先生来中山县，捐赠一座中山纪念堂，你县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纪念堂建在哪里

合适。我认为最好建在翠亨村，和中山故居及中山纪念中学连成一片，有馆、有堂、有校，

设施增多，游人就会增多。这里会逐步兴旺。但有些人认为开大会不方便，利用率低，建在

县城人流会多些。这和我的看法不一样。”他对翠亨建设很关心，令我感动。

邓大姐题字后道：“写斜了！”

1984年 12月 14日，我接待了周恩来总理夫人、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她亲切的言行举

止令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事有凑巧，正好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县籍日语专业的学生在此实习。他们认为接触日本

游客可以加强口语，晚上还可以辅导我馆接待部人员学习日语。当他们知道邓大姐将至，

就要求作为我们接待工作人员一起去接待。我们申明纪律后同意他们参加。

邓大姐在中山市委书记谢明仁等陪同下来到中山故居。她细心地看遗迹听介绍，然后

走到故居庭院，见到满院都是接待人员和游客。我代表中山故居纪念馆送上一张孙中山手



迹复制品“百年长乐”赠给她留念。她很高兴，问我在这里工作了多久。我说：“有 30年

了。”她点点头说：“很好。”她在酸子树下桌子上的留言册上留了言，签了名和日期。搁

笔时忽然说：“哎呀！写斜了，写斜了！”原来是写名字时有点偏斜了。我们相视一笑。邓

大姐转过身来对故居工作人员及来实习的大学生说：“你们来这里工作是很光荣的，很有

意义呀！因为中国出了一个孙中山先生，你们在这里要好好干。”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受到

很大的鼓励，有的激动地回答说：“我会好好干下去的”。

邓大姐步出故居庭院时，一群从港澳来旅游的青年向她问好。大姐亲切地问他们：

“你们从前来过这里没有？”有人答：“我是初次来。”有的答：“来过几次了。”邓大姐

点头说：“你们要多来这里呀！要多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精神！”因为她年纪大了

就上车去故居接待厅，聆听孙中山的讲话录音。还未进入接待厅，她语重心长对我说：

“你在这里一口气干了 30年，很好，要努力建设好这个地方，接待好这里的游客呀！”她

的勉励，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表示会把工作做好的。当她听完孙中山讲话录音时说：

“孙先生具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充满爱国主义热情。我早年在天津见到他和夫人，他对我

们学界很大的鼓励，我至今还记得。翠亨村这个地方是很好啊！”

（选自《中山党史》2003年第 1期、第 2—3期。文章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