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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44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宋庆龄与孔祥熙、孙科、宋美龄等

九人被授予“一等卿云勋章”。卿云勋章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颁授的重要勋章

之一。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

1943 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更让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对未来的战势充满信心，遂

决定授勋以嘉奖有功之人。40年代初的宋庆龄由于战火蔓延，不得不离港赴渝，

在渝期间，宋庆龄继续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为灾区、解放区军民筹募大量物资

和善款，同时，她也从不讳披露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即便如此，蒋介石仍将一

等卿云勋章授予她，除出于政治影响方面考虑，也是对宋庆龄在抗战时期所作的

贡献的承认，确实符合卿云勋章“创办救济事业，规模宏大，福利社会”的授予

条件。 

[关键词] 

1944年元旦授勋令  卿云勋章  宋庆龄  蒋介石  

 

1944年元旦授勋令 

1944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举行开国纪念典礼。中枢在政府主席蒋介石的

带领下先在花园遥祭国父，礼成之后全体人员至大礼堂参加元旦纪念暨授勋典

礼，随后蒋介石致训词，强调要继承孙中山遗志，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① 

同日，国民政府发布元旦授勋令，颁发一等卿云勋章及一至三等景星勋章，

共计 200多枚。被授予一等卿云勋章和一等景星勋章的人员为： 

一等卿云勋章：孔祥熙，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王宠惠，何应钦，

宋庆龄，蒋宋美龄。 

一等景星勋章：张人杰、邹鲁、冯玉祥、阎锡山、张继、熊克武、柏文蔚、

李烈钧、叶楚伧、覃振、朱家骅、刘尚清、钮永建、李文范、王伯群、章嘉、马

麟、沙克都儿扎布、胡毅生、刘哲、麦斯武德、宋子文、陈果夫、许世英、周钟

①《中央日报》1944 年 1 月 2 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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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吴忠信、翁文灏、陈树人、陈大齐、贾景德、林云陔、商震、陈布雷、张伯

苓、莫德惠、王世杰、邵力子、张群、龙云、陈诚、薛岳、吴鼎昌、顾维钧、魏

道明、傅秉常。① 

可见获得此次授勋最高荣誉“一等卿云勋章”的仅九人，这九人之中，除宋

庆龄以外，都是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蒋介石的重要政治伙伴或至亲。孔祥熙，

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孙科，时任立法院院长；居正，时任司法院院长；戴传贤，

时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院长；王宠惠，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

长；何应钦，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妻子，还是军事委员

会航空委员会委员。而宋庆龄当时的头衔只是 1943年 10月 4日国民党中央第二

百三十九次常务会议上与张静江、邹鲁、冯玉祥等 17 人一起被增选的“国民政

府委员”；此外就是她的特殊身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蒋介石的妻姐。 

1944 年正是抗战的最后关键时刻，国民政府选在此时发布授勋令显然是对

战局有着乐观的估计。宋庆龄 40 年代初刚从香港抵达重庆，她在这战时首都要

摆脱国民党的约束，发出自己的声音，较之在香港是困难许多的。这期间她做了

些什么，在统一抗战的大前提下，她如何周旋于国民党官场和她自己的救济事业，

这一段时间她与蒋介石的关系如何，获授卿云勋章是偶然还是必然。下文拟就这

几个问题作粗浅的论述。 

 

时代背景 

1944年元旦授勋令涉及人员众多，规模庞大。当时离 1945年 8月抗战彻底

胜利尚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选在这个时候授勋是综合国内、

国际因素所作的考虑。 

1、抗战形势转好。 

1941年 12月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

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向中国政

府重申敬意，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此后的一段时间正是国共联手抗战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兄弟阋于墙而

外御其侮”的古训得到实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交锋，共产党军队在

敌后组织游击战，双方互相牵制敌人，抗日战争已处于僵持而又有利于中国的情

势之下。 

①《中央日报》1944 年 1 月 1 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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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11 月蒋介石“趁热打铁”，指派宋美龄赴美求援。宋美龄凭借其出

众的个人魅力和超凡的口才在美国所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激发了美国人民同情中

国抗战和支援抗战的强烈愿望，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力。1943 年 9 月 6 日至

13 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规

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

长。10月 10日，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与此同时，盟军在主要战斗中

连连获胜，进入战略总反攻阶段。 

蒋介石 1944年元旦对全国军民所作的广播表明他已认定抗战即将胜利，“…

…我们七年苦战，到今天已开辟了光明的前途，昌明了世界的正义，同时更进一

步巩固了胜利的基础……”
① 

2、开罗会议的召开。 

1943 年 11 月 22 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商讨

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日本等问题。蒋介石率宋美龄、王宠惠、商震、周

至柔、林蔚、董显光等中国代表团一行前赴开罗。12月 3日，《开罗会议共同宣

言》在重庆公布，“全国军民欢跃鼓舞之情形，为数十年所未见”。② 

蒋介石对于开罗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他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称：“在

这次开罗会议中，英、美两国和我们中国一致同意，要剥夺日本第一次大战后所

夺得或占领的太平洋上一切岛屿……这样一个重大而有力的共同决议，可以说在

十年前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而到了今天已成为事实了。”③这次会议无异于给他吃

了一颗定心丸，使得他对于此后的战势存了志在必得之心。他在 1944 年 2 月召

开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印证了这点，他认为“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

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

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了。”“今后的战局，

敌我的形式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出于主动的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

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④ 

所以，1944 年，蒋介石认为抗战胜利在即，召开开国纪念会的同时发布授

勋令，还举行了授勋仪式，一为表彰有功之人，提升凝聚力，二为鼓舞士气，做

最后一击。 

① 《新华日报》1944年 1月 1日，第一版。 
② 《蒋介石传》，杨树标、杨菁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4 页。 
③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0页。 
④ 《蒋介石传》，杨树标、杨菁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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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云”及其他勋章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勋章名目众多。有采玉大勋章、中山勋章、中正勋章、

卿云勋章、景星勋章，还有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宝鼎勋章、忠勇勋章、云

麾勋章、忠勤勋章等。卿云勋章通常和景星勋章一起颁授，但就颁授数量而言，

卿云勋章比景星勋章少得多，当然也就珍贵得多。 

卿云和景星勋章于 1941年 2月 12日开始颁行，颁授对国家政务著有勋劳之

公务员及对国家社会贡献卓著之非公务员或外籍人士。分一至九等，一、二、三

等大绶，四、五等领绶，六、七等襟绶附勋表，八、九等襟绶。卿云勋章的中心

为卿云，四周为光芒，“卿”与“庆”古字通用，“庆云”象征祥瑞之云；景星勋

章中心为五角星形图案，“景星”犹如“德星”。 

事实上卿云和景星勋章台湾地区一直沿用至今，是台湾现行的《勋章条例》

规定的五种勋章中的两种。《勋章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分别从公务员和非公务

员两方面规定了颁授卿云及景星勋章的具体条件，可为参考： 

公务人员有左列勋劳之一者，得授予卿云勋章或景星勋章：  

一、于国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制度之设施，著有勋劳者。  

  二、于国民经济、教育、文化之建设著有勋劳者。  

  三、折冲樽俎，敦睦邦交，在外交上贡献卓著者。  

  四、宣扬德化，怀远安边，克固疆圉者。  

  五、办理侨务，悉协机宜，功绩卓著者。  

  六、救助灾害，抚绥流亡，裨益民生者。  

  七、维持地方秩序，消弭祸患，成绩优异者。  

  八、中央或地方官吏在职十年以上，成绩昭著者。  

  九、襄助治理，贤劳卓著，迭膺功赏者。  

  非公务人员有左列勋劳之一者，得授予卿云勋章或景星勋章：  

  一、有专门发明或伟大贡献，有利国计民生者。  

  二、创办救济事业，规模宏大，福利社会者。  

  三、在国内外兴办教育、文化事业历史深长，足资模范者。  

  四、保卫地方，防御灾害，屡着功效，足资矜式者。  

  五、经营企业，辅助政府，功在民生者。  

  六、学识渊深，著述精宏，有功文化、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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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致力国民外交，贡献卓著者。 

如前文所述，1944 年元旦，国民政府除发布授勋令之外，还举行了授勋典

礼，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云麾勋章、宝鼎勋章三种军职类勋章，获授者共计

41 人。宋美龄、何应钦、程潜等人获授青天白日勋章；贺国光、钱大钧等人分

别获授一至三等云麾勋章；张治中等人分别获授二至三等宝鼎勋章。
①可见授勋

典礼主要针对军职类人员，而同日发布的授勋令则涉及各类人员，范围更广些。 

此外，抗战胜利后，1945年 10月 10日国民政府又颁授了“抗战胜利勋章”。

该勋章授予对抗战有功的文武官员和社会领袖人士，襟授，有表，不分等级。抗

战胜利勋章的颁授范围非常广泛，蒋介石颁布了 19道授勋令，共计颁出近千枚，

1946 年后又有颁发，共计一万多枚。当然，宋庆龄也在授勋之列。但显然，相

比之下，1944 年元旦仅有九人获授的一等卿云勋章更能反映宋庆龄在抗战时期

所作的重要贡献和不容置疑的影响力。 

 

受勋者之一宋庆龄 

宋庆龄自 1927 年出走苏联以抗议蒋介石背叛大革命的行径之后，长期与国

民党保持距离，言行间从不讳表露对蒋介石当局的不满。但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开始，在民族大义面前宋庆龄选择了求同存异，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国共两

党的桥梁，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居住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竭尽所能开展救济工作，

尤其向游击作战区提供了大量基金和医疗物资。直至 1941年，战火蔓延至香港，

宋庆龄才不得不离开，前往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 

重庆的大环境完全不同于香港，宋庆龄所渴望的自由呼吸的空气不复存在，

但她并未因此而偃旗息鼓，在重庆的四年时间里，她十分有技巧地把握着与国民

党、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团结抗战的大前提下，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各项工

作。 

1、广泛募款，支援抗战。 

1942 年 8 月中旬，宋庆龄在重庆重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并继续担

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此后，宋庆龄便开始投身于争取国际援华团体和个人援助的

工作中去。经过努力，保盟同美国援华会等各国援华机构恢复联系，继续向国外

报道和宣传中国的抗战局势，募集善款。 

① 《中央日报》1944年 1月 2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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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不断呼吁民主、团结，要求给予解放区平等的待遇，取消政治封锁，

她认为每一个为抗日而受伤的战士都有资格得到治疗。1942 年，宋庆龄向国际

和平医院交付 1.2万美元善款；向抗日根据地捐款 6万美元；为延安创办洛杉矶

托儿所提供钱物。
①1943 年，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 5.45 万美元，医疗

工作 87411.5美元。② 

宋庆龄还将募得的捐款分配给她所支持的中国工合和伍智梅 ③的中华女子

职业学校（Refugee women’s industrial school）。伍智梅是当时的国民参政会的参

政员，为妇女难民们筹建了可以教她们自食其力的工业学校，宋庆龄认为这样的

举措十分有益于社会，因此“不把钱给我自己的基金会和中国工合，而是给这个

学校，他们更加需要”
④。 

2、为河南赈灾，发起国际足球义赛。 

1942到 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省发生罕见的大饥荒，国民政府的腐败和

失职导致饥荒未能得到及时的控制，灾情愈演愈烈，约有五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

病。宋庆龄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痛心地说：“河南的饥荒非常恐怖，是多年来最

严重的灾害……死尸赤裸裸的横在马路上，狗啃食着尸体，人们以树皮，杂草，

树叶，花生壳为生。还有人吃人肉，父母杀小孩，饿极了的人吃难民的尸体。如

果食物不赶紧运送过去，500多万人月底会死去。”⑤不同于蒋介石当局对灾情的

漠然，宋庆龄决定立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马上寄钱到安徽买谷物，但交通成

问题。我们需要谷物种子。我在写电报给纽约的救济组织，呼吁他们帮助我们。

但我所尽的微薄之力只是杯水车薪而已。”⑥ 

1943 年 5 月，保卫中国同盟举办了赈济豫灾国际足球义赛。由于孙夫人宋

庆龄的巨大影响力，这次义赛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多国驻华大使莅临参观，

很多民众去看比赛都是出于对孙夫人的景仰，为了表示对孙夫人的工作的支持。

这次义赛共得善款国币 125530 元，后汇交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专用作赈济豫

省灾民。⑦ 

① 《宋庆龄年谱》上册，盛永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46 页。 
② 《宋庆龄年谱》上册，盛永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68 页。 
③ 伍智梅（1898——1956）：广东台山人。先后在夏葛医科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学习。归国后曾在

广州设立汉持医院。历任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候补监察委员兼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省党部委员。抗战时期

被聘为第一、二、三、四届国名参政会参政员，广州市立法委员。后历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制宪

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1956 年 11 月 12 日在台湾病逝。 
④ 宋庆龄 1943 年 4 月 8 日致范妮·波默罗伊·布朗信，耶鲁大学藏。 
⑤ 宋庆龄 1943 年 4 月 8 日致范妮·波默罗伊·布朗信，耶鲁大学藏。 
⑥ 宋庆龄 1943 年 4 月 8 日致范妮·波默罗伊·布朗信，耶鲁大学藏。 
⑦ 《宋庆龄年谱》上册，盛永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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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席社交活动，对外发出中国的真正的呼声。 

除继续从事救济工作，身在战时首都的宋庆龄还多次出席社交场合，尤其是

涉外的场合，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外发出自己的声音。如，1942年 4月 17日出席

中美文化协会在孔祥熙官邸举行的游园茶会；5 月 13 日出席中苏文化协会同仁

招待会；8月 4日参加蒋介石为史迪威离华举行的饯行宴会；10月 3日出席蒋介

石、宋美龄举办的欢迎威尔基的晚宴；11月 11日出席蒋介石欢迎英国议会代表

团的晚宴；1943 年 4 月 13 日出席美国驻华大使馆招待中苏人士的晚宴，等等。

宋庆龄还邀请美国军官们到她家做客或参加慈善性的社交舞会，以增进交流， 

对于被禁止出国
①的宋庆龄来说，只有在这些场合，她才有机会向那些外国

高官或者媒体记者们介绍她自己所做的工作以及她所了解的真实的、未经粉饰的

中国的局势。这期间宋庆龄与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一行人建立了良

好的关系。受到宋庆龄的影响，史迪威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实行封锁，

还派遣美军观察组驻延安。史迪威还曾大力协助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

救济工作，用美军飞机运送药品、医疗器械及救济物资到延安和解放区，并从其

所管辖的军用仓库拨出一些药品和物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时的宋与蒋 

在渝期间，宋庆龄并不回避与蒋介石共同出现在一些公开场合，也跟别人一

样尊称其为“委员长”。为统一抗战的大业，宋庆龄不再公开发表反蒋言论。但

这决不表示她已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 

宋庆龄始终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初到重庆，出席林森、于右任等诸多国

民党中委到场的欢迎茶会时，宋庆龄严正指出，“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

主，发扬民气”“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

徒，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倘若先生泉下有知，也会谴责这帮不肖之徒的！”②

在给友人的信中她也无奈的写道，“我所看到的只有内部的腐败、不惜任何代价

立即实现和平的渴望和对自由派持久的控诉，我看不到有什么有希望的东西可写。

当我只看见乌云在地平线上翻滚时，我不能违心地描绘出一种五光十色的情

景。”③她甚至拒绝参加 1943 年 10 月 10 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典礼，以

示对国民党反共决定的抗议。 

①《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39 页。 
② 《宋庆龄年谱长编（上）》，尚明轩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437 页。 
③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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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则一直以来都试图把宋庆龄拉入自己的阵营，但每每失败。 

早在 1941 年 4 月，宋庆龄还居住在香港的时候，他就曾发电报给宋蔼龄，

“香港中央银行孔夫人：请大姊约孙夫人与仪甥早日来渝同住为盼。弟中正”。①

他料到自己发出邀请不可能成功，于是想了折衷之法，通过大姐宋蔼龄约宋庆龄

以及外甥女孔令仪一起到重庆居住，以为如此宋庆龄就会软化。但显然，宋庆龄

没有去，连宋蔼龄也没有去，两人都在香港一直住到沦陷前几个小时。 

所以当 1941 年底宋庆龄还是由于战乱别无选择去了重庆，蒋介石是非常高

兴的，他终于可以将“国母”这面大旗树在自己的身边。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如

此“戒备森严”的首都，宋庆龄还是不断做出令他觉得分外不和谐的举动，这边

想方设法为解放区争取权益，那边还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的背叛与腐败。 

虽然如此，蒋介石对宋庆龄还是无可奈何：宋庆龄是蒋夫人宋美龄的二姐，

蒋心存顾忌；作为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国民党内外，甚至国内外都有

着巨大的声望，蒋不敢妄动；此外，宋庆龄所做的救济事业确实有益于社会，有

益于国家，而且无人可以替代，这些民众都看在眼里，不因是否合乎蒋的意志而

改变。      

宋庆龄抗战时期在香港和重庆所做的工作符合卿云勋章“创办救济事业，规

模宏大，福利社会”的授勋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从蒋的角度出发，既

然无法在实质上把宋庆龄争取过来，那就只能在形式上制造宋庆龄与国民政府、

与国民党的亲密关系。所以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前夕授勋，孙夫人宋庆龄获授最

高荣誉“一等卿云勋章”，确是“合情合理”。 

 

1945年 11月，抗战全面胜利后不久，宋庆龄便离开重庆，离开国民党官场，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上海。在这里，她重新出发，将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

福利基金会，竭尽所能开展战后救济工作。而蒋介石则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

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曾经的荣耀和辉煌都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成了灰烬，也只有保

存下来的物件还能证明那一切，确实存在过。 

①台湾国史馆档案，全宗名：蒋中正总统文物 卷名：蒋中正致亲友函（三）  典藏号：002-040400-00003-02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