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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宋庆龄（1893—1981），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

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被誉为“国之瑰宝”和二十世纪的伟

大女性。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 1843 号的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一

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故居

被高大的香樟树掩映于繁华闹市，安宁祥和。1949 年春宋庆龄迁

居于此，从此这里便成为她心中“可爱的家”。宋庆龄在上海寓

所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她对这里怀有深切的感情。1981 年宋庆

龄在北京去世后，中央决定将她在上海的家作为永久纪念地——

故居保存下来，供人们参观瞻仰。

文物见证历史。在上海宋庆龄故居，藏有宋庆龄相关照片、

书信、文稿、国务礼品、生活用品等文物万余件。这些文物，真

实地记录了宋庆龄浓厚深沉的亲情，精诚无间的爱情和她简约雅

致的生活；见证了她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

进行的不懈奋斗，以及她为中国革命事业建树的不朽功绩和为新

中国的建立、建设作出的独特贡献。



宋庆龄文物故事

002

文物讲述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

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

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2020 年正值故居主

体建筑落成百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结合历年研究成果，甄

选出 50 件珍贵的馆藏文物，以时间为脉络，通过讲述她对国家、

对人民、对亲友的真切情感和历史故事，还原一个真实的宋庆

龄，传承她“家的记忆、国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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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底片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文物中有四张玻璃底片，察其内

容可发现是一封书信，信的开头并未注明致信何人，只是用英文

写道“life of Sun Yat-sen by himself ”，即“孙逸仙自传”，信件

虽无落款，但可以辨认出是孙中山的笔迹。这封书信是孙中山写

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复函。整封信函千余字，内容是孙中山应

对方邀请撰写的小传。信函内容并不复杂，第一段为介绍此封信

由，是应对方邀请所写的小传；二三段主要阐述自己投身反清革

命运动的原因，并就治国方略等问题请翟理斯赐教；第四段简要

回顾了自己出生至求学的经历，是本信的主体；最后一段说明了

自己的信仰和兴趣。该函写于 1896 年 10 月底，此时孙中山刚历

经一场惊心动魄的拘禁，这封信与这段经历有着直接关 系。

1895 年 10 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避居

日本，后去美国。清政府令各主要驻外使馆密切注意“要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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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行踪，设法诱捕他送回国内治罪。1896 年 9 月，清政府驻

英公使龚照瑗收到驻美使馆公使的电报，说孙中山将从纽约坐船

去英国，龚照瑗遂让使馆参赞、英国人马格里花钱委托一家侦探

社跟踪孙中山。9 月 30 日孙中山到达英国，住在一家旅馆里，分

别拜访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和孟生。10 月

11 日星期天，孙中山去教堂做礼拜，路上碰到三个中国人，被诱

骗至使馆后加以拘禁。孙中山多次请使馆英籍工人柯耳代为向康

德黎传信，柯耳不敢接受，反而引起使馆更加严密的防范。在此

期间，龚照瑗密电清政府，说已包租一条船，缺款 7000 镑，请

“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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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赶快汇来。孙中山再次劝说柯耳代为送信，柯耳将此事告知使

馆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鼓励柯耳帮忙。后霍维夫人和柯耳

分别将孙中山被困使馆的消息告知康德黎，康德黎找到孟生，准

备积极营救孙中山。他们先雇侦探在使馆外面监视，又分别向伦

敦警察厅、英国外交部和《泰晤士报》告发。当伦敦警察厅查明

清使馆已包租一条准备开往广州的船后，马上报告了英国外交大

臣沙里士堡勋爵，同时派一些警察拿着孙中山的照片在使馆周围

巡逻，防止孙中山被押走。英国外交大臣不愿事态扩大，先通过

私人途径劝说龚照瑗放人，但龚照瑗否认拘押孙中山。英国外交

部命令马格里书面报告事实真相，并据此函告龚照瑗，指出清使

馆擅自逮捕和监禁政治犯，超越了外交特权的范围，如不释放，

英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龚照瑗回信说：“孙中山是大清臣民，

自动进入大清使馆，大清使馆是大清国的领土，英国政府无权

干涉。”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诱骗孙中山入使馆，并将他偷运回

中国处置，这两种行为都违反英国刑法。使馆这样做已经十分被

动，以后的事实证明，一旦消息泄露，英国政府一刻也不能容忍

此等行为。当伦敦警察厅的调查确证清使馆绑架了孙中山后，英

国外交部即于 10 月 22 日晚上 9 时 50 分将最后一份通牒式的照

会送到清使馆，“要求立刻将孙逸仙释放”。 10 月 23 日英国外交

部派人偕苏格兰场侦探长及康德黎至公使馆，龚照瑗被迫释放了

孙中 山。

孙中山 10 月 11 日被诱骗到使馆，10 月 23 日被释放，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