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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香山女侠冶徐宗汉与民国第一所贫儿院

徐宗汉的革命背景

徐宗汉出生在一个买办兼茶商家

庭，受其大姐徐慕兰新潮思想的影响，形

成了十分豪爽的性格。徐宗汉年轻时就

对社会公益付出极大的热情，她与张君

竹私交笃定，张竹君所兴办的女学堂和

医院都给予了徐宗汉极大的慷慨相助。

徐宗汉经过两次婚姻，18岁的她听从父
母之命，与当地富商的儿子李晋一结为

夫妻，然而李晋一在婚后不久便因病而

逝。徐宗汉并没有因为年轻守寡而放弃

生命斗志，她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穿梭

于革命中，加入许多反斗争协会，还私下

组织各种协会来号召爱国志士加入保卫

国家的斗争中。除了在精神层面的支持，

她还通过自身创办的组织为抗战在第一

线的组织运送枪支弹药，后来与革命家

黄兴结成一对革命夫妻。

说起二人的姻缘，则与一次战斗息

息相关。1911年 4月 26日的广州城，当
地市民被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惊扰了一

晚，直到凌晨 4点多枪声才有所暂停。太
阳从东边升起，有一位满身血污的汉子

慢慢靠近珠江南岸的同盟会，这位汉子

正是徐宗汉等待和对方接头广州起义的

黄兴。此时的黄兴和敌军大战了数回合，

但敌军众多，黄兴势单力薄，最终兵败而

归，右手还断了两根手指。徐宗汉看见黄

兴满身血污，二话不说马上为他包扎伤

口，黄兴对面前这位给他包扎伤口的小

姐很是面熟，一直觉得好似在哪里见过，

突然灵光一闪，他把回忆拨到四年前的

槟榔屿，那时他随着孙中山去槟榔屿筹

集战争资金，也正是因为这样历史机缘

让黄兴与徐宗汉结识。四年前徐宗汉在

守寡不久后便挥泪作别一对儿女去了南

洋槟榔屿，她的二姐徐佩瑶在那里执教，

而恰巧碰见为革命向华侨筹款的孙中山

和黄兴。这二人到了南洋之后不仅听不

懂马来语，还人生地不熟，反倒徐宗汉的

马来语十分熟练，和别人基础交流都没

问题。看孙黄二人在南洋的窘况，徐宗汉

便心甘情愿当起了二人在南洋的翻译。

由于从小接受过的事物比较新潮，徐宗

汉有着很好的语言能力，不仅外国语言

说得棒，本土湖南话她也掌握得游刃有

余，成为当时孙中山和黄兴的得力助手。

孙中山和黄兴终于在南洋筹得了革命善

款，回国临行前对翻译出色的徐宗汉大

为夸赞，说她应该参加革命，把能力应用

到国家需要的地方。

后来黄兴在徐宗汉的帮助下离开广

州逃到了香港，二人在撮合下结成夫妻。

回到上海后，黄兴在刚建立的中国临时

政府担任陆军总长，而徐宗汉本以为也

可退居幕后专心相夫教子，然而却在丈

夫的支撑下创建了民国第一所贫儿院，

专门收留因战争失去父母的孩子，为他

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政治格

局还在不停地变化，国民政府也经历了

不少动乱。一生都在为党国征战的黄兴

因劳累过度和连年的征战，再加上革命

事业坎坷，最终肝病复发吐血而亡。失去

丈夫的徐宗汉整日悲痛忧伤，加上北洋

军阀取得了江苏地区的军权，她也就不

再过问政治，直至后来又目睹了国民党

政府消极抗战，鱼肉人民以及贪赃枉法

的行为，便更消极地对待现实，终日青灯

古佛，手持佛珠，苦度余生。

投身妇女事业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为了鼓励更多

妇女不坐以待毙和谋求解放，徐宗汉活

跃在妇女界的各个活动中，还受到了民

国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接见。孙中山对

她的行为给予了鼓励，还授予她多种殊

荣。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上海
中华女界联合会”就是徐宗汉与上海博

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的，以此来

鼓励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而徐宗汉

被推为该联合会会长。一些有为青年为

了帮助国家能站立起来，选择出国深造，

徐宗汉为了促成其行，尽力资助，在一年

之间便耗完全部家财，不得不开始变卖

家产和房屋，生活一时之间陷入困境。在

后来的几年中，徐宗汉还和别人联手开

办女子学校，对外称女子工读学校，实际

上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该学校创

办的宗旨是培养平民女子掌握知识与技

术和谋求妇女的自强自立和解放，采取

民主办学的方式，不设校长。徐宗汉还资

助一些贫民女生的学费，办学中大量的

组织协调工作也由她担任。陈独秀十分

重视这所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女校，还多

次到校讲授政治时事，一些中共中央的

委员也常去学校做演讲，国共两党关系

得到了缓和，这一切都和徐宗汉的努力

分不开。

数百贫苦儿童的慈母

1912年 1月，南京成立临时政府，
那时的南京城外有许多儿童因战乱无家

可归，广东北伐军姚雨平在转战苏北之

后将收留的 200 多名孤儿都带回了南
京。当时的黄兴已经是陆军总长，徐宗汉

看到 200多名无家可归的孤儿就显现了
母爱天性，内心十分着急。她认为这些难

童不少是烈士遗孤和国民后裔，应好好

地善待并培养他们。因此她怀着一颗慈

爱的心勇敢向当时国民临时政府进言说

要建立一所机构来收养这些难童，同时

她还呼吁社会各界勇于伸出援助之手，

甚至她也对海外同胞积极宣传，希望大

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这些难童有饭

吃、有学上，不再孤苦。黄兴看到妻子为

这些难童每日奔波，内心大受感动，他首

先就带头捐出巨

款，社会各界也开

始纷纷慷慨解囊。

资金筹集完

毕后，建院一事就

着手操办起来，孙

中山还为徐宗汉

所创建的民国第

一所贫儿院题名

“开国纪念第一贫

儿教养院”，贫儿

院的所在地在南

京升平桥上元县。

早在建院之初徐

宗汉就想好了章

程，目的为抚育孤

儿，使他们能学有

所成，报效社会。

贫儿院建好之后

首批入院的就有

700—1000 名 难
童，年龄都在十岁

左右，最大的也只

有十四五岁。贫儿

院内开设了小学、初中及高中各种课程，

还特别分化了文理课程以及实用的专业

技能知识。贫儿院的一切事宜都由徐宗

汉和周其永负责，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

副官处起协办作用。初创时当时任南京

临时政府总统的孙中山一次拨出了办学

经费 8000元，并规定以后江苏省长每月
要拨出 2000元来作为协助。贫儿院对那
些孤儿的教育主要以实际应用为主，有

木工、烹饪、商业、会计等，学生可在学完

一定的专业技能后，受到贫儿院的推荐

前往社会各单位任职，让他们自食其力，

安家立业，在这过程中也为国家输送了

一批有用的人才。

贫儿教养院为了促使贫儿进一步

发展，徐宗汉通过黄兴门下学生在安徽

宣城办起了一个大农场，专供一些农林

专业的学生来进行实践。农场所在地方

雨量充足，气候温和，十分适合各种瓜

果蔬菜的生长。当时贫儿院的学生实习

时间为半年，轮流安排让学生到农场实

习，每批将近有 100人。贫儿教养院有
了农场和工厂的依托越办越好。除了日

常的学习实践外，农场还经常举办各种

活动，这些活动时常邀请社会各界名流

和捐款人来共同出席。由于徐宗汉深受

先进思想的影响，她给予农场员工非常

优厚的条件，将自己融合到员工中，经

常和员工在一起吃饭谈心，和蔼可亲。

最终生机勃勃的农场抵抗不住战争的

爆发，沦为废墟，这座倾尽徐宗汉心血

的地方也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化为烟云，

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行为促进了当时

儿童教育，安抚了社会因贫苦儿童发生

的动乱，具有现实意义。

徐宗汉在当时特殊的境况中坚定不

移地创建了民国第一所贫儿院，让无家

可归的儿童找到了归宿，年轻时的徐宗

汉挣脱了封建桎梏，走向社会，积极投身

于汹涌澎湃的民主革命洪流，成为近代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一生都在为公

益事业操劳，奋战在革命的第一线，为中

国的妇女、儿童、难民、教育、慈善等事业

奔波操劳了 40年，值得后人铭记心中。
渊据叶兰台世界曳冤

徐宗汉，一个坚定的革命

者，从豪门巨富家的千

金、上层名流家的富太太到为国

家赴汤蹈火的同盟会员，她参与

了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在民国

时期建立第一所贫儿院，因为她

相信那些流落街头的孤儿都是国

民的后裔，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中

华民族的有用之才，如果对这些

儿童呈放任心理，将是最大的遗

憾。徐宗汉的爱国慈善之心受到

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好评，但最终

她崇高的事业也被卷进了战争的

洪流，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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