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香梅與台灣國民黨高層關係密切。數十年來，
她在海峽兩岸與美中兩國，知名度之高，活躍時間之
長，恐無人出其右者。這還得從她的丈夫、美國 「飛
虎將軍」陳納德說起。

抗戰愛情佳話
一九三七年春，美國飛行教官陳納德，收到蔣介

石夫人宋美齡一份工作邀請，問他是否考慮一項三個
月使命，對中國空軍做一次秘密調查。此時，宋美齡
任中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陳納德看到抗日戰爭迫在
眉睫，美國也將捲入漩渦，於是欣然同意。

這年四月，陳納德乘美國加菲爾德總統號客輪，
經日本轉道，七月抵達上海，謁見宋美齡。他在回憶
錄中記述： 「一位穿着巴黎式流行長袍的年輕女子輕
步跑了進來，洋溢着熱情與活力。我推測，那是羅伊
一個年輕朋友吧，便仍安坐不動。羅伊捅了我一下，
隨即說道： 『夫人，我可以向您介紹陳納德上校嗎？
』原來，這比我想像中要年輕二十歲的女人，就是蔣
夫人！她講英語帶着南方尾音。這初次見面的印象，
使我至今尚在迷惑之中。那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
： 『她永遠是我的女王。』從此以後，我隨她一道工
作，共度漫長而艱苦的抗戰歲月。」

一九三八年，陳納德受命在柳州籌建中國航空訓
練學校。一九四○年，得到羅斯福總統特許令，陳納
德在美國招募飛行員一百多人，包括機械、行政、醫
務等航空志願人員，總共二百八十九人，組成飛虎隊
於次年七月進駐昆明，對日作戰。

美國向日本宣戰後，飛虎隊正式入編為美國空軍
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晉升少將，任中國戰區空軍參
謀長，並負責駝峰航線的物資運輸。據史料記載，一
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飛虎隊擊毀日機兩
千六百多架，擊斃日軍六萬六千多人，建立了輝煌戰
功。

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爆發，陳納德四十四歲，陳
香梅只有十二歲，彼此互不相識。陳香梅與五個姊妹
跟隨母親，從北平遷居香港。香港淪陷後，陳家六姊
妹跋涉數千里，流亡到大後方。

抗戰已近尾聲。一九四四年初冬，美軍第十四航
空隊總部新聞記者會上，陳納德邁着堅定大步，在主
位上落座。他的臉孔布滿皺紋，有一個倔強下顎，深
沉眸子流露出堅忍神色。將軍銳利的目光掃射一周，
「午安，先生們。」他的視線觸到一個穿着陰丹士林

旗袍、梳着兩條小辮的女孩，於是眼角邊的皺紋深陷
下去， 「以及女士！」他補充道。那個女孩就是陳香
梅，芳齡十九，中央社昆明分社記者。

陳香梅回憶說： 「我對他雖認識不深，卻對他敬
仰萬分，因為他滿腔熱血，不遠萬里而來，協助中國
訓練貧乏的空軍抵抗日本惡霸。幾次在新聞記者會上
見到他，我就覺得這個美國男人，實在是一個好男人
。」一九四五年五月，陳納德回國前，與陳香梅吻別
： 「我會再回中國。」

半年後，陳納德重返中國，已與妻子離婚。衝破
一些阻難，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兩人訂下婚約，赴
南京晉見蔣公夫婦。陳香梅寫道： 「宋美齡夫人確是
才貌雙全的美人，而且智慧甚高。她的標準高領旗袍
，長及足。旗袍紐扣多是翡翠和珍珠鑲配，名貴高雅
，別有韻味。初見面時，她拉着我的手用英語和我交
談。」

聖誕節前夕，這對新人用一把繳獲的日本軍刀切
開結婚蛋糕。蔣公夫婦贈送象牙雕刻及一對江西瓷燈
枱為賀禮，派葉公超到上海代表致賀。

婚後，陳納德夫婦卜居台北，育有兩個女兒陳美
華、陳美麗。宋美齡認兩個女孩子做義女，名字是蔣
介石親自取的，承襲美齡的 「美」字而來，還送了兩
枚圓形名章。

一九五八年七月，陳納德病重，宋美齡遠從台北
到美國新奧爾良市醫院探望。陳納德深受感動，苦於
氣管切開，不能說話。宋美齡風趣地說： 「你平時說
話太多，今天讓我來說話。」陳納德已升為三星中將
，宋美齡還是稱呼他 「上校」，領導飛虎隊時的官階
。十天後，陳納德離世，宋美齡與許多美國軍政要人
一起，參加了葬禮，素車白馬，極盡哀榮。

北京「秘密之旅」
陳納德一生清廉，沒有留下多少財產。將軍謝世

後，三十出頭的陳香梅思緒一片迷惘，猶如落水者想
抓一根救命稻草。她深知，光靠丈夫的名聲只能風光

一時。
痛定思痛，陳香梅帶着兩個幼女，移居美國華盛

頓。她先入喬治亞城大學工作，並拜師學習演講。工
作之餘，她用英文撰寫《一千個春天》，記述與陳納
德婚戀故事，於一九六二年在紐約出版，再版十次之
多。

陳香梅了解，不同種族的異國人在國外，即使其
他方面有成就，不參與政治，永遠淪為二等公民。一
九六○年，共和黨總部主任委員哈門夫婦來找陳香梅
，請她入黨。陳香梅說： 「我在喬治亞城大學的一個
停車位還有問題，你們若把我該有的停車位爭回來，
我就入黨。」為此，她後來笑言，當初入黨是為了一
個停車位。

陳香梅雖不是內閣成員，卻是美國政壇最有影響
的華裔第一女性。三十多年來，從甘迺迪到克林頓，
先後八位總統對她有所任命。她是共和黨內主任委員
，並任共和黨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同時，她也是台
灣在美國國會 「院外集團」的重要成員。

隨着形勢變化，陳香梅的思想也發生轉變，認識
到海峽兩岸分裂狀態不應持續下去，和平統一是大勢
所趨、眾望所歸。她對中共懷有戒心，與中國駐美聯
絡處素無往來，直到中國駐美首任大使柴澤民把她 「
爭取」。

穿針引線的，是黃埔軍人蔡文治將軍，邀請陳香
梅到馬里蘭州住宅晚宴，說明陪客只有柴澤民一人。
陳香梅赴約，柴大使已先到。他是個大高個，穿着 「
毛裝」，國字臉上架副眼鏡，一口濃郁的山西口音。
這是陳香梅平生第一次與中共官員握手！

蔡家晚宴是中國火鍋，炭火熾紅，鮮湯沸騰。柴
大使帶來廖承志一封親筆信，用的是私人信箋，稱香
梅賢甥。信中說，他代表鄧小平歡迎她回中國訪問，
希望早日成行，再首良敘，辭意非常親切。最後還附
帶一句，未到北京之前，中方絕對保密，請她放心。

廖承志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其父廖仲愷是國
民黨左派領導人，與陳香梅外祖父廖鳳舒是親兄弟。
廖家是大家族，長輩政見懸殊，過年過節偶爾相聚，
陳香梅兒時記憶中，表舅廖承志喜歡與小孩子開玩笑
，還用鉛筆給她們姊妹畫過漫畫像。

與柴大使會面，是一九八○年十一月下旬。這年
十一月初，里根在大選中獲勝，陳香梅作為競選主任
委員出了大力。她親自請示里根，帶了里根親筆函，
在總統未正式上任前，以特使身份秘密訪華，參議院
共和黨副領袖史蒂文斯同行。她又建議，北京訪問之
後，再去台灣。里根認為，這個建議甚好。

十二月陽曆除夕，陳香梅與史蒂文斯參議員夫婦
，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會合，即飛往北京。一九八一
年元月四日，鄧小平接見陳香梅一行，坦率批評了有
些美國人的錯誤觀點，強調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重
要性，指出： 「由於台灣問題迫使中美關係倒退的話
，中國不會吞下去。中國肯定要做出相應的反應。」
中國最關注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問題。

里根是共和黨保守派，在競選中發表了許多有損
美中關係的言論。陳香梅把里根親筆信呈遞鄧小平。
大致內容是：我很高興讓陳香梅代表我去中國，我向
您保證，當選總統後對華政策保持不變。鄧小平聽了
譯員翻譯後，不斷地說： 「很好，我們很佩服里根先
生的遠見。」

元月五日，陳香梅一行飛抵台北，受到蔣經國接
見。陳香梅重新把里根的外交政策講清楚：只有一個
中國，這是個大前提！可是，對兩方面的意見我們都
可以採納，都可以考慮，都可以聽。

心中永存遺憾
一九八一年春，陳香梅收到中國駐美大使館轉來

急件，又是廖承志的親筆！
香梅甥女：
宋副委員長委託我寫信給你，請你盡可能去見蔣

夫人，告訴她姐姐很想念她的妹妹並希望能見她一面
，因為姐姐的身體最近不大好，她也聽說蔣夫人也十
分想念、並想見她的姐姐。

如果你能夠向蔣夫人面陳一切，玉成這兩位姐妹
三十多年未見面而終於能夠見面的好事，將是一件很
大的功德。

我也受了這方面最高黨政大局的委託，歡迎蔣夫
人來北京探親，屆時我們必定會對蔣夫人盛情接待和
予以最高的禮遇。

蔣夫人到北京後，逗留多少時間，對外是否發表

新聞，都聽從尊便。至於其他問題，見了面就都可以
談，我們將加以考慮。

陪同蔣夫人來什麼人，都由蔣夫人自己決定，孔
令侃兄能同來，我們也歡迎。

同時，這事體關係重大，請你妥辦保密。
鄧穎超副委員長也請你轉致對蔣夫人的問候。
這事你如能盡快做到，我將萬分高興。如果有些

結果，請早日覆我一信或告知柴大使轉告我也一樣。
你近來好麼，鄧大姐問候你，請你代為問候孔令

侃兄，歡迎他同蔣夫人一起來北京看看孫夫人。孫夫
人並囑告令侃兄保存的孫先生的檔，一起帶來。

經普椿也問候你。祝
安好！
廖承志
三月二十六日
一九八一年
宋慶齡完全同意。
信末 「宋慶齡完全同意」字跡潦草，但絕對是宋

慶齡親筆，並有她的英文簽名，看來孫夫人已病入膏
肓。陳香梅不敢耽誤，很快找到孔令侃。但是因為種
種原因，她未能與宋美齡見面！萬般無奈，只有請孔
令侃轉交。她等了許久，才有一句回話： 「告訴宋慶
齡，信收到了。」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宋慶齡逝世。

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早晨，陳香梅與我，在
北京長富宮飯店有過一次單獨交談。陳香梅透露： 「
她們那個時候希望在香港見面。香港見面就比較，喏
，沒有這麼敏感了，對不對？沒有成功。」她低垂着
眼瞼，緊緊抿着嘴唇， 「但是沒成功。」

宋美齡何嘗不渴望骨肉團聚、親人相見！有廖承
志於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宋慶齡英文信函為
證。

親愛的叔婆：
隨信附上的東西您也許會有興趣。這些消息是從

美國工作的同志那裏得來的。我相信來自可靠的人，
儘管是間接的，但他們是用了大力氣，從您的親戚和
妹妹那裏得到這些消息。

有趣的是知道您妹妹是怎樣看您的。而我相信這
並不是不可想像的。不僅如此，在一個美國人—里
根的信使，和一個中國人到過北京後，她表露了她的
感情，而這種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義更
多一些。

更有趣的是，大衛．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電話告
訴了我們。如果沒有弄錯的話，我想大衛是為您而這
樣做的。

特德（廖承志英文名）
二○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晚，在北京長富宮飯店，

我單獨見陳香梅時提起，信中的大衛．金，就是台灣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蔣經國基金會顧問丁大衛。
陳香梅含笑點頭，證實了我的猜想。她補充說，廖承
志經常有信給我，每一封我都保留着。

陳香梅赴上海參加八十壽宴前夕，二○○四年九
月二十九日，她與我在北京長富宮飯店單獨交談，第
一次向外界透露： 「這條路是我開的。那
時見鄧小平，鄧小平曉得我要到台灣去
。他說： 『你應該讓那些已經在台灣的
人，讓他們回到大陸來探親。』這是鄧
小平提出來的。我到了台灣就對經國先
生講，經國先生說 『可以考慮』，他
這個人還算蠻開明的。後來，經國先
生很快就宣布退役軍人可以回到大陸
探親。」

建議兩岸開放探親的事，早在
一九八一年，鄧小平與陳香梅第一
次會面，就向她提出了。這也是陳
香梅於二○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晚，
當面向我透露。蔣經國去世前，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灣當局宣
布開放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揭
開了兩岸民間交流序幕。

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晚
，宋美齡逝世當天，陳香梅與我在越洋談話中，
特別提到蔣夫人一直堅持中國不能分裂。她深情回憶
孫夫人病危時，託她帶信給蔣夫人的往事，她說： 「
這對中國近代史上濃墨重彩的姐妹，生前幾十年遠隔
萬里重洋，至死未能見上最後一面，這成為我心中永
遠的遺憾。」

▲陳納德（後排右一）與陳香梅（後排
右二）帶着兩個女兒，看望宋美齡（左
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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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一月，與鄧小平的歷史性
會晤。左一為史蒂文斯，右一為廖承志

▲陳香梅與蔣經國攝於美國華盛頓家中

海峽兩岸開路先鋒

▲二○一五年九月八日，陳香梅（左）
、陳美麗（右，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中國
古典文學教授），與本文作者（中）合
影

▲一九六○年四月，宋美齡（左
）為陳納德銅像揭幕，陳香梅應
邀回到台北

初秋北京，有了些許
怡人涼意。
二○一五年九月伊始，陳香梅攜小女兒

陳美麗訪華，參加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
念活動。九月八日中午，我來到北京東方君悅酒店九

樓套房，母女倆剛從湖南芷江返京。
我問陳香梅： 「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出席北京 『九．三

』 閱兵，國民黨內部有輿論認為，這是給大陸抗戰史觀 『
背書』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也公開表示 『不宜參加』
。連戰還是頂着壓力來了。您怎麼看？」

「我覺得很好！這是很好的事情，使雙方關係能夠
有進步。所以，我非常高興。我期望，雙方不斷進步
。往前走，加深關係很重要。一路走來，還是有很
多困難，雙方要多了解、多努力。」 年已九旬

的陳香梅，行動不便，身體發福，談鋒
仍健。

▲二○一五年九月二日，習近平主席為
陳香梅佩掛中國人民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紀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