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苦中作乐的启示（苦与乐的例子）

1938年8月3日下午，江津的一个港口，一艘小客轮缓缓靠岸了。

觉醒年代》里曾经意气风发的陈独秀。

此时的他已经近60岁高龄，手里拿着一把蒲扇，神情疲惫困怠，而旁边搀着他的，
则是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女子，面容朴实中带点清秀，搀扶着陈独秀的模样满含恭敬
。这正是他此时的妻子——潘兰珍。

陈独秀的原配妻子已经去世，第二任妻子高君曼
也离他而去，此时的潘兰珍和陈独秀，真可以算得上是患难夫妻了。

刚刚经历了五六个小时的轮船颠簸，陈独秀显得老态龙钟，比这更让人难过的，是
岁月的侵蚀，人
情的冷暖。他刚刚出狱，借宿到
朋友家，却躲不过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
看似探望实则盘查的逼问，哪怕是落魄之时，陈独秀也从不会折腰低头，烦不胜烦
的他便从朋友家离开，继续飘零之旅。

这时候，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潘兰珍这个小女子。

他们看上去本不般配，年龄相差29岁。一个是革命先师，文化大家；一个却没什么
文化，是个不懂政治的女工。但偏偏命运让他们结合在了一起，而且生出了一段苦
难岁月里相依相伴的感人爱情。

潘兰珍1908年出生在江苏南通，那是个农民家庭，家里很穷。才4岁的时候，家里
就穷的揭不开锅了。还是个小女孩的潘兰珍随着父母逃难到了上海。

父亲在一家外国人办的烟草公司做工人，母亲则出去捡垃圾卖钱。父母就靠着这点
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大家子。添了弟弟妹妹后，家里生活更艰辛了，才13岁的潘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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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为这个家做出牺牲，到一家纱厂去做了童工。

一晃四年过去了，潘兰珍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她还不知道的是，自己早被工厂里
的工头盯上了。17岁这年，她被工头强暴，生下了一个孩子，但她一个孤苦的小女
子哪里有能力去养大一个孩子。不久，孩子就生病夭折了。

接连遭受打击的潘兰珍一度丧失希望，可这事儿她又能如何？只是在命运的玩笑中
默默忍受了。

极
其痛
苦的潘兰
珍来到了父亲所在
的烟草厂工作，租住在熙华德路一个
亭子间。也就是在这儿，她碰到了落魄的陈独秀。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隐姓埋名躲到了上海，就租住在熙
华德路石库门的一座楼房里，和潘兰珍成为了邻居。

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但却对这个新来的姓“李”的先生很是好奇。
他看起来有50多岁，眼睛炯炯有神，待人虽和善，但自有一种气度在，不像是一般
人。

她有时候主动帮他些小忙，陈独秀也对她很是客气，得知她凄苦的身世后，更是感
叹良久。

时间长了，潘兰珍渐渐喜欢上这位李先生。但她自知自己身份低微，配不上他这样
的君子。

潘兰珍不知道的是，陈独秀此时的处境很是危险，正是人生的低谷。

去年一部大火的革命剧《觉醒年代》，把陈独秀这个革命先锋带进了大众视野，让
大家看到了课本中一个被定为“右倾主义分子”的陈独秀，原也曾是中国早期革命
者眼中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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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电视剧只演了前面，后来的陈独秀，政治上犯了右倾错误，被组织开除，与许
多朋友分道扬镳，曾经最好的朋友李大钊，也已经为革命献身。

曾一直陪在身边的高君曼，也因种种不和离他而去。而自己最为看重的两个孩子陈
延年陈乔年，也被蒋介石杀害。

他一手打出一片天下，可这天下，现在却没有他的位置。此时国民党当局还出3万
大洋重金悬赏他。此时的陈独秀，可真是落魄之至了。

经历过世事沧桑的人，才更懂得
小小温情的可贵。
更何况，这人间世道，哪里是一个小女子所能承受的呢？这乱世，不知道有多少像
潘兰珍这样受苦受难的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都能翻
身自己做主吗！

陈独秀同情潘兰珍的遭遇，又见她没读过书，便在空闲的时候教她认字明理。潘兰
珍此时方才22岁，容貌秀丽而内心朴实，和她说话的时候，陈独秀感到前未有过的
宁静和安心。几日不见，就常常记挂着。

不久，他们同居了。潘兰珍悉心照顾着陈独秀，她对他既是爱慕又是仰望。他身上
有她不知道的太多东西，一方胸怀容纳天地，那是她永远也企及不了的高度。

陈独秀则发现潘兰珍学东西很快，她聪明伶俐，常常一教就会，而且谦虚好学，每
次陈独秀教她什么，她都十分认真，学得很快。

而且，她从未问过陈独秀的事，只是珍惜和他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更没谈过什么名
分，能陪伴先生这一路，她已然觉得知足了。

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年，潘兰珍照常去打工挣钱，回来后又悉心照料陈独秀的饮食起
居，默默付出。两年的相濡以沫，两人相亲相爱，苦中作乐。

后来潘兰珍见自己大概是怀不上孩子了，便和陈独秀商量想抱个孩子过来。陈独秀
应允后，潘兰珍便抱来了一个女儿，名为“凤仙”，随着母亲姓潘。

正在她将女儿送回老家的时候，陈独秀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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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潘兰珍回到上海，听说她的“李先生”失踪了，她惊骇万分。有人说他或许是抛
下潘兰珍走了，在这样的世道里，这委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潘兰珍却坚决认为
，“李先生”绝不是什么始乱终弃的人。

她想，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以至于慌张到连个消息也没有留给她。潘兰珍下定
决心，一定要找到他。

四处打听下，无人知道“李先生”。 潘兰珍这时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仔细问问
他的身份呢？哪怕知道一两个昔日的好友，她也有迹可循，不至于如今这样无处可
依。

“这不是我的李先生吗？”
她找了一些有文化的人问陈独秀是谁，这才知道与自己相处了2年的“李先生”，
竟然是北大教授，中国革命的先驱，曾经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但不管他是何种身份，在潘兰珍眼里，他都是她的“李先生”。

打听到陈独秀此时已经由上海押往南京，潘兰珍当即辞掉了烟草厂的工作，安顿好
养女，带了一些盘缠和陈独秀的字画，即刻奔赴南京。

当陈独秀看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弱小女子时，刹那间落下泪来。

他以为这一场变故，两人注定要天涯相隔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会得知自
己入狱的消息。至多以为自己始乱终弃离她而去，伤心一阵之后，总是能开始新生
活的。

有时候，自己在牢里也回想起这两年的点滴回忆，偶尔会突然妄想：是否还能再见
她一面？

陈独秀怎么也没想到，潘兰珍会孤身一人找到这监狱里来。他真的是小瞧了她这小
女子，她比他想得还要坚毅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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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回去吧！莫要被我拖累了，我在监狱里能给你什么呢？”

纵然感动，但陈独秀清楚，潘兰珍这一路过来经历了多少苦楚。他不想她再跟着自
己受苦。

潘兰珍只是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只笑着让陈独秀赶紧尝尝自己带来的饭菜。

陈独秀有个学生叫段锡朋，当时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次长。他见潘兰珍如此重情，也希望她能留下来陪陪陈独秀。便提出让潘兰珍住到
他家里去，方便来回探望。

潘兰珍拒绝了，她认为段是大官，住在那儿不方便。便随即在监狱旁边租了个房子
，去给人洗碗、端盘子、缝补衣服，靠着做零工赚的钱维持生计。

还好监狱允许探视，毕竟陈独秀的影响力还在，国民政府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潘兰
珍有空就去看他，陪他说说话，有时甚至还跟他同住，典狱长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有潘兰珍的努力跑腿儿，陈独秀俨然把监狱当成了研究所，在这里读书写字，研究
文字，著书立说。还做了许多诗，纵然身在牢笼，心却依然在广袤的高空。

这都多亏了潘兰珍。

1937年8月13日，日军轰炸南京，一颗炮弹落到牢房，陈独秀情急之下躲在桌子下
避难，这才保住了性命。等到动静减小，他从桌底下出来，发现牢房的房顶都已经
被炸飞了。

面对匆匆而来焦急万分的潘兰珍，他安慰完她劝她走：“南京太危险了，你赶紧回
南通家里去！那里安全些。”

潘兰珍无论如何也不走
，她要与先生共存亡。也好在这时，胡适
和中共方面一直以来的奔走起效了，在多方压力下，蒋介石同意释放陈独秀，陈独
秀出狱了，结束了他这生命中第5次被关近5年的监狱生涯。

从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入狱，到1937年下旬出狱，5年时间里，潘兰珍一
直陪着他，任劳任怨，甘之如饴，真真是患难中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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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陈独秀出狱，即可对外宣布：
已和潘兰珍女士结为夫妻。给了她正式的名分。

出狱后，因南京太乱，陈独秀与潘兰珍动身去了武汉。此时的陈独秀，依然是各方
必争。反动派想杀他，却又忌惮杀他，总有特务来监视打探消息。国民党许给他高
官厚禄，希望他重新建立起一个听话的共产组织来，被陈独秀严词拒绝。

纵然再落魄，他依然是那个铁骨铮铮的陈先生，无论如何不会与宵小为伍。

最初陈独秀想去延安
，他托人向中共领导传话，表明自己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且已经脱离托派组织，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看了陈独秀的来信十分高
兴，他和叶
剑英、王若飞等人都为
陈独秀的归来做了许多准备，奈何在王明
等人的干扰下，陈独秀还是没能去到延安。

武汉的生活也过得十分艰难，毕竟客居在外寄人篱下，种种苦楚难与人说。

潘兰珍竭尽全力地照顾着陈独秀，在他发脾气的时候劝慰他。她总是温温和和，仿
佛有让人心静的力量，在她面前，陈独秀的暴脾气也有所收敛，不再像以前那样常
常动不动发脾气了。

陈独秀先后在北大学生傅斯年、陈钟凡
、武昌老友、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上石板街的
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中暂住，来回迁徙奔波，他本就带病在身，更是难熬。

当时邓仲纯客居江津，他是邓稼先
的二叔，也是陈独秀的好友。得知陈独秀出狱，他一再邀请陈独秀和潘兰珍来自己
家中住，在邓仲纯的再三邀请下，陈独秀决定去“住住看”，夫妻俩再一次踏上了
旅途。

然而，当潘兰珍搀扶着陈独秀从船上下来，脚夫把行李卸在地上，两人左等右等，
却怎么也没见着邓仲纯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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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好来接船的吗？仲纯到底怎么回事儿？”阳光刺眼，晒得陈独秀头昏眼花
，他有些生气，但想起仲纯的为人，只觉得他可能是被什么事耽搁了，便对妻子说
：“我们知道他的地址，不如直接找过去吧，邓纯应当不会无故失约。”

一路问着，两人终于辗转找到了邓仲纯所在的延年医院。

一名护士打扮的中年女子在会客厅里，见到陈独秀和潘兰珍，问了来意，先是给他
们倒茶让座，然后就去禀报太太，回来时却面露难色，十分抱歉的样子。

“邓太太说她身体不舒服，不便会客。”

潘兰珍轻声道：“你没告诉她我们是邓先生请来的吗？”

“太太说她这儿房子紧，请你们另外想想办法。”护士说完觉得有些难堪，轻轻说
道：“我们邓太太的脾气实在是不大好……”

原来，邓太太早就看陈独秀不顺眼，她觉得陈独秀是危险分子，一直都不待见他，
觉得他会给自家带来祸患。曾经邓仲纯就收留过陈独秀和瞿秋白，事后邓太太才知
道当时的情况，气得不行，狠狠吵了一架，此时是故意欺辱陈独秀的。

“我陈独秀就算暴尸街头，也不愿寄邓太太篱下！”陈独秀登时明白了，气得拂袖
而去。后经邓仲纯百般解释，又为其太太做了诸多谴责，一再邀请下，陈独秀看在
昔日情谊的份上，这才答应住进了延年医院。

陈独秀的母亲谢氏，虽非生母，却待陈独秀如己出，陈独秀也一直将她当亲母对待
。在搬进延年医院之前，陈独秀就把母亲接过来住了。儿子松年带着妻子孩子也一
起追随父亲，一家六口相聚在一起。

潘兰珍侍奉婆婆十分尽心，做事周到，又从不争抢邀功，只默默尽着本分，甚至做
得无微不至，赢得了上下的尊敬。她每日为婆母梳洗、捶背，面对家庭中的一些纠
纷，也是处理得井井有条，尽量避免矛盾。

对此，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的回忆十分中肯：
“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
。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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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母亲谢氏不幸逝世，陈独秀悲痛欲绝，顾不上许多事情，都是潘兰珍尽心处理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陈独秀有一天看到潘兰珍坐在角落里默默垂泪，追问下才知
，原来邓太太指桑骂槐说他们是“寄生虫”。

陈独秀忍无可忍，这次无论邓仲纯如何挽留，他也是决心要走了。邓仲纯没有办法
，便托关系帮陈独秀移居到石墙院。

那是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景致很美，又花鸟
虫鱼，假山竹林，很是修身养性。唯一不好的大概就是离城里太远，无法满足陈独
秀希望每日了解时事的心愿了。

但这依然阻挡不了慕名而来求字的人们。陈独秀的一手书法可谓千金难求，他曾给
杨鲁承的孙女题诗：“相逢须发垂垂老, 且喜疏狂性未移。”陈独秀的“性疏狂”
，固然是他自己与生俱来，但也离不开潘兰珍这后盾的力量呀！

石墙院景色虽好，但住的条件却一般。房主人尽力腾出了两间屋子给陈独秀潘兰珍
做卧室和书房，家具几乎没有，墙壁凹凸不平，真可称得上是家徒四壁。

夏天，这里热得让人喘不过气，陈独秀哪怕穿着短裤背心，也是每每汗流浃背，吵
闹又磨人蚊子更是让他痛苦不堪，连觉也睡不好。潘兰珍看着心疼，到村子邻里四
处打听，找了药粉和锯木面，做成了熏香，虽有些刺鼻，但帮了很大忙。

到了冬天，屋子又漏风，寒风刺骨，陈独秀连笔都捏不住了。潘兰珍又如法炮制，
跟着农家做了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
木炭的“火笼”，有了这个，陈独秀顿觉暖和多了，终于可以继续著书立说。

当陈独秀在书房忙了一上午，独自饿得咕咕叫，已经到饭点了，却没见兰珍送饭过
来，他来到厨房，却见兰珍正在厨房发怔，而米坛早已空空如也。

“兰珍，你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潘兰珍听了这话也忍不住笑了，两人相视苦笑。

潘兰珍说：“我还有几件首饰，先拿去当了，能顶一点是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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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欲要劝阻，兰珍执意如此。且此时物价上涨，生活实在难以为继。最终潘兰
珍还是当了首饰，解了燃眉之急。

但这终
究不是长久之
计，有一天，潘兰珍看陈独
秀心情好，小心翼翼地问：
“先生，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来一点，日后再补上好吗？”

“不行！”陈独秀立刻变了脸色。原来，他有一笔2万元的稿费，是国民党教育部
预支给他
写《小学识字课本
》的。但由于在书名的问题上，他和
教育部长陈立夫
意见相左，陈立夫认为不该用“小学”二字，陈独秀却觉得“小学”称“文字学”
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变更乃是大谬不妥，两人各执一词，一气之下，陈独秀将
这笔钱冯存起来，决意无论如何不能动这笔钱。

但看着妻子为难委屈的模样，陈独秀也很是过意不去。是啊，只要他肯低一次头，
不那么坚持己见，他们怎么会落入这样的境地呢？

可是不能啊，不能。

“先生，是我不好，我让你为难了。”潘兰珍小声道歉，她不该提起这件事，勾起
丈夫的伤心。陈独秀叹了口气，转而安慰妻子，兰珍自从跟了自己，就没过上几天
好日子：“真是难为你了。”

“先生，我不为难。”潘兰珍这次斩钉截铁地说：“能陪伴在先生身边，是我兰珍
修来的福气。是先生让我知道，人还可以这么活。”

潘兰珍对陈独秀，是刻在骨子里的崇拜，她从生活的低微中瞥见光明，只看了一眼
就无法再挪开目光，甘愿追随。

1942年5月，陈独秀突然病倒，病床上，他惦念妻子，深感自己此次或许难再好转
，再三叮嘱妻子：
“兰珍吾妻，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
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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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兰珍陪在病榻前，暗暗垂泪。

陈独秀抬眼望向天空的方向，心中大恸：“可惜！我的‘小学’、
‘小学’……我只注到‘抛’呵，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

“兰珍，你切记，那笔钱不能动，那是我立身为人的风骨啊！”

潘兰珍点点头，含泪道：“先生，你放心。”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逝世，享年63岁。

在丈夫离世后，潘兰珍强打精神操办了丈夫的丧事，照规矩，陈独秀应与原配高夫
人合葬，潘兰珍也并无异议。

之后，潘兰珍谨记丈夫的遗言，虽是个小女子，也努力像陈独秀生前那样守住风骨
，从不借“陈独秀遗孀”的身份去获取什么。她到四川农场做过工，任劳任怨干了
四年，后来又把养女接来上海，迫于生计也和一个下级军官结了婚。但军官不久后
却暴病身亡——她的命运实在坎坷极了。

在多方打击下，潘兰珍患上了子宫癌
，最终治疗无果，于1949年10月31日逝世。那年，她42岁。

临终前，她眼见了新中国的成立，丈夫未完成的遗志，已经有后辈为他实现，她可
以亲口去告诉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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