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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崭露头脚、独领风骚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跌

宕起伏，坎坷多变、颇富传奇的一面镜子。然而，在他 63 年的人生旅程中，却有

4 位女性与他相伴，直至终老。 

 

  第一位，明媒正娶的高大众 

 

  1896 年，17 岁的陈独秀考取了秀才。少年高中，前程似锦，不少有头有脸的

人家都争着与他家联姻。经母亲与叔父陈昔凡做主，与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

的女儿高大众定了亲。 

 

  高大众比陈独秀大 3 岁，生得眉清目秀，体态端庄，大方开朗，处事得体，不

失为将门闺秀。1897 年陈独秀赴南京参加乡试落榜，于当年 8 月回家与高大众拜

堂成亲。 

 

  门当户对，两人感情倒也正常。10 年左右，高大众就生了 3 男 2女。随着时

间的推移，子女的增多，家务的沉重，使脾气暴躁、性格倔强的高大众时常唠叨不

休，甚至发火骂人，令陈独秀难以容忍。陈独秀是个个性释放，思想激进，敢于向

传统挑战的人，而高大众又没有文化，观念保守，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为此也经常

吵吵闹闹。例如陈独秀要剪辫子，她就坚决反对，还骂他是洋鬼子；陈独秀要去日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9139455.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9139455.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9139455.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9139455.html##
http://comments.people.com.cn/bbs_new/app/src/main/?action=list&id=9139455&channel_id=64036
http://bbs1.people.com.cn/boardList.do?action=postList&boardId=12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9139455.html##
http://mms.people.com.cn/


本留学，她不但极力阻拦，还把筹措的留学经费藏起来，使两人感情裂痕日益加深，

不断暴发矛盾冲突。就在高大众怀着第五个孩子时，陈独秀已经移情别恋，夫妻关

系名存实亡。自此，高大众便在陈家独守空房，恪守妇道，抚养儿女，孝敬公婆，

过着苦行僧的生活。 

 

  第二位，鸠占鹊巢的高君曼 

 

  高君曼又名高小众，是高大众的亲妹妹。她比姐姐整整小了 10 岁。高君曼天

生丽质，聪慧贤淑，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女性。 

 

  高君曼在北京师大读书期间，经常读到陈独秀的文章，她十分崇拜姐夫的才气

与胆识，经常在同学面前谈论他并引以自豪。由于陈独秀与高大众不睦，他极少与

高家人来往接触，而对于这位才貌双全的姨妹子却刮目相看。高君曼热爱文学，经

常到姐夫家求教，陈独秀则热情辅导。由于过从甚密，加之陈独秀的人格魅力，两

人感情日益加深，从亲情演变成了爱情。 

 

  1910 年，陈独秀居然与高君曼公开同居，继而宣布他们要正式结婚。高大众

对自己的丈夫和妹妹的离经叛道行为，既很愤怒，却又束手无策。双方父母也感到

有苦难言，无可奈何，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陈独秀一不做，二不休，带着高君

曼私奔杭州上海，在那里过着甜甜蜜蜜的同居生活。1916 年 12 月，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高君曼也随之去了北京，大大方方当上了陈

教授夫人。 

 

  陈独秀与高君曼，从 1910 年至 1925 年共同生活了 15 年。这段时间，也是陈

独秀一生中最紧张，最繁忙，建树与贡献最大的时期。他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

从“五四”运动的指挥者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人。高君曼不仅是他生活中

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接待联



络革命同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

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艰苦紧张的生活把高君曼累坏了，身患肺结核也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

自 1922 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陈独秀对红颜开始慢慢疏离。无奈之下，高君

曼于 1925 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了。孤苦的高

君曼也在重蹈姐姐的境遇。 

第三位，一拍即合的施之英 
 
  1925 年冬，陈独秀的胃病又发作了，他来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诊治，接待他的是一位

年轻貌美的女医生。 
 
  她叫施之英，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她不但医术高明，服务态度也很热情，善解

人意。她向他解释说，你可能是生活没有规律，饮食调理不好，是消化不良引起的胃病。只

要及时治疗，注意休息，不会有大问题。 
 
  陈独秀一边听着施之英的嘱托，一边瞩目她那楚楚动人的美丽形象。眼前不禁一亮，此

情此景，不正像 10 年前与高君曼面对面谈诗论文的情景再现。他感动了，自此之后，他天

天都要去找施医师看病，而且得知她还是个未婚女子。于是，他很“策略”地向对方暴露了自

己的真实身份。 
 
  陈独秀？施之英不禁一怔，眼前的病人原来就是他，她庆幸自已有缘结识这位心目中的

崇拜者。他高谈阔论，剖析国内外形势，纵谈社会变革的潮流，使施之英大开眼界，大长知

识，深深佩服这位名不虚传的风云人物。 
 
  一来二往，接触密切，“病人”和医师的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自此，陈独秀一天不见到

她就烦燥不安、寝食不宁；同样，施之英一天不见到他就魂不守舍、度日如年。他们实在无

法分开了，很快就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民房过起了“夫妻”生活。接着，他们又大大方方去杭

州、杨州等地度“蜜月”。 
 
  陈独秀“失踪”了，引起了党组织的关切，派人四处打探寻找也无下落，只好在上海《民

国报》上登出“寻人启事”。陈独秀看到报纸，这才从杨州发回电报，说是“外出治病，初有

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

务。陈独秀的垮台，施之英也就在此时离开了他，在上海另嫁他人。他们的“夫妻”生活仅仅

维持了 14 个月。 
 
  第四位，相濡以沫的潘兰珍 
 



  陈独秀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永里租界居住下来。这天，陈独秀的胃病又

发了，准备去医院看病，不小心跌倒在弄堂里。刚好被下班回来的潘兰珍看见，她赶紧把他

扶进自己的居室，然后又陪着他去医院看病。一连几天，都是她在熬汤煎药照顾着他。一蹶

不振的陈独秀，遇上这样一位好人，使他十分感激。 
 
  自此之后，他们经常往来。因为他们是近邻，也就没有什么拘束。陈独秀教她读书写文

章，潘兰珍则经常买好酒菜留他在家里吃饭。时间一长，如花似玉的潘兰珍居然爱上了这位

比自己父亲还大的老头子。后经邻居许大姐出面作媒，老夫少妻终于在 1930 年正式结婚了，

后来还生了个女儿叫陈凤仙。 
 
  1932 年 10 月，陈独秀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

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身临囹圄，知道自己是政治要犯，身体又不大好，牢狱之苦，生死难料。而潘兰

珍比自己小 20 多岁，这辈子岂不坑害了她。于是他在狱中修书一封，叫她不要等他，劝她

再嫁。潘兰珍并没有这样做，她说，如果此时我离开他，这对他打击太大了，我们既然是夫

妻，就要生生死死相伴一辈子。 
 
  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

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 年 8 月，陈独秀只坐了 5 年监狱

就提前释放了。 
 
  陈独秀出狱后，穷困僚倒，居无定所，只好带着潘兰珍辗转武汉，到来重庆，投靠至交

邓仲纯家，后来还把三儿子陈松年一家也接了过去。几家人住在一起，房子大挤，很不方便，

于是陈独秀又搬到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居住。在此练练书法，会会老友，闲暇时翻译一点书

稿。生活虽很清贫，倒也安闲清静。 
 
  1942 年 5 月 27 日，陈独秀因病与世长辞。就是这位年轻而又贤慧的潘兰珍，相伴他走

完了 63 岁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