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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情深》

前言

友谊，地久天长    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及其已故夫人邱茉莉是朋友、是同事、是战友。他们的友谊绵延
了半个多世纪。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昵称艾培)于1915年出生在波兰的维尔纽斯。艾培出生前，它
曾是沙皇俄国的领地，现在它是立陶宛的首都。因为维尔纽斯复杂的历史，艾培的前半生成为了曾在
多个国家居住过的无国籍犹太人。1957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他加入了中国籍，成为中国公民。   
1917年，2岁的艾培随父母由日本神户迁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1920年又迁至天津，并一直在天津生活
、成长。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的父母为躲避战乱于1938年移居美国。年轻气盛的艾培却选择
独自留在中国，他说，他耍亲眼看看日本鬼子是怎样从中国滚出去的。    当时艾培已是《京津泰晤士
报》的年轻记者。1933年，艾培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在和斯诺的交往中，他听到了宋庆龄的名字
。1938年9月在广州市民的抗日游行队伍中他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艾培说：“苗条端庄、容光焕发的
宋庆龄神态自若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她的名声早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亲眼目睹她的
风采，这还是第一次。”他们一见如故．宋庆龄请他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的工作，但工作
尚未开展．广州就沦陷了。艾培前往香港，在那里他投入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负责编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宣传中国人民的顽强抵
抗，号召世界各国友好人士支援中国抗战。他还同时担任香港《每日新闻》、《南华早报》、《孖刺
报》等报刊的编辑，用薪金所得来维持生计。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艾培被关进日军在赤柱
的拘留营。1942年3月，艾培、邱茉莉等5个外国人冒死逃出拘留营。他经澳门、新会、桂林辗转抵达
重庆，和宋庆龄一起继续投入到重建后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1944年艾培有机会访问了延安，
在那里他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未来中国的构想。他急于把自己看到的新事物
和想法写成书，于是与妻子邱茉莉一起到美国(他父母的移居地)生活了五年，并出版了《中国未完成
的革命》一书。书名取自于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    为了向世界人民
介绍重建中的新中国，宋庆龄准备创办一本对外宣传中国的刊物。应她邀请，1951年艾培同邱茉莉回
到中国，参与英文版《中国建设》(现改名《今日中国》)杂志的创办工作。当他们到达北京时，迎接
他们的人递上一张用英文写着“欢迎回家”的卡片，艾培一看就认出这是宋庆龄那苍劲有力的字。艾
培就此做出了“一个最后的，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居留在中国”。    在这以后，他就在宋庆龄的直接
领导下工作。对于《中国建设》．宋庆龄倾注了她后半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她亲自为杂志写
过30多篇文奄，关心这本刊物的每一个细枝末节。艾培也为这本杂志倾注了全部的精力，所以这也是
他们往来书信中重要的内容。    我和宋庆龄及艾培之间的交往，也是和《中国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1960年初我到杂志社，在工作中曾经接待过周恩来总理和我们的创刊人宋庆龄。两位领导人的风
采，让我终生难忘。1985年，我和艾培走到一起，和他一同生活了20年。从艾培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了
他与宋庆龄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是罕见的、深刻的、毫无保留的，一直持续到宋庆龄离开这个世界
。此后，艾培按宋庆龄的委托竭尽全力历经十年为她写出了一部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
大女性》。在宋庆龄和艾培、邱茉莉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中，他们并不总是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思想
交流常常通过来往书信表达。这些书信也就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2002年，艾培就有过想法：将
他保存的1943至1981年间与宋庆龄的来往书信整理出来捐赠宋庆龄故居。但由于他当时正在紧张地撰
写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同时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常委和许多其他社会职务，每年必须多次参加
政协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并且在回一IZ录完成后他又几次生病住院，所以始终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
书信。最后，当病势沉重时，他不得不留下遗嘱：“我的书信中，有一部分是与宋庆龄的来往书信，
其中有关保盟和中国福利会内容的赠与中国福利会，其余部分赠送给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故居)。”   
2006年，我请宋庆龄故居的老主任张爱荣和研究室的老副主任傅伍仪来我家里，帮助我整理了这些信
件。遵照艾培的遗嘱，2006年10月我将信件分别赠予了宋庆龄故居及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    在这些
书信中，充溢着艾培浓浓的中国情。他曾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
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艾培自小在中国长大，他见证了中国，一生中的甘苦
都是和中国连在一起的。为了中国人民，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经受了种种考验(包括日本拘留营，文
革期间5年的秦城监狱生活)，也品尝到了胜利的喜悦。他和宋庆龄一样，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他不
是站在外面的“观察家”，而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上的风云。    现在．宋庆龄和爱泼斯坦、邱茉
莉的往来书信就要结集出版了。它是珍贵的历史遗存，记录了老一代革命者所付出的艰辛。它也是留
给青年人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教材。正像宋庆龄所说：“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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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情深》

漫长的。老一代的革命者肩负着沉重的纤绳，牵引着革命的航船，已经走过了最艰苦的一段；今后，
应该是年轻的一代驾着现代化的征轮，继续冲破惊涛骇浪，奔向我们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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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1941-1981)》收录的往来通信是1941年至1981年的四
十年间急剧变化的社会历史的见证。《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1941-1981)》的
出版将为宋庆龄研究、近现代史研究提供重要依据，这也是对宋庆龄、爱泼斯坦和邱茉莉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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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邱
茉莉致宋庆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宋庆龄致
爱泼斯坦（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1951—1967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宋庆
龄致邱茉莉（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五一年八月八日） 爱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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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五
六年十一月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
茉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
龄（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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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
九六四年七月九日） 爱泼斯坦、邱茉莉致宋庆龄（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
茉莉（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 爱泼斯坦、邱茉莉致宋庆龄（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 爱泼斯坦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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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九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六五年
七月八目）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六五年八月十日） 邱茉莉致宋庆龄（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二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九目）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 爱
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二目）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爱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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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宋庆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六七年末） 1973—1981 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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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 宋庆龄
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
斯坦（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曰）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
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七四年六月
二十四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七四年
八月二十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四年十
月二十二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四年十一
月七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
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五年五月六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 邱茉
莉致宋庆龄（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宋庆龄致
邱茉莉（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二目）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爱泼斯坦致宋
庆龄（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
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六
年七月十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
六年八月十七目）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六年九
月十八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六年十月二
十八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七六年十
二月）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七六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
七七年三月三十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七年四
月二十五曰）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爱泼斯坦、邱茉莉致宋庆龄（一九七
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七年
六月十六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爱泼斯坦、邱茉莉致宋庆龄（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曰）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 爱泼斯坦、邱茉莉致宋庆
龄（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
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九年
六月十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
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爱
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九年九月二目）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九年九月八日） 宋庆龄致爱泼
斯坦（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七九年十月五目）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
邱茉莉（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
斯坦（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
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八〇年二
月十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三月十
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年三月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九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宋庆
龄致邱茉莉（一九八〇年五月九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爱泼斯坦致宋
庆龄（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 邱茉莉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六月六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
〇年六月六日） 宋庆龄致邱茉莉（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日） 邱茉莉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日） 宋庆龄致
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七月八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

Page 6



《挚友情深》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目）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
〇年九月十七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九
月二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九月
二十九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
）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六日） 宋庆
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爱
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 宋庆龄致爱
泼斯坦（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一年二月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
（一九八一年二月五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一年二月七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一
年二月二十三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一
九八一年三月四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一年三
月二十三日） 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一九八一年三月）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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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爱泼斯坦致宋庆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亲爱的朋友： 非常非常感谢你
对我们的热烈欢迎之情。倒是我们应该先给你写信。事实上，我们回来后的两三天，已经准备好了一
封短信和一件礼物，想请上海教育局的曹同志给你带去，但是在我们和他联系上之前，他已经离开了
，因此我们在等待另一个机会。在那以后，我们很快就被大量的事情缠住了。我们需要努力跟上激动
人心的变化，仅仅离开四个月再回来，中国简直成了另一个国家；我们还要把自己对外面世界的印象
整理起来；还要重新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去，等等。埃尔西去参观公社，已经离家好几天了。等她回来
以后，我也要短期外出一趟。 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但却不能作为没有给你写信的借口。归根结底还是
我的拖拉作风，这个毛病多年前就应该改掉了，它和目前生活的节奏是那么的不协调。现在的速度是
多么快，规模是多么宏伟啊！ 这次旅行是绝顶的有意思，从这里到“那边”，再从“那边”回到这里
，很像韦尔斯’的《时间机器》，你对双方都更为了解了。穿越西伯利亚是极其具体地了解社会主义
世界的最好途径，你可以了解到这个世界之辽阔、所从事的工作之繁重、未开发的潜力之无限以及存
在的种种困难。（其中的一个困难是，相对于中国而言，西伯利亚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我们在
苏联的一个月，包括来回乘火车的时间，在莫斯科的两个星期，加上在列宁格勒的几天，使我们很受
教育，我真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在那儿多待些时间。在整个世界的这一边，你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
苏联也是如此，尽管它只有41年的历史。并且经受了许多冲击。即使用“世界另一边”已经成就了的
一切来衡量，它也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它仍处在幼年期。在幼年时期就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那么随着它成长的不同阶段，又会出现怎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呢。对比之下，在英国，感觉是死气
沉沉、停滞不前，当然生活相当舒适。就像一所霉味很重的旧居，里面尽是堂祖母们留下的坛坛罐罐
和堂祖父们遗赠的小地毯，看不到任何前景。住在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赞成不去顾及以下事实：地板开
始吱嘎作响，屋顶不知哪一天可能突然塌下。维护这种旧生活方式是社会民主主义“无与伦比的成就
”，试问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使一个如此庞大的、有技术的、就个人来说都是勇敢的，而且长期组
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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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挚友情深》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本书收录的往来通信是1941年至1981年的
四十年间急剧变化的社会历史的见证。本书的出版将为宋庆龄研究、近现代史研究提供重要依据，这
也是对宋庆龄、爱泼斯坦和邱茉莉的告慰。    下面，就有关收入本书信函的四个问题略作说明：    1来
源。本书所收信件共265封。其中爱泼斯坦夫人黄浣碧女士捐赠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书信原稿及底
稿217件(重复信件及附件资料未计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馆藏书信15件。此外
，校正并收录了已出版的《宋庆龄往来书信集》、《宋庆龄书信集》、《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
》(第二辑)中的有关书信。    2署名。书中所收宋庆龄致爱泼斯坦、邱茉莉信件均为爱泼斯坦精心保存
的原件。因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宋庆龄已将回信大部销毁，书中收录的多为爱泼斯坦留存
的底稿。因此宋庆龄所写信件均有署名，而爱泼斯坦和邱茉莉所写信件仅少数有署名，某些信件的原
文甚至也有部分缺失。    3．日期。书信按时间先后编辑。其中，年份、日期不明确的信件，根据上下
文考证后确认时间。对于考证后仍存疑的信件，则按推测时间编人书稿，并加以标注。    4其他信息。
除正文外，我们将信件上所有文字信息，诸如收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写信人的附注以及书信附件
等均以题注、附件等形式如实照录，希望将原信的信息尽可能完整地呈献给读者。    本书所收信件除
一件外均由英文写成。贾宗谊、宋耀南、王家湘、刘鸿基、傅伍仪、张志明、常健、肖心文等同志参
与了书信的初译工作；柯马凯先生为本书翻译了英文书名，校正了英文相关史料；简明、张初晴、王
蕊、高山流水、韩燕妮、董娜、董茜琛等同学作为志愿者协助完成了部分书稿整理、录入工作。在此
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辑过程中，本书顾问黄浣碧女士及编委们几次开会探讨英文译法、注释等
问题，对信中涉及的人名、地名、事件、组织机构等均作了认真查证。尽管如此，由于水平所限，错
误仍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研究工作者不吝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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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1941-1981)》的出版将为宋庆龄研究、近现代史研究
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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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谦虚，却受到全世界的景仰，优美，却永远不屈不挠，温和，却像钢铁一样坚强。比你的汉白玉雕像
还要持久，你那压抑不住的精神力量，纯洁、不知疲倦、无畏、始终一样，点燃起新的、年轻的心，
为新的世纪增色生光。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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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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