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澎出身于安徽名门望族，父亲

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

革命党人，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

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龚镇洲被任命

为陆军第 35旅（即“铁血军”）旅长，

转战在长江流域。“铁血大将军”的

美名传遍江淮大地。

乔冠华和龚澎相遇后，一个公开

身份是《新华日报》编委，《群众》周

刊主编，党内则属于中共南方局外

事组成员。一个公开身份是《新华

日报》记者，继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

处秘书、周恩来英文翻译，不久又出

任外事组副组长。实际上，她已成

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发布

员和周恩来的外事发言人。

由于工作关系，龚澎和乔冠华几

乎天天见面，而且经常并肩战斗。

当时，乔冠华是冯亦代旅居香港

期间相识相知的老朋友，龚澎是冯

夫人郑安娜在上海圣玛利亚女中读

书时同住一室的老同学。

这样一来，乔冠华和龚澎自然便

成了冯家的常客。

一次，待乔冠华和龚澎双双离开

了冯家之后，郑安娜对丈夫冯亦代

议论开了：“一个是才子，一个是才

女。依我看，老乔和龚澎可是天生

的一对……”

于是，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开始

分头征求乔冠华和龚澎的意见。诚

如冯氏夫妇所料，乔冠华和龚澎两

人心中确有此意，只是“谁也不愿先

启齿”。于是乎，热心的“红娘”替他

们二人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

纸。

1943 年，一对有情人结婚了，但

是到了 1971 年，龚澎因病不幸英年

早逝，乔冠华悲痛欲绝。经过一年

多，他才慢慢平复过来。龚澎去世

两年多后，乔冠华又恋爱了，恋人就

是章含之。

龚澎和乔冠华：才子配才女

1939年10月，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安徽泾县云岭张开双臂欢迎一位年轻

艺术家的到来。他叫赖少其，是位曾

受到鲁迅赞扬的木刻家、画家和诗

人。而年方18岁的曾菲便在这支欢迎

队伍里。

曾菲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在梅县女

子师范就读时因追求进步而被开除，

后来干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

传流动剧团。不久，曾菲下到一支连

队，过了长江，到了苏北敌后根据地，

赖少其则留在皖南军部。从此二人天

各一方，没有联系，只在记忆里彼此有

这么个老乡。

“皖南事变”爆发后，远在苏北的

曾菲十分担心、挂念这位老乡。但一

年多打听不到他的消息，她认为赖少

其牺牲了，为此感伤了好一阵子。

其实，赖少其此时正作为战俘而经

受着“千锤百炼”的考验。在被押解去

临溪“皖南特训处”的路上，他就在手

杖上刻下一首题名《国殇》的绝命诗，

以明心志。不料敌人并未杀害他。换

了好几个监狱，最后到了江西上饶集

中营。在狱中，他与冯雪峰等人用文

艺作武器，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

后来，他冒死越狱，历尽艰辛于翌

年回到了苏中解放区。他在担任编辑

的《苏中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狱中斗争

的诗文，在苏中军民中引起巨大反响，

赖少其成了当地一个令人崇敬的名字。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缘分。原在盐

城、阜宁一带抗击敌人的曾菲，此时也到

了苏中解放区。她从报上看到赖少其的

文章后，才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就在苏中

军区，不禁欣喜万分，立即前去看望。两

位同乡劫后重逢，彼此感慨万端。

赖少其是新四军看重的文化名人，

“赖少其和曾菲谈恋爱”的消息传开

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一师政

治部主任钟期光有意做红娘。1943年

1月，钟期光在战地服务团团部为他们

主持了婚礼，代表师首长摆了两桌酒

席庆贺。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安徽省政

协副主席的赖少其在妻子的鼓励、关

照下，背着画囊，深入福建、广东、海南

等地写生，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改革开

放的新画卷，好评如潮。

2006年，曾菲被授予“合肥荣誉市

民”称号。

赖少其和曾菲：劫后重逢的缘分

爱情是人类最基本的命题。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关于爱的故事。

当时光机向左转动半个世纪。那时候，爱就是爱，不会放弃，不会

被放弃。那时候，就在合肥，发生过患难与共的相伴，还有那执子一生

的相守。

那时候，从乔冠华和龚澎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到赖少其和

曾菲的劫后重逢，再到沈从文与张兆和之间的情书。其实，合肥这座城

一点儿也不缺爱! 实习生 贺民娟 记者 张亚琴

安徽合肥的张家是大家族，家长是富商张吉

友，有良田万顷，喜好结交名流，投资教育事业，

蔡元培先生是他的座上宾。张家有四个女儿，元

和、允和、兆和、充和，分别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

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作家沈从文和汉学家傅汉

斯，称之为“合肥四姐妹”。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

的人。”这是沈从文所写的几百封情书中的一句

话，所有这些情书只有一个收件人——张兆和，

张兆和把这些情书的寄件人编为“青蛙13号”，其

他为其写情书的男人是青蛙1号、青蛙2号……

1927年，张兆和来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外语

系读书。老师中就有沈从文，长她8岁。有一次

沈从文作为老师去宿舍看望学生，对张兆和说：

你就是那个“笑话”！

后来才知道，“笑话”是“校花”的湖南口音

版！

这年是 1928 年。沈从文开始了对张兆和的

追求。他用手术刀般的文字，一点一点地切下自

己的每一丝情感，装进一封封的情书寄给张兆

和。但就是没在兆和心中激起半点涟漪。

沈从文又找到胡适诉说。胡校长一口答应要

做他的爱情天使。1930 年 7 月，胡适找到张兆

和，一面夸沈从文是难得的天才，一面说同是安

徽人，他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可是张兆和不为

所动。

没多久，沈从文去了青岛大学教书，一如既往

地写情书。

其实，张兆和的家人比她更早地接受了沈从

文：张父本就欣赏文化人，继母也不拦着，张家小

五更是喜欢这个会讲故事的青蛙13号，甚至用自

己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瓶汽水。

也许，是被沈从文的执着打动，1933年，沈从

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9月 9日，他们在北京中央

公园宣布结婚。

沈从文与张兆和：
情书写来的“校花”

乔冠华和龚澎

那个时代的新爱情运动

合肥，一座不缺爱的城
庐州名家的爱情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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