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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中关系消息人士 5月 26 日透
露，川岛芳子胞妹、被称为“清朝最后的格
格”的金默玉（原名爱新觉罗·显琦）已去
世，享年96岁。而金默玉去世的时间、地
点及死因不明。

金默玉于1918年出生于旅顺，是清
朝肃亲王的第17个女儿，末代皇帝溥仪
的侄女。她曾是现代著名书画篆刻艺术
家、美术教育家马万里的第三任妻子。

金默玉晚年一直就想办一所学校。

1992年初，金默玉与丈夫将家中所有的

存款全部拿出来，购买了书桌、教材等学

习用品，开办了“爱心儿童日语班”。“爱

心”暗喻“爱新”，表明她是爱新觉罗家

族中的一员，又表明她在晚年为培养儿

童的日语能力而奉献自己的爱心。

为了把“班”办成学校，从1993年

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了数

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

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学经费。

1996年5月，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

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正式挂牌。据有关

部门确认，该校是当时国内设施最齐全

的民办日语专修学校。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是在这所学

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

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

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

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然而，金

默玉却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有什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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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默玉的父亲是爱新觉罗·善耆，清

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

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

38个子女，其中 21个儿子、17个女儿。

年龄最小的四侧妃，生了3个女儿：最大

的叫显玙，汉化姓名叫金璧辉，后来，她有

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而最小的就

是在旅顺出生的金默玉，满族姓名为爱新

觉罗·显琦。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

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

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

1918年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

东北流亡6年了。虽然是流亡，但王室的

生活与作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

变，规矩多多：“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

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

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

成了大笑话。”说起现在的清宫戏，金默玉

觉得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扎’

谁呢？那字儿念‘zhe’。”

女孩子的规矩更多。在宴会上，金

默玉和姐姐们甚至不会去夹远处的菜

——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

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

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

流露出来——要坚持到回家去，由奶妈再

给开小灶。”

对于王府里的各种规矩，金默玉的

哥哥、姐姐都无条件地遵守下来，但被哥

哥姐姐们称做“小不点”的金默玉却想要

更多的特权。王府的规矩，每个格格都有

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

需要奶妈或者“看妈妈”看着。金默玉去

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硬是觉得别

扭，坚持不要，姐姐们因此叫她“革命儿”。

刚满19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

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女记者，或

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

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

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个十七格格

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193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默玉被迫中断了

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她终于瞒着家

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

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

那时，习惯于花钱的她，薪水还没发

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

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上；女同事们下班

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

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

一天，她要靠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

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19块5角

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算计。

1949 年，金默玉看到了解放军进

城。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

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

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

里特别欢喜。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

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去劳动。

哥哥们早就离开了北京城，但她没

有跟着去。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

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

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

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

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

还抽上了大烟。

肃亲王的产业在这些哥哥们手中

败落下来，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

房产、大连的房产都一点一点被变卖

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

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

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

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 100 块

钱。这100块钱要喂养9张嘴：大哥的

4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哥的

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儿，而她尚未结婚、

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生活经验。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

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

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

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价钱就全给卖

了。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

售，3天织1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

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

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

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

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着问：“钱

什么时候给啊？”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

默玉开起了饭店。“那年哥哥到了日本，

给我和6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斟

酌再三，我在自家院子里开了间西餐

厅，结果没人上门。”后来金默玉改开四

川饭馆，“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

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虽然没

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

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

中央编译局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

资。金默玉回到家，开心得哼起小曲。

1954 年，36 岁的金默玉结婚了。

“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丈夫

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

“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我忽然感

慨，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要是

在过去，她或许早已像姐姐们一样，嫁

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在北京的时候，她

曾拒绝家里人的提亲，冲着他们喊：“我

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这样的婚礼，

或许草率了些，却是她自己选择的。

丈夫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

的花鸟画家，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

个妻子难产而死；第二个妻子因感情不

合与他离婚。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

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家很小，连睡觉的

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因此

心灰意冷，一意自杀。金默玉的出现让

他重新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

家。但没想到，风暴那么快就到来了。

1958年2月，离当年的春节还有5

天，金默玉突然从家中被带走，开始了

她15年的牢狱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

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

子的妹妹。”为了不连累丈夫，监狱中的

金默玉申请了离婚，她决定独自度过漫

长刑期。1973年，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

到天津茶淀农场，成为一名农场工人。

在天津茶淀农场，金默玉用比她还

高的大铁锹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

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作声。“我知道

我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人民内部矛

盾，而我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小姐，汉奸

的妹妹。”此时，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

人，闯进了金默玉的生活。他将一把自

制的小铁锹、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

国》，送给了手掌流着血的金默玉。金

默玉很快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

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

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

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

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你不后悔当年没和哥哥们一起

走？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记者

问金默玉。

金默玉却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

确的事有两件，一是没有去香港，一是

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的家庭教师告

诉我，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

它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

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

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

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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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时，金

默玉病倒了。X光片显示，她的脊椎有

9节都坏了，病历上写着“脊椎骨质增

生、骨髓炎、腰肌劳损”。农场给她办了

病退，每月工资降至19元2角，“连吸烟

的钱都不够”，何况还要给婆婆寄钱。

吸烟，是金默玉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

“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撑不住，我就

吸烟，后来一天能吸一包。”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

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在

监狱，没有梳子，就用牙刷把头一点一

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就用

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

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

曾经在肃王府侍奉的保姆拉着她

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

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

么！”曾有一位在美国的侄孙女，苦苦请

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可她就

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

但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

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在信里，金

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

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

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

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

北京40年后，金默玉终于成为北京街头

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

生平只求过一次人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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