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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边小村走出来的“蓝衣社圣女”
◎包宏龙

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
“九一八”事变。滕杰等这些黄埔学
生群情激奋——他们早知危机要来，
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但这更坚定
了他们组织好“力行社”的决心。也
正由于陈启坤对成立“力行社”所发
挥的作用和贡献，以及她个人正直温
婉的性格特质和形象，且成为“力行
社”（外围组织叫“复兴社”；由于不少
组织成员通常身着蓝衣而获得民间
称谓“蓝衣社”）最早期的成员，备受
胡宗南、林培琛、丰悌、戴笠等人的信
赖和尊重，因此被社内成员称作“蓝
衣社圣女”。

1931年年底，蒋介石软禁胡汉
民，遭到桂系军阀弹劾，第二次下野
到了溪口。滕杰决定争取主动。他
通过黄埔同学、蒋介石侍从室邓文
仪，向蒋汇报了他们的构想。蒋介
石说：“计划很好，但你们太年轻，要
想改造这个国家，还需要我来领导
你们，我亲自担任社长。”这让滕杰
他们喜出望外——“校长”不但认可
了，还将亲自担任社长。蒋介石很
快回到南京，第二日即召见滕杰等
人。这次会见，滕杰详细陈述了自
己的主张。

1932年1月，蒋介石连续3个晚
上召集“力行社”核心成员约40人秘
密会议，考察成员、交换意见、研究纲
领。2月，蒋介石亲自担任社长，选举
了13名干事，又指派滕杰担任书记、
陈启坤担任书记秘书。规定只有经
蒋介石本人批准，才可有新成员入
社。同时规定该组织秘而不宣，甚至
对外否定它的存在。这个纪律得到
严格遵守，“力行社”成员最多时，也
不过300人。1933年年初，滕杰听到
报告“有几名政要违反禁令，在警察
局局长家里抽大烟”，遂率领“蓝衣
社”武装冲到警察局局长家中抓人。
该事件引发社会哗然，也引起当局震
动。蒋介石觉得“力行社”权力过大，
书记必须定期轮换，防止一人坐大，
就下令免除了滕杰首任书记职务，由
贺衷寒接任。“蓝衣社”在抗日战争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曾在日伪占领区从
事锄奸等活动，让日寇谈“蓝”色变，
胆战心惊，闻风丧胆。

可惜的是，1933年8月，年仅24
岁的陈启坤因伤寒被误诊，送南京

“中央医院”后不治，英年早逝，仅留
下一子滕则华（又名滕华，曾担任蒋
经国机要秘书，后居美国，现状况不
详）。陈启坤去世后，葬于老家张家
圩。滕杰的离任和陈启坤的离世，被
认为是蓝衣社“清新”时代的终结。
1938年，蒋介石改组“力行社”为“三
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和
臭名昭著的“军统”。滕杰郁郁寡
欢，于2004年7月4日在台湾病逝，
终年99岁。

近日，笔者在如皋南乡长
江镇张家圩采访时，见到陈启
坤亲侄、现年84岁的退休教师
陈和平老先生，并在他家发现
了陈启坤两件仅存于世的遗
物：一件为吉祥图案笔筒，一件
为龙首砚台。文化底蕴相当深
厚且记忆力惊人的陈老先生，
滔滔不绝地回忆起姑妈陈启坤
短暂的一生……

在清末民初，小圩桥张家圩
陈家在如皋无人不知。因为，陈
家几代富甲一方。有件事，可见
陈家的财力——光绪年间，喜读
《三国演义》、十分崇拜刘关张“桃
园三结义”的张家圩进士陈介堂
心血来潮，自家捐款在当地建起
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三义庙……
久而久之，很多人就只知道三义
庙，不知道小圩桥了（后建立乡
公所，遂以庙为名，改称为三义
乡）。到了其子陈效清（辛亥革
命后改名“少卿”）当家时，其家
境发展到了最鼎盛时期，甚至成
为如皋“四大家”之一。

1909年6月，一个小生命降
落书香门第陈家。陈少卿按照
乾为阳、坤为阴的定律，为女
儿起名为启坤。小启坤从小
天资聪颖、才气过人，成为陈
家的掌上明珠，两三岁时，就
无 师 自 通 地 掌 握 了 不 少 知
识。在小启坤五六岁时，有次
陈少卿故意考她：“从食物方面
来看，羊是什么动物？”“食草动
物。”“那猪是什么动物？”“杂食
动物。”“谁告诉你的？”“我自己
观察的。”从此，陈少卿更加疼爱
她，将她送到私塾学堂，与男孩
子一并培养、教育。

陈启坤在家排行老二，上有
哥哥陈启宇，下有弟弟陈启中、
陈启欧。上学后，陈启坤果然不
负父望，成绩一直很好，最终毕
业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
地远近闻名的才女。加之，她天
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心地又善
良，待人还和气，所以成为陈少
卿一家引以为豪的宝贝疙瘩，四
乡八里，人人羡慕，个个称赞。

许多事，似乎冥冥中早有注
定。就在陈启坤读书期间，陈家
意外收养了一名落难少年——
滕杰。

滕杰，字俊夫，1905年1月
出生，是江苏滨海县八巨镇人。
他原本也出生于富庶的地主之
家。1919 年，家中突遭变故。
15岁那年，他被迫离开家乡，最
终流落到如皋南乡长江边的一
个自然小村——张家圩。一向
乐善好施的陈少卿，见滕杰俊朗
聪颖，又与自己的大儿子陈启宇
年岁相仿，就收留了他，并让他
做陈启宇的陪读同伴，一起念私
塾。从此，滕杰吃住在陈家，一
住就是六年。在此期间，他跟陈
启宇的妹妹——小他几岁的陈
启坤，结下了深厚感情，两人像
亲兄妹一样彼此关心，逐渐暗生
情愫。

1923年前后，陈少卿安排
陈启宇报考南通新式学校——
英化中学（今南通市一中的前
身）。胸怀大志的滕杰乘机提
出，自己也想参考。陈少卿欣然
同意，并当即表示：“你如果考
取，所有费用与启宇一样，由陈
家一并承担。”两位少年不负期
望，果然一试即中，双双入学。

不出陈少卿所料，滕杰果然
是一匹能行千里的骏马。在校
期间，他逐步显示出不凡的组织
才能，很快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1925年夏天，在五卅运动波及
南通时，他毅然以号召全体学
生退学的方式，解散了英化中
学——这个由英美教会创办的
学校。同年秋，滕杰进入上海大
学社会系读书。而此时，他已与
陈家小妹——在南通女子师范
学校读书的陈启坤，建立了恋爱
关系。

滕杰在上海大学只待了四
个月左右。1925年年底，滕杰
成为黄埔四期步兵科学生。因
为表现出众，滕杰毕业后成为
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
介石的侍从副官。1928年
冬，蒋介石派他去日本留
学，专门研学政党政治。而
恰在同一时期，陈家大哥陈
启宇也入职国民政府，并被选
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进
修。这对少年伙伴，又在日
本重逢……

1931 年 10 月，滕杰
和陈启坤举办了简朴的
婚礼，开始了他们甜蜜
的生活。

在日本留学三年，滕杰、陈启
宇等已感觉到日本可能要侵略中
国。然而，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丝
毫没有意识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
许多人甚至过着醉生梦死的生
活。滕杰深信要救这个国家，非要
建立一个核心组织不可……有了
初步想法后，他跟妻子陈启坤一
说，很快得到了妻子的认可和赞
同。于是两人共同谋划，写好了一
个书面计划。

据史料记载，该计划书分为三
部分：一是对中日双方军事、政治、
经济、社会形势的分析，指出了日本

“三月亡华”的可能性；二是指出了
如能善用中国“地大”“人众”两个有
利条件，展开全面、持久的抗战，最
终必定能够战胜日本；三是应该在
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
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
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
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依
靠这个组织抵抗外侮、整肃腐败、唤
醒民众，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虽然滕杰的计划书只有四五千字，
但每一句都经过了他们夫妻二人的
深思熟虑。

饱含滕杰、陈启坤夫妇心血的
计划书初稿形成后，陈启宇却认为
滕杰、陈启坤夫妇“不必亲自去
做”。此时，陈启坤毫不犹豫地表示
自己完全支持滕杰。同时，她与滕
杰对计划书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最后由陈启坤亲笔誊抄清楚。随
后，滕杰辗转各地，拜访黄埔同学、
军政要人，但根本无人理会他。滕
杰情绪极为低落，一度想放弃，这
时，陈启坤给他打气说：“我们要坚
持，不然中国就要亡了；不妨多试
试，定会有人赞成。”有了伴侣陈启
坤的支持，滕杰重拾斗志。

可以说，正是陈启坤用她与生
俱来的纯洁与激情，义无反顾地以
自己年轻的身躯、生命、理想与热
忱，叩启了“力行社”森严的大门。
1931年8月，滕杰终于得到了曾扩
情、康泽、胡宗南、桂永清等几位黄
埔同学的支持。他们以一人邀约
一人的方式，吸纳了10人左右的
积极支持者，并进行了第一次
会议……至9月初第三次聚会
时，成员已达到40人左右（大
都是黄埔学生）。这次会议一
致决议筹备成立“力行社”，由

发起人滕杰担任筹备处书
记，陈启坤担任筹备处
书记助理。陈启坤不
但成为计划书的支持
者，而且是“力行社”
组织构想实现的
“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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