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宗慬老師「父系家族史」—讀李蕭綸錦〈回憶瑣記〉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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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歲月》紀念集書影

20 世紀的上半葉，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漫漫時光中，留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

刻痕。戰火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先後燃起，當此之時，身旁有家人、摯友手挽著手，

一齊向未知的命運摸索前行，或許還是屬於少數人的幸運。而李老師父母家人的

故事，就是這個動盪年代的小小縮影，可以引我們一窺數十年前的風雲變幻，也

見證這一段塵封在歲月中的、彌足珍貴的回憶。

李宗慬老師在家中排行第七，生於民國三十年（1941）時的重慶，當時正值

第二次中日戰爭，重慶為日軍長期戰略轟炸的期間。是時，父親李中襄正在重慶

國民政府工作，任職新聞檢查局副局長。後來，因應時局變換，李老師及家人也

跟隨著國民政府落腳臺灣。初抵臺時，子女的教育問題是父母最為關注的，民國

四十年（1951），李老師亦在父母的安排下進入國民小學就讀；未料升至國中不

久，父親便因肝疾驟逝。李老師的母親李蕭綸錦女士，為編寫李中襄的紀念集，

使後人得知先輩曾經走過的旅途，於是在民國六十二年（1973）提筆作文，此文

後來也收錄在李蕭綸錦女士的紀念集《百齡歲月》中。文中敘述大多以李中襄的

經歷為主，李蕭綸錦用回憶往事的口吻，將此數十年間的經歷，如：成長與求學



的背景；兩人相識相愛並成家立業的經過；在戰火侵襲下顛沛流離的生活；來臺

後的日子、乃至於丈夫辭世以後的生活，一併娓娓道來。而本文的撰寫，則將努

力整理〈回憶瑣記〉的敘述，以李中襄的生命經驗為主、其他父系家族成員的有

關記載為輔，匯總成以李老師的父系家族背景為主題的記敘文章。

李中襄，號立侯，清光緒廿二年生於浙江寧波。李家一脈五代單傳，原居江

西南昌琉璃門外蕭家坊。由於李中襄的祖父李仙屏以科舉出仕、宦遊浙江寧波，

而李中襄的父親李春門其時年歲尚幼，隨父遷居浙江，因此，直至辛亥革命以後，

李家才舉家遷回江西。說及李春門、也即李老師的祖父，文中言其「生性耿直，

居鄉每遇不平事，輒不顧自身利害，仗義執言」1，又且精習歧黃之術，雖不以

此謀生，然而鄰近鄉人皆知其精於醫道而不受酬。李氏家族自李中襄一輩始繁衍

漸多，李中襄共有四個兄弟、五個妹妹。四個兄弟中，長兄諱左襄、號輔侯，畢

業於江西法政專門學校、亦曾從軍參與北伐，後任職於江西省政府，生有五女三

男。李左襄在國民政府敗退以後不及隨同撤退，後來不幸被害。三弟諱右襄，號

弼侯。李蕭綸錦在文中說他「天性仁厚，豪放重義且輕鬆多趣」、「識者無不樂與

之交」2。李右襄畢業於天津工業專門學校，習化工，一生致力教育事業，有六

子三女。後來也受政爭牽連，在大陸不幸被害。四弟李士襄，號威侯，早年就讀

上海藝專，後任國民大會代表，來臺後曾經在臺北多所學校執教鞭，生有四男二

女。五弟國襄，號建侯，昔年在江西工業專校攻讀土木工程，後來在亂世中離散，

不知下落。而五個妹妹中，大妹季襄，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從事教育，育有二子；

二妹印綬，肄業心遠中學，經商，生一子；三妹文襄，肄業江西女子公學，曾任

1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收入李宗慬編，《百齡歲月：李太夫人蕭綸錦女士紀念集》（李宗慬，

自印本，2001）（下同，不再一一註明），頁 115。
2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8。



國民大會代表，後來也不幸在亂世中殉身，其子女亦不知所蹤；四妹秀綺，畢業

於江西職業學校，戰後舉家均失陷於大陸；五妹秀文，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後

在某貿易公司就職，育有二子一女。

至於李中襄本人，其四歲時先由父親啟蒙、後從章伯初讀書，「先生以其穎

慧，甚期許之」3。早先在浙省時，就讀育德小學、邯縣縣立高等小學，「此兩校

校長及教員，多為留日學生，大半已隸同盟會，均為革命先進，立侯受其薰陶，

早年即已接受革命思想」4。返贛後，入南昌心遠中學，亦多受熊純如校長訓誨，

「（李中襄）自謂在校四年，朝夕受誨，耳濡目染，亦以從事科學救國為職志」5。

民國四年時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後考入唐山交通大學，習土木工程。民國八年，

熊純如邀其回母校任教，是為李中襄早年從事教育事業之始。據李蕭綸錦回憶，

民國十年，李中襄請於熊純如，擬為心遠中學添設分校、增建新校舍。熊「允如

所請，且令負全責。蓋先生瞭解立侯，平日敏於事而慎於行，所以不因其年少，

而仍委以重任」6。後來，熊純如計畫籌辦心遠大學時，同樣任命李中襄負責一

切規劃。回到母校服務、任教期間，李中襄擔任監學，並負責講授英、算等課。

文中言其教課認真，訓導甚嚴，對學生的生活起居隨時留意，「學生皆敬畏之，

而又親如家人」。「猶憶卅九年，我們初來臺時，有一次立侯患感冒，湯又新來舍

閑坐。湯為其當年弟子，是時亦已鬢髮班白，見立侯似有不適，即親為之展衾枕，

扶持睡下，始離去」，「我旁觀其師生情義，真可傳作杏壇佳話。其他所有受業弟

子，亦無不敬愛老師逾乎尋常」7。在李蕭綸錦的筆下，李中襄為人處世「賦性

3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6。
4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6。
5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6。
6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7。
7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7。



剛直，勇於負責」，說他「不憚辛勞，竭智盡忠為黨為國」8。李中襄晚年間苦於

肝病折磨，病中「醫生為其用 X 光檢查肝膽，猶笑曰：『我平日以肝膽照人，今

日我的肝膽亦被人照了』」9。雖然多年為官掌權，平時生活卻依然清貧，李中襄

也不以為意。在重慶時，財政部長孔庸之「曾欲以全國煙酒公賣局長畀之，彼雖

極感孔關愛，而以不諳經濟為辭」10。回憶錄中有記，李家沒有顯赫的家世傳承，

「惟于孝友之道非常重視」11，李中襄家中兄弟姊妹眾多，眾人各自成家立業以後，

仍然相互支持、彼此依靠，自始秉持孝親、友愛之家風。對於子女，即便平素公

務繁忙、晝夜辛勞，李中襄仍然教訓頗嚴。民國三十九年來臺以後，一時閑居無

事，李中襄即親自督促晚輩讀書，每日不輟。

在江西任教幾年後，民國十六年，共軍進襲贛省，李中襄夫婦即偕族人遷往

上海逃避戰亂，後來東南大學校長胡敦復邀請擔任總務，又再移居南京。十七年，

李中襄應熊純如之邀返贛，在江西建設廳任職。十八年，程天放任安徽教育廳長，

函請李中襄任機要秘書，後來程奉命兼任省主席，李中襄便也暫時負責省政府秘

書長職務。大約在這段時間以後，李中襄開始接觸政務、進入官場。政治的領域，

以及為官、理政、牧民的生活，或許是世界上最易使人迷失、最多渾水濁流亂人

心志的所在。文中提及，時有商人暗夜訪家、攜厚資為贈，而李中襄堅辭不受：

「某日深夜，有客來訪，忽聞客廳傅來立侯堅決推讓聲，來客離去後，我詢問何

事，他告我安徽省會濱江，設有木材厘卡。過去主政者，常將木材稽留不放行。

我認為欲求國家經濟繁榮，應使商務暢通，如延擱太久，殊非所宜，因命放行，

而木商不解，竟持大包鈔票來謝，其實此乃我職責上應該執行者，何能言謝。立

8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2。
9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2。
10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3。
11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19。



侯平日清廉自愛，益使我衷心敬服」12。

二十一年，李中襄奉中央政府命令，參與贛省戰事，就任省黨部常務委員，

兼黨務處主任委員，行營少將秘書，以及民國日報社長。二十三年二月，出任九

江市政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政一方，官聲頗佳。二十四年，李中襄卸任，舉家返

回南昌。「離潯之日，地方人士設宴踐行，市民夾道相送，且各製錦旗，沿途飄

揚，爆竹之聲不絕，致火車開行時間為之延遲，惜別之情，令人感動」13。一直

至李中襄生命的最後一年，都是在為國家事業的奔波忙碌中度過，夫人也在文章

裡轉述其當年所言：「希望我剩餘的能力，能為大眾服務」14。抗戰期間，李中襄

效命國民政府，為戰事努力，前後擔負各種不同的任務，而李蕭綸錦也一路跟隨

著李中襄的步伐而四處遷徙。夫妻倆一個投身艱苦的戰事，而另一個則要與惡劣

的環境搏鬥，在漫天的砲聲和哭聲中養活幾個半大的小孩。民國二十八年，李中

襄奉命遷往重慶，一家大小俱都同行。在重慶參與抗戰，李中襄前後任社會部第

二處處長、物價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來又任職新聞檢查局副局長，實際負責

戰時新聞檢查工作五年有餘，李老師即在此期間出生。

李蕭綸錦在書中追憶當年戰時的情景，亂世之中，手足親人相聚無期，朋友

情誼也更受洗鍊而顯得深厚，一旦有機會相見、旋即又要因各種職責任務在身而

不得不分別。在空襲警報聲中，各家各戶的媽媽們掐著時間搶先燒好飯、餵飽孩

子們，才匆匆忙忙地帶上鋪蓋捲躲進防空洞，「我當時練出一種本領，善捆鋪蓋

捲，因每逢有空襲的跡象，高坡上即懸掛一枚紅球，使人們預作準備，我每次第

一即趕緊燒飯，使孩子們先吃飽，然後捲鋪蓋，至掛兩球時，即送入附近的防空

12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29。
13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34–135。
14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35。



洞，至三個球時，即已緊急警報，那時每人都有防空袋，內裝必需的衣物……以

後所有的人們，都訓練有素，手提防空袋，觀察地圖上敵機的動向，至放緊急警

報時，始各自步入防空洞。我從來不敢去看，因平日步履甚慢，而又小孩眾多，

所以不敢稍有怠慢了」15。在漫天的煙塵、或者彷彿使時間靜止的黑暗與震盪中，

手無寸鐵的人們只能一心思索下一餐的來源、或者該去哪裡湊齊縫補孩子們衣服

的布料。時至今日，世界上仍有戰爭，迴盪數十年的砲火與哭聲還遠未被遺忘，

血與火的侵襲似乎又隱隱已在眼前，悲劇是正在重演、還是從未停息？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終於勝利，全國各地百廢待舉。三十五年，李中襄受任

江西民政廳廳長，卻受當時省主席、議長等人傾軋，淪為地方上權力鬥爭的攻擊

對象。為了名位、利祿勾心鬥角，並非李中襄本心所願，「果然不久在省政府會

議時，討論擬訂地方自治方案，立侯以憲法已有明文規定，不應再擬，適鄰座攜

有憲法一本，立侯即將原文宣讀。不意王陵基主席竟大怒，暴跳如雷，推座而起，

如立侯當時以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為目的，即應仰承主席意旨，不再置一詞，而

立侯剛直成性，威武不屈，且說你希望我以鄉愿自居，依阿取容嗎？從此王陵基

遇事為難，遂無一日安寧」16。李中襄在江西錦任職一年有餘，即因上峰威壓而

被迫請辭。

多年奔波辛勞，一時眼前豁然開朗、再無公務壓身，李中襄夫婦借此機會出

外遊山玩水、尋幽訪勝，度過了一段寧靜的日子。後來，李中襄復又返贛，回歸

當年的教育事業，主持心遠校務，並決心以此為一生的職志。然而，民國三十八

年，共軍勢大、氣焰愈熾，李中襄不得已，只好帶著家人再度踏上避難的路程。

一路輾轉，又是染病、又是盤纏用盡，一家人一時窘迫無已，「每思人生在世若

15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39。
16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52。



遭遇到戰亂貧窮，而又旅途臥病，可謂困苦至極了，不幸立侯被命運安排，正遭

此困境，我也隨之飽嚐個中滋味，他自知所攜帶的旅費有限，病中屢問，我們旅

費已告罄吧，我忍淚答以尚可維持，事實上點金乏術，祇以免增他病中煩憂而已」

17。後來，幸好遇有友人襄助，一家人終於得脫此劫、逃往香港，嗣後追隨國民

政府轉往臺灣。來臺後，李中襄夫婦閑居在家，生活亦貧困，只是一意關心子女

的讀書教育問題。兩人都出自書香之家，又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即便

多年來時危勢艱，仍然盡己所能地持續培養子女，使他們成材。四十一年，李中

襄又接受委任，到立法院任秘書長一職。因事務繁雜，又且李中襄個性剛強，與

部分同僚相處不佳，於是在民國四十三年卸任。四十六年，李中襄在中央黨部參

與研擬光復後江西重建方案…等事務，或因經年案牘勞形，最後竟於四十七年春

天因肝疾復發而病倒，不久後與世長辭。

回憶錄裡寥寥幾筆，帶我們從李蕭綸錦的視角，看見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

並得以從中一窺李老師一家人的故事。連天的烽煙、令人眷戀的山河與鄉土，昔

日的家與國都在回憶的汪洋中飄盪遠去，生逢此世，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有太多的

身不由己，李蕭綸錦在文中亦有此感嘆：「念人生天地間，奄乎若飄塵」18、「當

時壯年的我，如今已視茫茫、髮蒼蒼，步入衰邁之年，立侯竟已遠離塵寰十有五

年矣。流亡海外，緬懷往事，能不令人唏嚧感嘆者耶？」19在口述史中，我們也

可以看到李老師感念父母及兄弟姊妹早年的顛沛流離，慶幸後半生可以於小小世

外桃源中安然度過。如今，四位子女中有兩位定居美國，兩位陪伴身邊，她期盼

這些往事，也成為後世子孫珍貴的回憶。

17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57。
18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53。
19 李蕭綸錦，〈回憶瑣記〉，頁 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