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远舰主要军官合影，中立者为邓世昌和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

三子邓浩乾是邓世昌妾氏的
遗腹子，邓家的说法，他是在邓世
昌殉国的第二年（1895年）出生。

邓浩乾的养女邓孝思 2014
年9月接受无锡媒体采访时说：

“我的父亲邓浩乾是遗腹子，爷
爷邓世昌殉国的时候他才刚满
百天。”这句话有矛盾之处，从上
下文推测，邓孝思的意思应该是
在邓世昌牺牲的百天后，邓浩乾
才出生。

邓世昌是 1894 年 9 月 17 日
殉难，三个月后大约就是1894年
的12月底。

另据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
海军史料》一书中收录的1920年
7 月海军部职员录中，邓浩乾的
出 生 日 期 也 被 标 注 为“1894
年”。根据《哀荣录》里邓家发出
的《哀启》，最后署名“棘人邓浩
洪、浩祥、浩乾”来看，邓世昌生
前已经为三子起好名字。当年
邓世昌去世后，妾氏带着邓浩祥
和邓浩乾去了哪里，邓立英说：

“那就完全不知道了”。
现存关于邓浩乾的记录几

乎全部与海军有关。《中华民国
海军史料》一书中收录的海军部
职员录中，1920年7月、1922年3
月邓浩乾登记的职位是编译科

科员，别号“健明”。
他在海军部任职也和哥哥

当年一样，都是一种象征性意
义，是国家对勋裔的照顾。在
1935年第77期的《海军公报》上，
可以看到邓浩乾的一封“呈函”：

“原具呈人邓浩乾：二十四
年（1935年）十月十九日呈一件，
为先父世昌于甲午之役在大东
沟抗敌殉难，请念忝列难裔处境
困难，准予录用由。”

后面是时任海军部部长陈
绍宽的批示：“呈悉。仰即先行
来部接洽”，时间为1935年10月
31日。

从这封信来看，他当时的处
境并不好，甚至需要借邓世昌为
理由进行求职或者续职。同页
海军公报上，还有一个叫魏予钦
的呈文：“为充长风巡艇司书数
年，现艇经废弃，家贫，恳乞准予
录用由。”但却因“现无缺额”而
无法录用。在 1936 年 9 月的海
军部职员录中，邓浩乾的职位变
为铨叙科科员，此事已经实行军
衔制，邓的军阶为“上尉”。铨叙
科主要负责人事工作。

但 此 后 在 1943 年 3 月 和
1947 年 5 月两批海军部职员录
中，均不见邓浩乾的名字。

邓世昌次子邓浩祥，因为去
世较早，留下的信息更加稀少。

据邓立英说，邓浩祥早逝，
但具体时间不明。甚至有说法
称，邓浩祥是在幼年时去世。

在邓母郭氏去世后，《申报》
的数篇报道中均未提到“浩祥”。

叶裕芳的信中则称：“浩祥
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不久便
逝世。”

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于1896
年，原名南洋公学，1911年更名
为“南洋大学堂”，1921 年曾短
暂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
校”，1929 年更名为“国立交通
大学”。

在邓浩祥短暂的人生中，
这是外甥叶裕芳给他留下的最
详细的记载。

虽然在邓世昌和邓母郭氏去世
后，清廷屡降殊荣。但失去了主心
骨，邓家也开始离散。

邓世昌的父亲、祖父都在甲午
战争10年前的中法战争期间去世，
军情紧急邓世昌没能回家奔丧，此
后多年“尝手谕不孝等，以忠孝未克
兼全为憾”。

“不孝等”，指的是邓世昌的子
女。这句话出自邓世昌殉国后，以
三个儿子名义发布的《哀启》，但这
句话被讹传很广，被说成是“邓世昌
经常手写不孝两个字”。

邓世昌殉国后，家中除了老母
亲郭氏，还有一妻一妾、两子以及一
位遗腹子。

“太公殉国后，他的夫人我们叫
太婆，拿着一个小油灯，楼上楼下地
走。那个时候我们在虹口住的地方
挺大的，她就在家里到处走啊，呼唤
叫我太公的名字，家里的情景也比
较凄凉。”家里传下来这段往事细
节，让邓立英一直难以忘怀。

原配夫人妻子何氏，当时她还请
人画了邓世昌肖像，早晚香烛供奉。

邓世昌的玄外孙叶伟力，为我
们提供了数封他祖父叶裕芳生前所
写的家信。叶裕芳的母亲是邓世昌
的二女儿邓秀婵。这些家信跨度几
十年，叶裕芳在信中将自己听到、看
到的往事一件件记录下来，他的用意
就是希望后人能够记住这些事情。

从这些信中可以拼合起邓世昌
家族往事的大致轮廓，其中很多与
以往的所知有很大不同。据叶裕芳
在1982 年的一封家信中写道：关于
邓公生平事略，我方面都是外祖母说
给我听的，叶家邓家以前都住上海，
我与外祖母常常见面，她逝世时七十
三岁，那时我是二十一二岁的青年。

叶裕芳口中的外祖母就是邓世
昌的原配何氏。何氏1922年在上海
去世，生于1901年的叶裕芳有着足够
的时间和外祖母交流。在另外一封信
中，叶裕芳还提到，甲午战前“邓公初
寓烟台，及殉国后不久，全家迁去上
海，与我叶家只有一街之远，因此我常
与外祖母相见，彼此谈及家事。”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叶家保存
了诸多邓家的往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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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有一妻一妾，育有

三子五女。在1982年的一封家
信中，叶裕芳提供了更详细的
信息：“（邓世昌）妻何氏，生子
一人名浩洪，又名展鹏，生女五
人，我母是次女名秀婵；邓公之
妾生子二人，名浩祥、浩乾。”

邓世昌去世时，长子邓浩
洪20岁。邓母郭氏去世时，《申
报》报道中提到的一句，郭氏

“文孙字赞朋者”，“赞朋”应该
就是由“展鹏”的字音写作而
来。邓浩洪的经历在邓家流传
很少。叶裕芳的信中提到“邓
公壮烈牺牲后，清朝光绪皇帝
召展鹏大舅父进京朝见，但未
给一官半职，后曾委为‘海军慰
劳员’耳。”

对于此次召见，未见史料
记载。不过根据民国元年池仲
祐所编《海军实纪》记载，邓浩
洪确实承袭了海军职务，“投效
广东水师提标”，这个职位在当
时更多是一种象征性意义，用
以褒奖英烈后裔。

据广东黄埔水师鱼雷学堂
第十二届毕业生陈弘毅遗稿

《北洋海军参加光复及护法之
役的一些史实》中回忆，辛亥革
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黄
钟英为海军总长……政府成立
之日，曾派故海军提督邓世昌
之子来舰慰劳，称为光复海军
第一功。”此前曾有人认为此
人为邓世昌三子邓浩乾。现在
从叶裕芳的信来看，应该是邓
浩洪。

邓浩洪最终并未在海军常
任。邓浩洪的孙女邓立英说，
在民国初年，爷爷就开始自己
经营茶庄，自谋生计，“天津、上
海的两头跑”。

另根据邓家家传，辛亥革
命后，邓浩洪曾多次为国民革
命军捐款捐物。

1947 年，邓浩洪在上海去
世，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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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外孙叶裕芳。他在生前
的家信中，保留诸多家族往事的细节。

关于邓浩乾的资料同样有
限，邓家其他人对邓浩乾的情况
同样不甚了解，不过我们在无锡
找到了一些历史片段。

邓浩乾，只有一名养女叫邓
孝思，他晚年退居无锡也与她有关。

2016年，我们曾到无锡找到
邓孝思的外孙女，她为我们提供
了一份 2003 年无锡当地媒体的
采访资料，当时邓孝思已经77岁
了。这份资料有着丰富的细节，
整理如下：

听奶奶说，父亲是在北京出
生的，父亲是遗腹子，当时爷爷
刚刚为国捐躯。我生在北京，父
亲邓浩乾毕业于设在上海的江
南大学，在海军做文员。母亲梁
竹青毕业于南开大学。抗战以
前，我随父亲一同到了南京，后
又去了重庆。抗战以后，又随
父亲回到南京，在北京（记者
注：从后文看，应该是南京）读
完了高中。高中毕业后，我听
说交通部设在镇江的一个电信
学校招话务员，就去报考，一下
被录取了。1947 年，我被分配
到无锡邮电局工作。我在无锡
生活了 56 年。刚到无锡时，只
有 20 出头，丈夫也在无锡邮电
局工作，我们就在无锡安家，育
有二子一女。

邓孝思说，父亲先在海军做
文员，后又到“侨民事务所”任
职，当事务所要从南京迁往厦
门，父亲割舍不下女儿，就谢绝
了邀请，携夫人一起到了无锡，
和女儿一起生活，一直到去世。

从邓孝思的回忆看，邓世昌
去世后，妾室带着遗腹子邓浩乾
去了北京。长大后邓浩乾到上
海读书，毕业后在国民政府海军
部工作，最后随女儿落脚无锡。

但这份回忆还有不少讹误

有待考证。
比如“上海的江南大学”。

现在能查到的信息是，江南大学
是1947年10月由中国民族实业
家荣德生先生在无锡创办。曾
在该校任教的钱穆，在《师友杂忆》
一书中有过回忆。从时间和地点
上看，邓浩乾学校应另有他指。

比如“侨民事务所”，当时国
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机构叫“侨
务委员会”，从 1933 年开始在重
要口岸和省市分设侨务处、局。
抗战爆发后，侨委会从南京迁往
汉口，旋迁重庆。厦门侨务局是
在 1934 年 12 月成立，抗战时迁
往晋江。

结合史料分析，邓浩乾应该
先在海军部工作，抗战前调入侨
委会，后分配到厦门侨务局，但
并未就职。

邓孝思回忆：邓世昌牺牲
后，其子老大去了上海，老二留
在老家广东番禺，老三去日本留
学，老四邓浩乾在海军工作，还
有一个女儿在上海。

这明显与史实不符，《哀启》
里已经明确只有三子。但这些
已经无法再向邓孝思求证了。

邓浩乾一直生活到 1969 年
去世，享年74岁。邓孝思在甲午
海战120 周年后的第三个月，即
2014 年 11 月 21 日在无锡离世，
享年88岁。

当时山东威海甲午战争博
物院举行有关甲午战争 120 周
年 的 相 关 纪 念 活 动 ，邓 孝 思
说：“如今我年岁也大了，行动
不便，不然的话，我真的想回去
看看，去威海看看。”

邓立英说，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还曾和姑姑邓孝思通过信，
但后来断了联系。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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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和邓母郭
氏去世后，清廷屡降殊
荣。但对于邓家来说，
外面的热闹难抵家中
的凄凉。“太公殉国后，
他的夫人我们叫太婆，
拿着一个小油灯，楼上
楼下地走，呼唤叫我太
公的名字。”家里传下
来这段往事细节，让邓
世昌的嫡传曾孙女邓
立英一直难以忘怀。

在寻找邓世昌家
族往事的过程中，我们
还找到了邓世昌二女
儿邓秀婵的后人——
邓世昌的玄外孙叶伟
力。可以说，邓世昌以
及邓家往事就隐藏在
这些后裔的家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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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二）

邓世昌原配夫人何
氏。照片现存邓世昌女
儿的曾孙叶伟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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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
本期嘉宾：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冯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李侨

心健康 本栏目由嘉事馨顺和特约刊出（32）

大家好，这段时间我们一直
在聊先天性心脏病及其介入治
疗的话题，前几期我们主要讲了
几种较为常见，较为容易通过及
时的介入治疗取得良好效果的
简单先天性心脏病，今天我们要
说的是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及
其介入治疗。

怎样的先天性心脏病才称
得上是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呢？

通常是指在胎儿发育过程
中出现严重的结构异常或发育
不良，可合并多种畸形。

常见的复杂先天性心脏病
包括法洛四联症、肺动脉闭锁、
右室双出口、大动脉转位、左室
发育不良、右室发育不良、肺静
脉异位引流、心内膜垫缺损、主

动脉弓离断等心血管畸形复杂
的疾病，而且每一个复杂先天性心
脏病的患者都有不同的特点，其结
构变异、畸形和复杂程度千变万
化，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复杂。

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表现
也有重有轻，最严重的在胎儿期
就无法存活，不能正常出生；较
为严重的是出生以后就开始有
各种症状或体征，出现严重的缺
氧、心衰、生长发育受阻甚至出
生后死亡；部分患者虽然存在复
杂的畸形，但各种畸形互相之间
可以出现相互平衡的结果，他们
也可以顺利存活并长大成人，但
多伴有生长发育不良、不同程度
的组织慢性缺氧表现或心肺功
能不全表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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