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道我爱美，哥哥特意省出钱给我带了外国的化

妆品。”尘世如烟，当年芳华初绽的少女，如今已 99岁。临近期

颐之年，梅蕴珍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脸上仍泛起娇羞。

此刻，故园南昌青云谱朱姑桥梅村内，雨丝风片。梅湖上

怡然泛舟的人们，沉浸在这静谧安详的时节，恍然今夕何夕。

同一时刻，不同空间。俄乌战争硝烟未尽，巴以冲突

风云又起……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间，并非普世太

平。中国得以在百舸争流中奋楫于先，求得自强自立的河

清海晏，精神源于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不朽梦想，动力取自

匡扶正义兼济天下的不懈追求，能力来自亿万同胞为民族

独立、强盛的不屈奋斗。

2019 年 9 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梅汝璈被评为全

国“最美奋斗者”，当时斯人已驾鹤西去 46 载，他就是梅蕴珍

念兹在兹、无日或忘的哥哥。1946 年至 1948 年，梅汝璈代表

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参与审判日本战争罪

犯。1948 年的一天，利用休庭回国述职的间隙，他特意去看

望正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小妹，很贴心地为正处芳龄的她带

去了动荡岁月里难得的化妆品。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为千百

万冤死的同胞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铁汉，亦是柔情似水呵

护妹妹的哥哥。

正义审判千秋凛然。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

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

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2024 年，恰逢梅汝璈诞辰 120 周年。妹妹梅蕴珍从美国

飞越太平洋的万顷碧波，于 4 月 14 日回到他们曾出生、成长

的故园。“这是我的闺房，斜对面就是哥哥的书房了。”她记

忆清晰、思维敏捷。比妹妹大整整 21 岁的兄长，在她的童年

时代，绝大部分时间在外求学、工作，但不多的相处时间，仍

影响了小妹一生。“哥哥鼓励我考他的母校清华，父亲也要

他分担我的学费呢。那一次他从东京回国，还塞给我省吃

俭用攒下的 100 美元，我足足‘富裕’了一个学期。”

梅蕴珍的归来，揭开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梅汝璈之所以成为梅汝璈，缘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

文化涵养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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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梅蕴珍多年后再回到朱姑桥梅村故居，已
经物是人非。她坐在轮椅上，由儿子李盛才推
着，和哥哥的雕像完成了合照。

他们的故居经过修葺，作为梅汝璈东京审判博物馆向公
众开放。梅蕴珍到达这天，正赶上南昌市楞上小学周敏老师
带着她曾教过、现已升入南昌外国语学校高一年级的 4个学
生，前来缅怀梅先生。能和历史的亲历者交流、合影，对同学
们来说，就是家国情怀的潜移默化。

当日细雨绵绵，梅村历经沧桑保留至今的明末清初古建
筑风韵犹存。记者注意到，青云谱区正在对该村进行保护发
展，打造集文化、潮娱、田园于一体的都市原乡休闲文旅古村，
而内核，就是梅汝璈法制文化。

家国千秋梦，明月百年心。故乡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的
先贤。

梅蕴珍坐在轮椅上，由儿子李盛才推着，和哥哥

梅汝璈的雕像完成了合照。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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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千秋梦 明月百年心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 文/图

这一生，梅汝璈是注定要

发璈管之声的。

1946 年 5 月 3 日，远东国际

军 事 法 庭 第 一 次 公 开 庭 审 开

庭。此后直到 1948 年底，梅汝

璈和来自其他国家的 10 位同行

一起尽心竭力地工作，出色完

成了这一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国

际审判任务。

“他 是 著 名 的 律 师 …… 我

记 得 他 友 善 而 外 向 。”美 国 合

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阿诺德·

C. 布拉克曼全程报道了“东京

审判”，他在所著《另一个纽伦

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

事》一 书 中 这 样 评 价 梅 汝 璈 ，

“梅汝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

坦福和芝加哥大学，是一位杰

出的法律人士。他还是著述颇

丰的作家，撰写过《中国立宪政

府》和《中国战时立法》等”。

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过程

中，“父亲一直严守法律精神。

哪怕他对日本战犯恨之入骨，

心中也永远放着法官应有的那

杆秤，有理有节”。这是梅小璈

在整理父亲的遗作中发现的。

开庭前预演时，庭长韦伯

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国、英国、

中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

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

宾，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

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

排提出强烈抗议，他说：“如论

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

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

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

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

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

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

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

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

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

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

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

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

1998 年，梅小璈和姐姐一

起将这件见证历史的法袍，捐

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

馆藏珍贵文物。

虽然和澳大利亚籍庭长韦

伯爵士在观念、理念方面颇有

不同，但梅汝璈这柄中国璈管，

还是以自己的学识和涵养，奏出了曼妙的东方之

音，他和韦伯很快成为朋友。“在法庭上中国法官

坐在我的身边。”韦伯 1947 年 10 月 25 日写信给一

位朋友说，“他是个非常令人愉快的家伙。我们

是好朋友，他告诉我很多中国的国情”。

由于梅汝璈的据理力争，韦伯召集法官们表

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

国签字顺序安排，梅汝璈为中国争得了应有的位

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以及法官对法律的理解

不同，所以法庭在给被告定罪的问题上存在着严

重分歧。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们统统流放荒岛；

印度法官巴尔认为战争犯没有制裁的先例，主张

无罪开释全体战犯。

梅汝璈在驳斥巴尔错误观点的同时，根据两

年来在审判过程中收集的日军暴行证据，例如在

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剖腹、碾压、水

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

行，坚持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板垣

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侵华

主犯判决死刑。量刑阶段他与各国法官多次争

论，在唇枪舌剑之下，最终 6 比 5 一票险胜，将东

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 7 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此外，在梅汝璈的努力下，对南京大屠杀负有重

大责任的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受审，受到了公正

的判决。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

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

争得尊严。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

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

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

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决定由他负责判

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这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时庭审工作已经结束，各种

资料、证据堆积如山，梅汝璈和他的助手竭尽全

力，向法庭提交了 200多页、长达 10余万字的判决

书章节，获得了法官会议的认可，为东京审判作出

了贡献。

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里，梅汝璈置身于

国际大环境，对弱国无外交有切身感受，更加忧

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

1948 年 12 月，东京审判基本结束，此时国民

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

政部长”，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

1949 年 6 月，在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

璈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

校友乔冠华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

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的成立大会，此后安家北京。

1950 年，女儿梅小侃出生；1952 年，儿子梅小

璈出生。

自 1950 年起，梅汝璈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部顾问、专门委员兼条约委员会委员，并

历任燕京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

此后无论际遇浮沉，梅汝璈在孩子们面前都

表 现 得 很 豁 达 。1968 年 ，时 年 18 岁 的 梅 小 侃 ；

1969 年，时年仅 17 岁的梅小璈，先后告别父母到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落户。

2024 年 4 月 25 日，回忆沉沉往事，梅小璈告

诉本报记者：“我离家前，父亲似乎很平静。说

‘我本就出身农村，你到牧区也能活下去’。另外

他对知识终将受到尊重很乐观，鼓励我和姐姐都

要坚持学习，总有一天用得上。在姐姐插队期

间，父亲还和她用英文通信。”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第一次知道父亲

参加过东京审判，是在他去世后。”1973 年 4 月 23
日，梅汝璈抱憾在北京逝世，享年 69 岁。梅小璈

说，父亲走后数日，《人民日报》刊出一则小小的

讣告，里面提到父亲当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

官。

去世 6 年后，梅汝璈重获公正评价。梅小侃

和梅小璈均考上大学，并在各自领域取得成就。

姐弟俩一起整理父亲遗作出版的过程中，逐渐发

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梅汝璈……

梅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花果，

已有 3000 多年的应用历史。《书

经》云：“若作和羹，尔唯盐梅。”

中国人对梅是有特殊情感

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

处 蛙 ”“ 梅 妻 鹤 子 ”…… 梅 以 高

洁、坚强、谦虚的品格，激励人立

志奋发。

以梅为姓，包含传承优良家

风的愿景。

“南昌的梅姓，源自西汉的

南昌县尉梅福。”江西省文化名

家、南昌民俗专家梅联华教授介

绍，“后来开枝散叶出霞山梅村、

梅 家 巷 —— 也 就 是 朱 姑 桥 梅

村。”

对于南昌来说，梅福留下的

痕迹深刻，影响深远。

梅福少年求学于长安，后补

南昌县尉。他忧国忧民，以一县

尉之微官上书朝廷，指陈政事，

并 讽 刺 大 司 马 王 凤 ，但 被 斥 为

“边部小吏，妄议朝政”，险遭杀

身之祸。

梅福为此挂冠而去，最初隐

居于南昌南郊（今青云谱），垂钓

于湖。东汉“南州高士”徐孺子，

曾慕名在梅福故宅旁筑屋而居，并建

有“羡梅亭”。

汉平帝元始年间，梅福料知王莽

定会篡政，故隐居南昌西郊飞鸿山学

道遁避。后人赞赏梅福的高风亮节，

将他垂钓之处称为梅湖，建了梅仙祠

祀奉 ；将飞鸿山改称梅岭，并立梅仙

观、梅仙坛、梅尉宅以作纪念。

梅福的气节是其后人包括梅汝璈

的精神圭臬。

而汝璈出生的朱姑桥，则潜藏着

另一桩家国往事。明亡后，宗室朱耷

内心极度忧郁、悲愤，削发为僧，隐居

于青云谱。他的姐姐避世在蒋巷做道

姑，间或步行来看弟弟，那时水陆不

便，还要涉过梅湖的一段水路。朱耷

感念姐姐辛劳，就亲自修了一座麻石

桥，三丈长，八尺宽。姐姐来时，朱耷

早早在桥边候着，姐姐过了桥，弟弟沧

桑的脸上会浮现难得一见的笑纹……

是为“朱姑桥”得名之故。

1904 年 11 月 7 日，梅汝璈出生在

朱姑桥梅村。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

但富人情味，希望梅家棠棣同馨、兄妹

情深，朱姑桥畔的姐弟相望，就是他信

手拈来的身边往事。

梅 汝 璈 在 这 样 的 文 化 氛 围 中 成

长，他的骨子里，有中华文明至柔的一

面。

1952 年出生的梅小璈，和父亲梅

汝璈之间相差了“两代人”的年龄。梅

小璈记得父亲的几件“小事”。“那时我

家住北京顶银胡同的平房，房子太旧

有坍塌风险，房管局就在屋内加了根

顶梁立柱。我那时刚看完《西游记》，

非得说那是定海神针。”第二天小璈醒

来一看，这根柱子已刷成白色，上面写

着“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他才发现父亲这么有趣。

在梅小璈记忆中，留过洋的父亲生

活中并不洋派。可他留下的日记里，记

录了和萧侃女士结婚一周年时的事，充

满了浪漫：“今天是我和婉如结婚一周

年纪念日。我现在连她在什么地方都

不知道；或许她已经离开了重庆，正在

赴沪途中；或许她仍在重庆；或许她到

了上海。中国交通这样困难，使我对她

发生了无限怀念，对去年今日的情景发

生不断回忆。我默祝她的健康，我默祝

她在扬子江上的旅程清吉！”

据梅汝璈族中第四

代后人梅庭军介绍，朱姑

桥梅村梅氏家族取名尊

重世系（辈分）诀，该诀每

句 5 个字，每个字代表 1
个世系，总共 12 句 60 个

字，代表 60 世系，循环往

复，与天干地支相呼应。

梅汝璈的“汝”出自梅氏

世系诀第四句“文光炳汝

长”中，为第十九字。

艰 难 困 苦 ，玉 汝 于

成。

父亲梅晓春开明但

严厉，他把梅汝璈送到新

式学堂江西省立模范小

学读书。梅汝璈每日必

须早起到外面拾猪粪、牛

粪，作为农田的肥料。他

聪颖好学，出门拾粪时，

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

粪一边苦读，常常忘我。

梅汝璈的侄子梅长钊给记者讲了一件伯父的趣

事。“听父亲与祖母讲，伯父在读小学时，受当时剑侠小

说的影响很深。有一天他从家里拿了些钱出走，还留

下一封信，告别慈父母，说要往峨眉山寻拜峨眉老道为

师云云，家人十分着急。谁知火车开到涂家埠站（连九

江都未到），钱被小偷偷去，只有折返回来，当时大家笑

话了他好一阵子。”

梅汝璈此后从剑侠狂热中警醒，明白本领还须从

现实中磨炼，从此潜心求学。

1916 年，12岁的梅汝璈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

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班。在此期

间，梅汝璈在《清华周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清华学

生之新觉悟》《辟妄说》《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

取之态度》等。

1924 年，梅汝璈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1926 年，

他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1926 年

夏至 1928 年冬，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

律。他获法学博士学位时，年仅 24岁。

1929 年春，梅汝璈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

国，到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

任教期间，梅汝璈强调“法治”重要性，还经常以清

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

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

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

“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

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汝辈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此后十多年，梅汝璈先后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等校任教，他潜心钻研法律，成为国际法及英

美法系的资深专家。此间，中国大地战火纷飞，梅汝璈

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心如焚。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12 月，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

分子进行审判。当时中国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担任

法官，历史重任落到了梅汝璈肩上。

1946 年 3 月 19 日，梅汝璈从上海江湾军用机场出

发，乘坐一架美军飞机飞往日本东京。3 月 29 日，到东

京不久的梅汝璈遇上了去考察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

毓琇，顾将一柄三尺宝剑赠给梅汝璈。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梅汝璈已是

至柔至刚的复合体，对亲人对祖国至柔，坚持正义审判

战犯时至刚。他拔剑出鞘，激动地说：“戏文中有‘尚方

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

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

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

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

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

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

凶逃脱法网！”

汝。

你 ，
多用于称
同辈或后
辈：汝辈、
汝等。

汝汝汝

璈。

古 乐
器名，“上
元 夫 人 自
弹 云 林 之
璈，歌步玄
之曲”。

璈璈璈

特 别策划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