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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投敌叛国，在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效力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并不
罕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法国有所谓的“法奸”问题，比利时有所谓的“比奸”问题，“奸人叛国”似乎是战时沦陷区的一个
共同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抗战时期汉奸的产生，有着内、外部的条件。
就性质而言，他们没有本质区别。
但以地位而论，又有大小之分。
相对于以旧官僚、旧军阀、政客、豪绅、部分地主和买办为主体的大汉奸来说，以无业贫民或游民、
失意军人为主体的小汉奸的特点是愚昧与贫穷，这些人因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不多，国家观念淡薄；
因为生活困苦，往往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罔顾国家民族利益。
汪精卫等巨奸非一般汉奸可比。
其集团成员大多数留学国外，甚至一些人还曾经有过革命的经历，叛国投敌前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中
身居高位，有的甚至参与重大决策。
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国家发展、民族进步曾经是其为之奋斗的目标。
然而，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公然卖身事敌，成为民
族罪人。
固然，日本的政治诱降起了一定作用，但这只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只能从其自身寻找答案。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外因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策略的调整及政治诱降；就内因而言，除了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
反共等原因外，还在于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矛盾难以调和、是其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的结果。
殿兴的这部著作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过程的论述、投敌原因的分析
，并结合汪精卫政治生涯的特征，试图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及潜在的规律。
而汪精卫投敌正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历来崇尚“学而优则仕”，将仕途作为实现自身价值最有效的捷径。
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汪精卫自然也不例外。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实际上一直是军人当政。
由于知识分子重文轻武的先天不足，汪精卫在与掌握军权的军阀斗法中屡屡败北。
为了政派私利和个人野心，他不择手段地苦心经营。
当处于在野地位时，为捞取政治资本，往往能提出一些激进的主张，思想与行动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原
则性；而一旦转化为当权派，原先的理想与追求以至所标榜的道德规范也即随之消失。
这种政治上的无原则性，正是中国历史上党争的特点。
本书是殿兴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过去史学界认为汪精卫在一·二八事变后重新上台，提出了“一面抵抗，一
面交涉”的方针，据此认为他一直是个主和派人物。
全面抗战开始后，汪精卫更是力主和议。
而殿兴经研究认为，蒋汪二度合作之初，汪精卫虽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依此方针与日本
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但在抵抗与交涉的二重奏中，主旋律仍是抵抗。
长城抗战的失利，使他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初由重抵抗变为重交涉，继之则只交涉不抵抗，最后是
连象样的交涉也难以寻觅，只是一味的退让；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其叛国投敌的一年多时间里，汪精卫
在“战”“和”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主战、敦促蒋介石有条件地进行谈判到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过
程。
抗战初期汪精卫主张抗战，陶德曼调停失败到广州、武汉失陷前，汪精卫虽由主战改为有条件地与日
进行和谈，但还没有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意向；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汪精卫决心出走议和，脱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汪精卫附逆研究>>

抗战阵营。
第二，日本诱降汪精卫是一个谋略，意在分裂中国抗战阵营，以达到迫使蒋介石接受日方条件，迅速
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同样是一种谋略，是借助外力实现个人野心的一种手
段，并非“曲线救国”，而是“曲线问鼎”。
第三，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的反复无常，是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无原则性”的具体体现，是为其实现
由在野向当权转化的表现形式。
汪精卫一生的反复无常和言行不一在中国历史上带有普遍性，并不唯其是然。
选择一个虽非人人耳熱能详但却都能说出一二的题目做论文，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
能够在一个熟题目中挖掘出一些“新东西”，这正是，本书值得肯定之处。
至于这少许的“新东西”能否得到认可，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读者了。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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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过去史学界认为汪精卫在一·二八事变后重新上台，提出了“一面抵抗，一
面交涉”的方针，据此认为他一直是个主和派人物。
全面抗战开始后，汪精卫更是力主和议。
而殿兴经研究认为，蒋汪二度合作之初，汪精卫虽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依此方针与日本
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但在抵抗与交涉的二重奏中，主旋律仍是抵抗。
长城抗战的失利，使他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初由重抵抗变为重交涉，继之则只交涉不抵抗，最后是
连象样的交涉也难以寻觅，只是一味的退让；从全面抗战爆发到其叛国投敌的一年多时间里，汪精卫
在“战”“和”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主战、敦促蒋介石有条件地进行谈判到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过
程。
抗战初期汪精卫主张抗战，陶德曼调停失败到广州、武汉失陷前，汪精卫虽由主战改为有条件地与日
进行和谈，但还没有撇开蒋介石单独主和的意向；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汪精卫决心出走议和，脱离
抗战阵营。
第二，日本诱降汪精卫是一个谋略，意在分裂中国抗战阵营，以达到迫使蒋介石接受日方条件，迅速
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同样是一种谋略，是借助外力实现个人野心的一种手
段，并非“曲线救国”，而是“曲线问鼎”。
第三，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的反复无常，是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无原则性”的具体体现，是为其实现
由在野向当权转化的表现形式。
汪精卫一生的反复无常和言行不一在中国历史上带有普遍性，并不唯其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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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沦第一章  抵抗与交涉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二、《塘沽协定》的签订三、对日心态的表露第
二章  从主战到主和一、不坚定的主战派二、转向“主和”三、有“条件”和谈四、《重光堂密约》
第三章逃离抗战陣营一、仓皇出逃二、日本诱降汪精卫的真意三、国人声讨与刺汪事件四、蒋介石的
应对之策第四章  “曲线问鼎”一、赴日商谈组府条件二、寻求配合与支持三、汪记国民党“六全大
会”第五章  充满波折的“还都”之路一、南京会谈二、“汪日密约”三、“高、陶事件”第六章  不
受欢迎的“客人”一、新“中央政府”成立的一再展期二、迟迟得不到承认的“怪胎”三、“国交调
整条约”四、叛国投敌者的结局第七章  被权欲吞噬了的灵魂一、个性因素二、汪蒋首度交恶三、国
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四、汪记“大亚洲主义”的实质五、死硬的反共分子第八章  结语一、汪精卫叛国
投敌与蒋介石的关系二、汪精卫政治生涯的本质与特征三、汪、蒋和战态度的历史渊源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汪精卫附逆研究>>

章节摘录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研究离不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
汪精卫作为头号巨奸并由于其一生经历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重大史事，自然为史家所倚重。
汪精卫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人为其作传。
雷鸣的《汪精卫先生传》是第一部汪精卫的传记。
该书不是以一种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纯粹是为汪精卫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一代经纶领袖完成一座造像”，写作的动机是由于“
对一代经纶人格与事业的景仰”。
出于政治的需要，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肆攻击，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进行辩解，对汪精卫集团出
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行为则只字不提。
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后，也有不少国人结合汪精卫抗战初期的言行对其叛国行为进行责骂，其中徐达
人的《汪精卫骂汪兆铭》最具代表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对于汪精卫这个历史人物，先是避而不谈，继而大搞阶级批判，根
本谈不上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对汪精卫的研究才步人正轨。
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除了以汪精卫和汪伪政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外，目前已问世的有关汪精卫的生平传记的专著主要
有：《汪伪十汉奸》(该书辑录了由黄美真等撰写的以汪精卫为首的汪伪十名巨奸的小传)，蔡德金的
《汪精卫评传》，李理、夏潮的《汪精卫评传》，闻少华的《汪精卫传》，程舒伟的《汪精卫与陈璧
君》，王光远、姜中秋的《陈璧君与汪精卫》以及谭天河的《汪精卫生平》等。
国内以汪伪政权作为研究对象的通论性著作，具有全面、系统内容和完整理论形态的，至今尚在运作
创造之中，目前已经出版的主要有两部开拓性的著作。
蔡德金撰写的《历史的怪胎一一汪精卫国民政府》，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汪伪政权史的著作。
该书梳理出了汪伪政权历史过程的基本脉络，在简要、清晰的叙述中阐述了关于这一政权历史的立论
准确的基本观点。
佘子道等撰写的《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是一部以专题形式表述的关于汪伪政权史的专著。
作者分别对该政权的形成、演变以及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项重大活动，直至其最后覆灭
的全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是对汪伪政权史通论性研究所做的一个有益的探索。
此外，关于汪伪政权的成立及其基本状况的著作有黄美真、张云的《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和黄友
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等。
目前大陆学者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汪精卫叛逃的原因、汪精卫发起的“和平运动”
的评价及汪伪政权的性质等问题上。
关于汪精卫叛逃的成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的观点基本上
代表了大陆学者的多数意见：一、民族失败主义恶性发展，完全为日本侵略者的暂时胜利吓破了胆；
二、汪与蒋争权夺利的矛盾以及在“和一战”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日趋尖锐，汪急于另谋出路，三、日
本的诱降目标日趋集中于汪精卫集团，汪等也从半推半就发展到积极卖身。
所谓“和平运动”，从概念上来说，是指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汪精卫等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与日本
达成妥协，以停止两国间的大规模战争。
它由汪精卫集团中的部分成员及一些期望与日本实现“和平”的人结成的“低调俱乐部”发轫，以汪
精卫出逃而至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为一大成果，且一直被汪及追随者运作至伪政权垮台。
对于汪精卫发起的“和平运动”，大陆学者持否定态度。
在他们看来，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各自所需要的和平。
战争与和平，除取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民众诉求的制约，
并非某个人说战就能战，说和就能和的。
任何人的思维如果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的许可，违背了当时民族的共同的要求，就会站在民众的对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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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政权的性质，学术界有一致的看法，即它是日本卵翼与刺刀下的傀儡政权。
港台地区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虽说论著的数量和质量均逊色于大陆，但仍可称是多姿多彩，
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为贬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辩解者亦有之。
其中影响较大的论著有朱子家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和王美真的《汪精卫传》等。
发表的论文侧重于对汪氏活动和汪伪政权的研究，如胡春惠的《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蒋永敬
的《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陈进金的《另一个中央：一九三。
年的扩大会议》、林能士的《谈谈利用心理史学研究汪精卫》、王克文的《汪政权党政军结构初探》
及邵铭煌的《从汪精卫一封未传送出去的函稿谈起》、《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案为
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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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在三年心血凝结的书稿即将付梓之时，作者不仅丝毫没有大功告成后的欣喜与紧张之下的如释重负之
感，倒是多了几分惴惴与惶恐。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就本书的选题而言。
关于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研究，可谓果实累累，且不乏精心之作。
而博士学位论文又必须在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因此，选择这样的题目，本身就带
有几分风险。
其二，常言道，“十年磨一剑”。
没有时间保证与一定的史料积累，写出高质量的论著谈何容易。
以区区三年的时间，写出洋洋20余万言的论文，其中的夹生之处不难想象。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宇空”。
历史研究仅凭空发议论是不行的，需要做到有理有据，史论结合。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试图采用心理学、政治学理论研究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尽管也尽可能地做到了
史论结合，但总有欠缺之感。
本书从选题、材料收集、构建以至成文，凝结了众多师友的心血。
导师刘景泉教授从论文的选题、史料的收集、论文的框架结构乃至成型后的修改，层层指导，严格把
关，连文章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其严谨的治学风格已化作人品融入了对我的言传身教之中。
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两度赴南开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魏宏运教授。
魏先生为史学界权威，德高望重，虽年近八旬，仍时常关心学生的学习及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并多
次与笔者探讨相关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解决了论文中的诸多难题。
谢刚教授是中国政治史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在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提出过不少独到的学术观点。
笔者每次造访，年逾古稀的谢先生总是热情接待，耐心解答问题。
两位老先生对本文的完成倾注了不少心血。
在此，我谨向导师及两位老先生致以衷心的谢意。
在博士论文的选题、结构设计及撰写的过程中，南开大学的张静教授、江沛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所左玉河研究员也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笔者同样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博士论文送审期间和答辩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忻平教授，天津师范大
学侯建新教授、魏继昆教授、王同起教授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笔者也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外文水平的局限，本书在史料的搜集挖掘上。
尤其是对港台及外文资料的运用上明显欠缺，加之作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有限，不仅对问题的分析
缺乏应有的深度，影响了本书的质量，而且不确甚至谬误之处存在不少，真诚希望专家学者和同志批
评指正。
张殿兴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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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精卫附逆研究》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汪精卫叛国投敌过程的论述、投敌原因的
分析，并结合汪精卫政治生涯的特征，试图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及潜在的规律。
而汪精卫投敌正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
投敌叛国，在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效力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并不
罕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法国有所谓的“法奸”问题，“奸人叛国”似乎是战时沦陷区的一个共同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汉
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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