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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篇序言里，凡在总序中已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特别指出几点。
这本传记，同已经出版的中文宋庆龄传记比起来，更多地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所写的作品——
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
这些作品不仅有文章(它们多数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论最初是用什么文字写的)，还有几百封信件，有
写给外国人的，有时也有写给中国人的，如廖梦醒及其他人。
我还利用了许多——可能多于中国读者过去已知的——外国人的著作，这些人在宋庆龄一生中不同的
时期认识她或观察过她。
这不只是简单地一个文字不同的问题，而是为了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
描绘出宋庆龄和她的时代的图象。
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
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
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
她所具有的是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使她既无民族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是爱慕所有外国
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所有中国的东西，对一切外国东西都不屑一顾。
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国人完全平等。
她要使祖国昌盛并为此而奋斗。
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
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
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
劳动大众。
她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关头坚定不移，在胜利中同庆共乐，
但始终意识到前面的道路漫长。
长期的经验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坚信中国——世界也一样——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取得进步
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这不是空洞议论，而是她几十年来历经风雨用行动所显示的事实。
正如她在一切经验中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一样，她对知识所赋予的价值也是从不动摇的。
她深信，未来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进的知识来铸造的。
她是为妇女充分参与共同事业的权利和职责而奋斗不已的战士。
她最深切的爱和关怀在于儿童，为了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为了他(她)们的教育，使他(她)们成为来之
不易的进步的自觉继承人和未来的充满信心的建设者。
谈到现代化，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
、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而且我敢说，在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无数代人中，她仍将被认为是这样。
这些就是我想要告诉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中国读者——去认识和了解宋庆龄的理由。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91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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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是在我们这个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世纪中一位杰出的妇女。
她的漫长的一生几乎绵延了整个世纪。
她是1893年出生的，到1981年逝世。
她同这个世纪里中国和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联系。
她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
凡是见到过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给予的温暖。
她给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无远弗届的，因为它是同时代的脉搏谐和一致的。
    这部通俗性传记的目的是使读者见到她。
只要可能，有关她的事迹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来叙述的。
来源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她所写的东西，包括数以百计的私人信函。
在这些信函中，不少是她写给本书作者的，还有许多是她的其他同事和友人提供的。
关于她现存的信件，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尽管数量很多，但远非她的全部通信。
她在长期的地下政治活动中养成的习惯，使她对于留下有关她的活动详情的文字纪录十分谨慎。
在必要时，她会要求受信人在阅后将信烧掉。
保留下来的信件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她的性格和友情，但往往都不直接涉及时事，或者只是附带地提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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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译者：沈苏儒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
－2005年5月26日），犹太裔中国人，中文名艾培，记者、作家。
爱泼斯坦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信仰马克思
列宁主义。
他被中国官方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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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中文版序第一章　青年时代：美国，1907—1913年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第三章　回国和结婚
：1913—1915年第四章　孙中山第五章　为了维护共和：上海—广州，1916—1922年第六章　广州的变
局：1923—1925年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第
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第
十二章　再赴欧洲：1929—1931年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第十四章　为了拯救民
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第十五章　抗战岁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第十六章　抗战岁
月（下）：重庆，1941—1945年第十七章　在战后的上海：1946—1949年第十八章　建设新中国：1949
—1965年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艰难的日子，1966—1976年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辉：1976—1981
年引用及参考书目人名、地名、专名汉项对照表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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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苏日关系，孙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希望得到消除。
在回答越飞的问题后，他写道：“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
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
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
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
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他在信的结尾同开头一样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孙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写的。
在此之前，他们已交换了不少信件，但孙在这封信里仍然严厉地批评苏联“同北京的垂死机构谈判”
。
他写道：“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长期承认北京的官僚政府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机构，那么，你们想
同北京政府谈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但是，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为它树立取得国际承认的威信⋯⋯实际上是默认资
本家的论点，即承认必采取所谓进化或渐变这种和缓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变这种也许可称为
苏维埃的方法。
”在这封信里，孙说他“本人作为中国革命的体现者”自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对、攻击和镇
压”。
他是“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来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的。
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个派系的军阀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缓慢地，改造中国这一局棋中
的一步”——所谓“缓慢地改造”其实就是根本不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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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很感谢本书作者、“风义兼师友”的老同事爱泼斯坦同志，本书出版工作的最早的组织者、新世界
出版社的老友陈休征同志，以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者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他们把本书从英文原稿
译成中文这一颇为艰巨、又十分光荣的任务委托给了我。
如同所有曾在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中工作过的人一样，我作为她所创办和始终关怀的《中国建设》(现名
《今日中国》)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她是无比敬爱的，所以能为这部传记尽一点力，自然使我深感
愉快和光荣。
事实上，翻译这部传记的过程，也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使我对这位凡属炎黄子孙都应引为骄傲的
、20世纪中世界性的伟大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敬仰。
爱泼斯坦在序言中说，“她(宋庆龄)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
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
”这就是这部传记的翻译工作颇为艰巨的根本原因。
具体说来，尽管本书大量“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
字”并且本书作者是用英文来叙述和描绘中国和宋庆龄的，读者在本书中文版里所认识的宋庆龄应该
是——也只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有着国际的和二元文化背景的热爱祖国的中国
人。
努力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体现了作者的意愿、真正忠实于原文。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下，按我所理解的“信、达、雅”的要求来进行本书的翻译的，即：
力求正确地、充分地、明白地、流畅地表达原文的内涵和精神，并尽可能提高译文的文字水平。
当然，这只是我为自己悬的鸽的，借用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
要请读者来评断。
”我所能说的是，我已在主客观条件和近两年时间所许可的范围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
在这方面，作者的勤奋、谦虚和一丝不苟为我树立了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因为宋庆龄的许多作品原来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当时和以后出现的中文
本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文体不一、版本歧出、讹误脱漏、译名混乱等。
进行系统的、完整的校核订正是目前恐无条件进行的浩繁工程。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凡是能找到的已出版的中文本我根据最有权威性的文本，包括1966年出版的《宋
庆龄选集》。
(新的宋庆龄文集正在编印出版中，惜尚不及看到。
)附带在此说明，凡本书提到的所引用或参考的中外书籍(不包括刊物)已编成书目列于书后，所以在注
释中都只写了作者和书名。
书后另一附录是人名、地名、专名的汉英对照词汇。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属于常识范围的名词如华盛顿、伦敦、《圣经》等外，其他均收入，以便于读者
查阅。
许多人名的中译不同，我采取的是用得最广泛的或符合标准的译名，在对照词汇中列出其他我所见过
的中译，以期将来能趋于统一。
有一些名词或外国人士和事物为英文版读者所熟悉而未必为中文版读者所知道，为便利后者，都加了
译注。
也有相反的情况，即为中文版读者所熟悉而英文版读者不熟悉，从而在英文版须详述而在中文版则可
适当简化。
但考虑到中文版读者中将会有许多青年(以至少年)，他们对于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中的人和事未必
知之甚多，所以这种简化我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还有一个情况须稍加说明。
为了希望本书中文版能与英文版都在1992年内出版，所以翻译工作(特别是后面的若干章)几乎是紧跟
着写作进行的。
爱泼斯坦同志的写作态度向来是精益求精，在付印之前总要反复斟酌，所以我估计本书英文版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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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印样一定会同我所据以翻译的英文原稿在文字上有一些不同之处，中文版要完全照改在时间和技术
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按照爱泼斯坦同志的意见，中文版在文字上以他的英文原稿为准。
(如有实质内容上的改动则照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和尚明轩同志，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张爱荣同志，上海孙中
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及陵园管理委员会研究室的任舜同志，《上海滩》杂志社的王金耀同志，以及外
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社的老同事康大川、孙源、侯寒江、陈廷祐、安淑渠、
支水文和林德彬、孟纪青、陈日浓、魏秀堂、邱成忠、郭洪珊、姜加林、黄浣碧(爱泼斯坦夫人)等都
曾在我的翻译工作中给以各种不同的帮助，谨致深深的谢意。
我也要感谢人民出版社叶建华同志的合作。
最后应该感谢的是妻子壁莹，没有她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我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对本书中译本的批评指教。
沈苏儒1992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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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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