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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者按此文系黎澍先生于1988年为尚明轩、唐宝林所著《宋庆龄传》所作，可惜这篇序言未及刊出先
生即溘然长逝。
后在其遗物中发现此文，并刊载于《黎澍集外集》（徐宗勉、黄春生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一书中。
黎澍先生在此文中对宋庆龄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和科学的论断，评论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谨以此文作为《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代序。
宋庆龄是近代中国最有个人特点的政治家。
她在斗争的每个重要关头都以远见卓识做出了独立的判断。
孙中山在世时，宋庆龄是其忠实的助手。
孙中山去世以后，她是孙的政治主张的继承人，坚守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广州和武汉
革命政府中的积极活动家。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以蒋介石为背景的政变，国共合作的革命战线公开分裂。
7月14日，即武汉国民党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的前一天，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
和政策的声明》，义正辞严地斥责了孙中山的叛徒，宣布同他们决裂。
她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惟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
便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她相信千百万人民将遵循孙中山的道路达到革命的最终目的。
宋庆龄从此开始了她的独立的政治活动。
她独立于国民党，1931年12月9日在上海发表以《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为题的声明，指出“
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
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
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
”根据这些情况，宋庆龄断言，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已经不再存在了，它已经灭亡了。
她说：“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
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因此，她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通过一切途径宣传这个革命，争取一切道义的和物
质的支持。
她也独立于共产党。
她曾经长时期是共产党的忠诚的朋友，但不是党员。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初期，她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歌颂革命的胜利，歌颂革命带来了群众的幸福生活。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她的态度显然是有保留的。
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
到“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保留态度更显著了。
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的态度。
我们往往听到有的人这样说，他违心地做了一些什么事。
宋庆龄不是这样。
她默默地从事她的工作，决不随声附和，做些什么违心的事。
她坚持这个态度，一直到她停止呼吸。
现在应当得到结论，宋庆龄是一个完人，一个真正的人。
尚明轩同志为这样一个人写传记，可谓担负了一项崇高的任务。
他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这就非常令人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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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庆龄年谱长编》日前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旨在客观、完整、系统记录宋庆龄一生的生平
和活动。
在体例上，冲破过去的编年史的框架，采用记事与专题相结合，用诸体并用的方法，以时为经，明晰
纲目，着力于全面性、科学性和学术性，也为今后研究者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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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理事及其研究中心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顾问、广东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名
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等。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物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孙中山传》（有日、朝鲜、蒙、维吾尔、哈萨克等文译本）、《廖仲恺传》、《宋庆
龄传》（合著）、《何香凝传》、《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孙中山及辛亥人物论丛》、《民
国之父孙中山》、《中华历史名人孙中山》、《革命烈士廖仲恺》、《邹容传》等书；主编《孙中山
的历程》、《孙中山全集》（第二、三、四卷）、《双清文集》、《孙中山年谱》、《孙中山生平事
迹追忆录》和《宋庆龄年谱》、《宋庆龄年谱长编》等10余部；在国内外发表史学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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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宋庆龄传》序言（代序）  说明  凡例   宋庆龄生平概论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  诞生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  一岁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二岁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三岁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四岁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五岁  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六岁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七岁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  八岁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九岁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十岁  1904年（清光
绪三十年  甲辰）  十一岁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十二岁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十三岁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十四岁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十五岁  1909年（
清宣统元年  己酉）  十六岁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  十七岁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  十八岁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  十九岁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癸丑）  二十岁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甲寅）  二十一岁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乙卯）  二十二岁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丙辰）  二十三岁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丁巳）  二十四岁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  戊午）  二十五岁  1919年（中华民国
八年  己未）  二十六岁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  庚申）  二十七岁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  辛酉）  二十
八岁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  壬戌）  二十九岁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癸亥）  三十岁  1924年（
中华民国十三年  甲子）  三十一岁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乙丑）  三十二岁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
年  丙寅）  三十三岁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丁卯）  三十四岁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  戊辰）  三
十五岁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己巳）  三十六岁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  庚午）  三十七岁  1931
年（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  三十八岁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三十九岁  1933年（中华民
国二十二年  癸酉）  四十岁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四十一岁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四十二岁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四十三岁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四十四岁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四十五岁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四十六岁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四十七岁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  辛巳）  四十八岁  1942年（中
华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四十九岁  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五十岁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
三年  甲申）  五十一岁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五十二岁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丙
戌）  五十三岁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五十四岁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五
十五岁  附录一  宋庆龄著作总目  附录二  本卷征引文献目录  后记下册  1949年（己丑）  五十六岁  1950
年（庚寅）  五十七岁  1951年（辛卯）  五十八岁  1952年（壬辰）  五十九岁  1953年（癸巳）  六十岁 
1954年（甲午）  六十一岁  1955年（乙未）  六十二岁  1956年（丙申）  六十三岁  1957年（丁酉）  六十
四岁  1958年（戊戌）  六十五岁  1959年（己亥）  六十六岁  1960年（庚子）  六十七岁  1961年（辛丑）
 六十八岁  1962年（壬寅）  六十九岁  1963年（癸卯）  七十岁  1964年（甲辰）  七十一岁  1965年（乙
巳）  七十二岁  1966年（丙午）  七十三岁  1967年（丁未）  七十四岁  1968年（戊申）  七十五岁  1969
年（己酉）  七十六岁  1970年（庚戌）  七十七岁  1971年（辛亥）  七十八岁  1972年（壬子）  七十九
岁  1973年（癸丑）  八十岁  1974年（甲寅）  八十一岁  1975年（乙卯）  八十二岁  1976年（丙辰）  八
十三岁  1977年（丁巳）  八十四岁  1978年（戊午）  八十五岁  1979年（己未）  八十六岁  1980年（庚申
）  八十七岁  1981年（辛酉）  八十八岁  附录一  宋庆龄逝世后历次重大纪念活动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讲话  附录二  本卷征引文献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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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月14日  下午，约见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在与他的交谈中，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表现出
极大的愤怒。
宋对谢伟思说，最近有几个美国团体邀请她访美，她曾想接受邀请，打算3月起程，但国民党当局通
知不许她出国。
原因是她曾致电美国一些团体，叙述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并且要
求取消这种封锁，以使医药和其他物资能送到那里去，从而使一切中国人都能获得同等机会进行抗日
战争。
这电文在英国工党《雷诺周刊》的一篇报道中披露后，国民党当局大为恐慌。
吴铁城、何应钦、张治中分别拜访并指责她，“散布无根据的谣言”，什么“家丑外扬”等。
宋则明确宣称，她和保卫中国大同盟主要是关心使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得到救济，并云：“他们所能做
的一切就是使我不能行动。
”当时流传一则小道消息，即一个青年将校集团企图在昆明扣留蒋介石，要求撤换何应钦、孔祥熙和
陈果夫、陈立夫等的职务，预谋暴露后，16个将领被逮捕和处决。
而国民党当局某些人把这一事件归罪于共产党。
谢伟思问宋对此事有何看法？
宋日，这实际上是一次未遂政变，企图把此事归罪于共产党人是可笑的，因为这一计划从精神到目的
都是彻头彻尾法西斯主义的。
她还说，如果国民党相信它自己编造的故事，即共产党的阴谋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这样大的影响，它现
在就不会愿意同共产党人谈判了。
(《处境艰难的宋庆龄——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转引自《红岩春秋》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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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宋庆龄在1949年后的33年历史，依然是精彩纷呈的。
在这段时间中，有许多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教训，都尚待历史研究者去描绘与总结，俾能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为今日建设小康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同时也可以给
予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思考。
这对于我们总结过去，鼓舞今天，昭示未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无可比拟的历史意义。
《宋庆龄年谱长编》是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倡导和推动下，由尚明轩主编，集体完成的。
参加汇集资料和编撰者，按年谱年代顺序如次：韩信夫为1949～1953年和1972～1976年部分，孙思源
为1954～1961年部分，鲁振祥为1962～1971年部分，何大章、赵波为1977～1981年部分，吴琴参加审稿
，李志奇负责搜集图片和整理附录等工作。
全书由尚明轩统编、定稿。
《宋庆龄年谱长编》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故居、
中国福利会文史办公室、全国妇联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及有关同志的
热情支持和帮助；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并得到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责任编辑周志宽、薛义二位同志详加审读，精编细校，俾使该书得以郑重出
版。
对此谨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限于时间和学力，错误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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