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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整整一百年前，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统治的时代，爆发了一场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巨
大影响的革命，这就是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
这场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比较完全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政府，
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同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
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步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八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十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
辛亥革命开启的革新开放之门，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开启思想闸门、传播先进思想、点燃革命火种、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站在时代前列，为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向反动势力宣战；他们不惜流血牺牲，站在斗争一
线浴血奋战；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愈挫愈奋，在失败中不断汲取和凝聚新的力量；他
们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和斗争的目标。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才有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也才有了以此为开端的中国民
族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最终胜利。
当然，我们在分析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看到他们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又要看到他们不可避免地受
到社会客观条件影响而具有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这是我们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应当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
态度，也就是既不文过饰非，也不苛求前人。
几十年来，关于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也陆续出版了大量的图书、画册等，但
仍然不十分系统和完整，有些出版物受到时代因素和其它客观条件的影响，难免有失偏颇和疏漏。
在即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刻，团结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本套《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并得到
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的重视。
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既可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起到重要的填补空白和
补充资料的作用，同时也是对立下丰功伟绩的仁人志士的纪念与缅怀。
为了保证本套丛书的编辑质量，编辑委员会在民革中央的领导下，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特
别是邀请了著名专家金冲及先生、章开沅先生、李文海先生担任顾问，他们在百忙之中分别对本套丛
书的编辑思想、人物范围、框架体例、写作要求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成为本套丛书能够
高质量出版的重要保证。
此外，参与本套丛书写作的。
都是在近代历史和人物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既有对辛亥革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
术功底，又有较丰富的写作经验和较高的文字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本套丛书的出版，会对
推动辛亥革命及其重要人物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起到重要作用，对弘扬爱国主义，提高民族凝聚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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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精卫(1883-1944)，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辛亥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抗战时期沦
为汉奸。
汪精卫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3月谋刺摄政壬载沣，事泄被捕，武昌起义后
获释。
曾任《民报》主编。
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
1925的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
七一五事变，宁沪汉三方合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
1931年5月，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政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
抗战爆发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
1938年12月，离开重庆逃至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1940年3月10月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
国防会议主席。
1944年11月，汪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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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1883年5月4日，出生在广东省三
水县一个贫困潦倒的小吏家庭。
其父汪琡在县衙门里做“师爷”，年已62岁，老来得子，家又添丁，喜上添喜。
在汪精卫自己填写的履历书中，他写的籍贯是番禹（今广州）。
汪家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
祖父汪云，字缦亭，清代举人，曾任浙江遂昌县训导，官不人品。
到了汪精卫的父亲汪琡（别号省斋）时，才迁居到广东番禺。
汪琡虽饱经寒窗之苦，熟读经史，但屡试不第，很不得志，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
县作过多年幕僚。
其妻卢氏，浙江人，生有一子三女（长子汪兆镛），但于1871年病逝。
同年，汪琡续娶广东人吴氏为妻，生有三子三女，汪精卫为吴氏所生，在兄弟中排行老四，即二子汪
兆铉，三子汪兆钧，四子汪兆铭。
汪琡在县衙门中当师爷，属小官吏，薪俸很低，家里子女众多，又撑着读书人的面子，生活过得很清
苦。
对汪精卫影响最大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的母亲。
吴氏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一边操持艰难的生计，一边关注子女教育。
汪精卫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
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
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地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汪琡因年老体弱，不得不歇业在家。
为使汪家“书香门第”烟火不断，在汪精卫4岁时即在家塾读书，8岁时就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早起
在堂屋练写大字，他的母亲陪伴在旁，傍晚时，他的父亲亲自为他授课。
汪精卫9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放翁的诗句。
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精卫8岁、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
汪琡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
汪琡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
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这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年少时，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深得父母喜爱。
他自己自幼聪明颖悟，每日必“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他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
训之益为多”。
但汪精卫享受父母之爱的时间很短，汪精卫回忆说：“我13岁母亲病殒，14岁父亲病殒，依恋父母的
光阴，统共只得这些，期间除去在襁褓中无知无识的时候，算来不过十年。
”由于家境清贫，1895年，在汪精卫13岁时，其母在广州豪贤街病逝，终年44岁。
1896年，其父死于霍乱病。
双亲相继病故，这对还没有成年的汪精卫在精神上无疑是很大的打击。
他随长兄汪兆镛（字伯序）客居广东乐昌县署，“致力文史”，并习“应制文字”。
汪兆镛是个举人，几次会试不第，以游幕为生。
他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使之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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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精卫》是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之一，《汪精卫》遴选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
和人生命运，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人物角度，阐述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功绩，揭示其历史必然
性和时代局限性，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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