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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公博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于广州创办《广东群报》，为陈独秀所吸收，从事共产党宣
传与组织活动，作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陈炯明叛变前夕脱离中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经济，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宁汉分裂时
积极追随汪精卫，于南京政府时期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创办《革命评论》，宣扬革命
思潮。
1938年随汪精卫赴南京组织伪政府，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上海特别市长、行政院长等要职，为汪
伪政权第二号人物。
日本投降后潜逃日本，后遭押解回国。
1946年6月3日枪决。
    本书作者石源华运用陈公博的著作和相关史料，交互参照，对陈公博生平事迹，陈述甚详，尤着意
于剖析其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的种种矛盾冲突，生动刻画其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曲折多变的人生历程
。
史料翔实，笔调清新，是研究民国史和汪伪政权的巨构，也许称其为陈公博传记的顶峰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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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源华，江苏无锡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华民国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韩国独立运动史、朝鲜半
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
著有：《中华民国外交史》、《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中国共产党
与韩国独立运动关系纪事》、《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金若山将军传》、《中韩文化协会研究
》、《“乱世能臣”陈公博》、《汪政权十汉奸》（合著）、《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合著）、
《汪伪政权全史》（合著）、《国共合作史话》（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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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历经磨难的童年  一、将门之后  二、种下反清思想  三、参加乳源造反  四、死囚家属第二章  
从广东法专到北京大学  一、父亲的嘱咐  二、三年“法专”学习  三、“五四”运动的旁观者  四、“
废督”宏论第三章  广东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一、创办《广东群报》  二、建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三、出席中共“一大”第四章  美国“哥大”经济学硕士  一、赴美留学问题争执  二、与廖仲恺不告
而别  三、  《共产主义在中国》评析  四、艰难的留学生活第五章  国民党“左派"的中坚  一、出任国
民党中央书记长  二、跻身“左派”领袖行列  三、处在“夹攻”之中  四、“三二○”事变之谜第六章
 武汉政府的骁将  一、“心在幽燕汴洛间”  二、主持鄂赣战时政务  三、从“袒蒋”到“拥汪”  四、
策划武汉“分共”第七章  国民党“法统”专家  一、高举“法统”旗帜  二、策动粤省内争  三、镇压
中共广州起义第八章反蒋运动的先锋  一、创办《革命评论》  二、建立“改组同志会”  三、策动“护
党救国运动”  四、参与筹划“扩大会议”第九章  投身蒋汪合作的行列  一、从“反蒋”到“联蒋”  
二、“酒杯浇尽牢愁在”  三、实业部四年从政  四、随汪退进  五、赴欧专使第十章  加盟汪伪“和平
运动”  一、一念之差  二、在港“苦笑”  三、陈公博须贺会谈  四、汪伪政府二号人物  五、上海“市
长”任内  六、推行“战时新体制”第十一章  出任汪政府元首  一、“代主席”的新路线  二、在日蒋
间“谋和”  三、向重庆当局“输诚”第十二章  钉上历史耻辱柱  一、亡命东瀛  二、匿身金阁寺  三、
一笑飞回作“楚囚”  四、站在被告席上  五、毙命狮子口监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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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经磨难的童年　　一、将门之后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于广州
北门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红挂彩，鞭炮鸣爆，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一颗新生命在这天呱呱降临
人间。
年届60岁的广西提督陈志美因晚年得子而兴奋不已，为子起名“公博”。
　　陈家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广东北部山区乳源。
从陈公博的祖父开始举家迁居广州。
陈志美早年从军，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武官，据陈公博自述，其父因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官至
广西提督。
1897年解职后，闲居广州，继续享受清朝俸禄，并保留官职称谓。
这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官宦之家，陈公博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陈公博由于是晚生和独子的关系，自幼受到父亲的钟爱和放纵。
因此，他幼年的学习生活也与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
陈公博自6岁起便醉心于各种旧小说，如《薛仁贵征东征西》、《杨文广平南平北》、《水浒传》、
《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等。
他的这种兴趣来自于去露天书场听“讲古”。
那时，在广州禹山关帝庙前的空地上设有好几个书场，由说书先生讲说《三国演义》、《说岳全传》
等旧小说。
这种地方是社会上三教九流汇聚之处，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
会被允许去的。
但是，陈公博却每天下午都能征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听说书。
这种书场采用烧香的办法计时收费，每烧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纳5个铜钱，或1个铜板。
说书先生为着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调，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长而又长，以吊众人的胃口。
陈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亲买来小说自己读。
很多字认不得，太繁难的便请教人，可以以意为之的便自己乱读。
陈志美迷信开卷有益，认为小孩子不妨让他多知点东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镜和反省的机会。
他不仅同意让陈公博随意阅读各种旧小说，而且还提些问题进行考问，诸如“《三国演义》内用两个
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
”“诸葛孔明在演义内骑过多少次马？
”鼓励陈公博在阅读小说上用功；他甚至不理会陈公博阅读被列为坏小说的《金瓶梅》、《品花宝鉴
》等禁书。
陈公博成年后回忆说：“有时他瞥见我看小说，本来想问我看什么书，倘若他疑似我看坏书的话，就
借故扬长地走开，装作不见。
”“不过这是不是一个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让别人去批评，可是对于我的本身，的确是曾实受其
益的。
”大量旧小说的阅读对于陈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响。
　　自9岁开始至15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
雪涛。
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
，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
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
态度：　　这六年之中，说也可怜，教师把四书五经全灌入我的脑子了，每天赶到教馆，都一一抽背
，熟是烂熟，可是对于解释，我一点也不懂，就有疑问，当着从前老师的威严，也不敢问，有时恭而
敬之的请教，每每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还有更苦的，九岁的下半年，就得背广东出版的古赋首选，这本选赋寥寥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的《
离骚》，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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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是背得出，就等于和尚念经，只求字句不错，至于内容，莫明其妙。
小心房里全塞满苦闷，老师最后把他治学的方法拿出来，他说：“读书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读熟唐
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老师既叫学生去偷，那我们就不能不往书上做小窃。
而且后来读至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
他罢，陶先生这样说，老师那样教，一定不会错的，自是每遇作文，都尽力往内东扯西拉。
结果好些文章都得了无数的密圈，很好的评语，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抽出来考我的话，我连苏
东坡的“想当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陈公博对于旧小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
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迷上了历史书籍。
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
在阅读顺序上，也是跟着阅读小说的需要走。
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
传》等，接着读《汉书》、《后汉书》、《唐书》、《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
后才读。
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
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
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晋所谓以半部《沦语》治天下，我惭愧没
有领悟到。
至于五经，我最喜欢《春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书》、《易》、《礼》，我
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　　二、种下反清思想　　作为军门之后，陈公博除了每日读书以外，家中还雇有两位拳师专门教
习棍棒拳剑。
幼年的陈公博身体虽然瘦弱，却顽皮异常，自恃着会些一知半解的拳术，常常会“路见不平，拔刀相
助”，打架斗殴，这自然也是家长宠爱的结果。
陈家居住的广州北门正是八旗官兵驻防之地。
晚清的八旗已完全腐败，成为社会的蛀虫。
那班八旗子弟饱食终日，都好跑马射箭，搬瓦弄石，依恃着世袭的地位和父辈的权势，常常惹是生非
，跋扈街里，好斗气盛的陈公博终于和他们发生了冲突。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广州的佛教徒都要在北门举行盂兰盆会，为追念祖先而诵经施食，各方人士
会集北门，念佛的、做生意的、表演杂耍的、逛街游玩的，应有尽有，场面十分热闹。
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深深吸引着充满好奇心的陈公博，但是，他的母亲却担心好打抱不平的陈公博会与
满街横冲直撞的八旗子弟发生斗殴，禁止他出门，以免惹是生非。
一次，到了晚上9A，陈公博终于趁大人不注意之时，偷偷跑了出去。
不料，正好遇上一伙八旗子弟。
他们见陈公博孤零可欺，十几二十个孩子一哄而上，叫嚷着要打他。
陈公博又气又急，决心试试身手。
他迎面而上，一点不甘示弱，双方一接手，就打伤了四个八旗孩子，由此闯下大祸。
当他杀出重围回家之后，八旗子弟的家长们立刻拥向陈家门首，气势汹汹兴师问罪。
尽管陈公博并不输理，但曾经身为清朝高官的陈志美还是不得不出来面对八旗的这些乌合之众，忍声
吞气地“赔了许多好话，并且答应养伤，才告无事”。
为此，陈家的两位拳师受到严厉申斥，并且剥夺了陈公博玩弄棍棒的权利，规定无事不许出门，就是
有事出门，也派一个人跟着，此事给幼小的陈公博以很深的刺激。
事后，他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便深深种下了反对旗满的思想”。
　　陈公博出生和生长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
位于中国最南部的广东濒临南海，最早领受鸦片战争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最早被迫对外开放和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同时也最早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早出现一批又一
批企图引进西方文明以改造中国的“先进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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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的中国留美学生容闳到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领袖洪秀全到变法维新运动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都出生在广东。
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促成了陈志美思想的转变，也使陈公博自小就领受到反清思想的熏陶。
　　陈志美虽曾位居清朝高官，却在早年从军时就加入过秘密会党“三合会”，隐藏有“反清复汉”
的思想；后来在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战争中，亲眼目睹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军队的腐败和不堪
一击，萌生了“取而代之”的造反念头，他退职时从广西带回了相当一批旧部，分散在广东北江地区
的连山、英德、清远一带，成为这一地区会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日后起事的基本力量；自甲午战
败和《马关条约》签署后，他眼看着帝国主义步步侵人中国，主权尽失，山河破散，心中更是充满悲
愤。
他开始“天天骂洋人，骂李鸿章，骂皇太后”。
他常常在饭桌上对着家人大发伤时忧国的调论，他痛骂西太后，说西太后为了个人的享乐，竟在国家
艰难之时，将编练海军的军费，大兴土木，建筑供她游玩的颐和园，并认为历朝之亡都在妇人，说“
唐代的武则天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西太后实在罪浮于武则天。
”这种“妇人亡国论”虽是一种陈腐的封建士大夫偏见，却反映了陈志美对于西太后的切齿痛恨。
陈志美也深恶李鸿章，李鸿章签署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是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中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最为严重的，中国由此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割让台湾及澎湖岛给日本，向日本及
列强各国赔款分别为2亿3千万两和4亿千万两白银，拱手交出了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战略要地
的驻兵权，并同意列强各国在北京开设“国中之国”使馆区等等，他说凡是外交都派了李鸿章，而外
国人也特别喜欢李鸿章，凡是外国人欢喜的人，必不利于中国。
他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交涉的一连串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皇帝不是中国人。
因此，他革命的目的是：让“中国人做中国皇帝”。
显然，陈志美并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反清革命中他只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满派。
但陈志美对于清朝政府的态度，却直接影响了陈公博，使他虽然出生在富贵的官宦之家，却并未成为
没落的清王朝的卫道者。
　　随着陈公博年岁的增长，作为广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广州已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
命的发源地。
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这里频频举行反清起义，不仅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也影
响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分化。
1900年10月，孙中山发动了广东东部的惠州反清武装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史坚如为配合这次起义
，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
他将炸药埋在广东抚台衙门后院的地道里，但爆炸时仅将抚台衙门的后墙炸塌了，史坚如本人不幸被
捕，英勇就义。
这是陈公博“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爆炸声”，对于陈家及陈公博心弦的震动是显而易见的，陈公博说
：　　没有多久，这次炸案是破获了，主谋是史坚如，史先生是斩了。
史先生被杀，父亲没有去看，只听闻许多关于史先生的谣言，有一次我正放学回家，听见父亲和一个
朋友正在书房辩论着。
那位朋友说史坚如的死是可惜的，但是他生有死相，因为他是一个白面书生，皮肤很白，但自颈以下
，皮肤全是黑色，所以命中注定要斩首。
父亲大怒说这完全是废话，是谣言，史先生死得轰轰烈烈，我们不应在他死后还来这样无稽的污蔑。
　　事实上，陈志美不仅在思想上同情、赞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壮举，而且在行动上开始
疏远朝廷命官和一般的武官朋友，而和所谓的“新人”结交，其中关系特别亲密的是乳源同乡、革命
党人傅佐高。
傅佐高是一位前清秀才，信奉基督教，但他从不与陈志美谈教义，两人专门畅谈世界大势。
求知心切的陈公博从两人的谈论中，得以知道世界的粗浅知识，知道外国的海陆军，更知道中国不过
占世界地图的一部分，而尤其奇怪地知道中国皇帝是外国人，他说：“这一点最使小孩子不能服气，
而旦夕去读《朱洪武演义》，因为佩服朱洪武能够将外国皇帝赶走而自己做皇帝。
”正是在傅佐高的影响下，陈志美几次前往香港，广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接触，终于决定走上毁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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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背叛清廷的道路。
　　1903年，陈志美、傅佐高在香港革命党人支持下，决定以秘密会党为主力，除夕之日在广州双门
底举行反清起义，推举陈志美为军事领袖。
为了准备这次起义，陈志美以为夫人过生日为名义，购进不少“礼物”，实际上却是供起义时用的几
十箱牛肉罐头、饼干，作为起义标记用的几十箱便帽，以及起义时剪辫子用的十几箱剪刀等。
其具体计划是：趁除夕之日，万人涌集双门底之时起事，拿剪刀先把人家的辫子剪去，胁迫被剪的人
加人为同党，因为剪辫是革命的符号，这种做法的幼稚与不足成事是显而易见的。
年仅12岁的陈公博从家中的神秘气氛中感觉到将有大事发生，虽始终不敢过问，心里却在想“是不是
《水浒传》内的大名城，心中只是盼新年的来临，也没有感觉危险，更没有什么恐惧。
”然而到了起事前的第二天傍晚，傅佐高脸色灰白，气急败坏地闯入陈家报告：事情已经败露，已有
数人被捕，存放军火和其他军用品的芳村教堂已遭清军搜查，起义计划完全遭到破坏。
陈志美立即督着家人把十几箱剪刀推落在后院的井中，其他的饼干、牛肉罐头、便幅帽原封不动放入
储藏室。
陈公博的母亲带着怀疑的眼光问：“这样便稳当了吗？
”陈志美笑笑说：“我以为也将就了，凭我这块提督的头衔，谅他们也不敢搜我家。
倘若真来，那只有听天由命。
”幸而搬入陈家的东西都由傅佐高一人经手，傅氏逃避香港，陈家之事便未被发觉，这场流产的起义
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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