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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书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引导人的一生走向成功。正是基于此，

我们编著了《中华阅读文库》，作为读者朋友面对现实生活的一面旗

帜，来感召、激励人生，共同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人首先要认识自己，才可以认清世界。这些已经被中外智慧人士

不断印证过了。他们的成功，正是因为有着矢志不移的追求；有着不

可摧毁的意志；有着对痛苦等闲视之的心境。在一次次生活的坎坷与

磨难中自我提升与超越，才使他们成就了自己，丰富了自己。 

跨越时空的长廊，思索生命的意义；走进岁月的角落，寻找快乐

的源泉。一滴水里有一个海洋，任生命之舟在波光里尽情荡漾，《中

华阅读文库》为您缔造心灵的海洋；一朵花里有一个春天，任青春之

花在春天里肆意绽放，《中华阅读文库》为您营造时光的春天。让广

大读者在优美的文章中释放，在醉人的书香中感悟，通过文章点拨和

自身领会，感悟人生百态，点亮生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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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日

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生于 1866 年

11月 12日，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 

1879 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

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

代教育。1883～1885 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

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

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

往。1892 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

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 年，

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

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可惜未被接受。 

1894 年 11 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

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 年 2 月，在香港联

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建立兴中会。同年 10 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

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 年 10 月，在英国伦敦曾

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了欧

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

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

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900年 10 月，

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

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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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

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

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 年孙中山在日本、越南、暹罗（今泰国）、

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 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

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

立了联系。 

1905 年 8 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

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

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同盟会的

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 1905～

1906 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

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

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

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 1906～1911

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

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 年 12 月镇南关起义时还

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

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

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 1911年 4月 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

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

美国得知消息后，12 月下旬回国，即被 17 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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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总统。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

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

了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 月 11 日，颁布了带有资产阶级共和

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

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 1912年 2月 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

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 月 1 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

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

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

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 年 8 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

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 年 3 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

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 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

亡日本。 

1914 年 6 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

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孙中山于 1915 年 5 月初回

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 月 25 日在东京

与宋庆龄结婚。1917 年 7 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

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

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

的排挤，不得不于 1918 年 5 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

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

1918～1920 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

往的革命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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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 1918 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

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

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从 1920 年开始

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 年 12 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

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 年 4 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

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 年 8 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

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 月，宣布中华革命

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 年 8 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

驱逐了桂系军阀。11 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 年

5 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

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掌握广东军队

统率权的陈炯明，于 1922 年 6 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

击叛军，奋斗 50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

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

国民党。1923 年 1 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

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 年 1 月，

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 月，孙中山从上

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

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 月，派出以蒋介

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 月，

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

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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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

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

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

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

了一个新阶段。1924 年 5 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

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

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

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4 年

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1924 年 10 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

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

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

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 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

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 3月 12日，因患肝癌

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

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 40 年的

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

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

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

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

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

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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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

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

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 年，遗体

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

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了

珍贵遗产。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

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的十一卷本

《孙中山全集》。 

  



7 

 

他改变了历史 

克伦威尔 

奥列弗·克伦威尔（1599—1658）出生在英国的亨廷顿。父亲罗

伯特·克伦威尔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议员，并作为乡绅和治安官参

与地方事务，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人物。 

克伦威尔少年时就读于亨廷顿文法学校。17 岁他进入剑桥太学

西德尼·萨西克斯学院学习。那是一所清教主义气氛甚浓的学校。在

开设的科目里，他喜欢数学和历史。据说他学习并不刻苦，而热衷于

骑马和田径场上的运动。他在校学习时间不长，一年后因父亲去世辍

学回乡，赡养家庭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为养家谋生，他决定去伦

敦学习法律，因为作为一个乡绅和将来有可能成为一名治安法官的人

来说，他必须熟悉法律。这段学习为他日后当选国会议员和郡治安法

官准备了条件。 

1620 年 8 月，克伦威尔刚满 21 岁，与伦敦商业区一位皮货商人

詹姆士·布尔歇爵士的大女儿伊丽莎白结了婚。婚后不久，克伦威尔

偕同新婚的妻子回到家乡定居。 

1628 年，克伦威尔当选为亨廷顿自治市议员。在国会中他批评

国王的宗教政策，捍卫他所信仰的清教原则，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

涯。1629 年，国王查理一世决定解散国会，独自一人统治国家。

1631 年，克伦威尔卖掉了在亨廷顿的家产，举家迁往剑桥附近的伊

莱。1640 年，查理一世为筹集对苏格兰战争费用，重新召开国会，

克伦威尔再次当选议员。他与国会中其他反对派首领一起猛烈抨击国

王的专制统治。他参与起草了《大抗议书》，查理一世拒不接受《大

抗议书》，并亲率卫队搜捕国会首领。由于遭到武装市民和农民的反

对，国王失败了，于 1642 年离开伦敦前往诺丁汉，在那里宣布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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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挑起了内战。内战初起时，国会军屡遭失败。克伦威尔返回亨

廷顿，招募起一支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千人骑兵队同国王军作战。

1644 年 7 月，他率军在马斯顿草原大败王军，扭转了国会军初时失

利的局面。1645 年 1 月，国会授权他组织一支两万多人的“新模范

军”。6月，这支军队在纳西比战役中歼灭王军主力。1646年 6 月，

他率军攻克王党大本营牛津。不久，查理一世成为国会的阶下囚，历

时 4年的内战结束了。克伦威尔以他卓著的战功而名声大震。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内部派别间的矛盾尖锐突出了。1647 年 3

月，国会中掌权的长老派下令解散军队，并拒发所欠士兵的薪饷，士

兵们愤然反对。克伦威尔一度犹豫之后，与士兵站在一起。8 月率军

进入伦敦，驱散国会里的长老派议员。随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

派高级军官同平等派在未来国家制度的政治方案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两派一度相持不下，克伦威尔以武力镇压了平等派。内部派别的争斗，

使得国王查理趁机逃脱。1648 年 3 月，王党分子纠集起来挑起了第

二次内战，克伦威尔不得不重新与平等派联合起来。经过数月的战斗，

击败王党军队，再次俘虏国王查理一世。1649 年 1 月 30 日，克伦威

尔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的敌人”罪名，将查理一世推上了

断头台。同年 3 月，君主制和上议院被国会取消。5 月 19 日，英国

宣布为共和国。 

共和国成立后，克伦威尔成了国务会议的第一任主席。但此时保

皇党分子的活动仍十分猖獗，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他们拥戴已被处死

的国王的儿子查理二世为自己的新国君。1649 年 6 月，克伦威尔亲

率大军远征爱尔兰，在那里大批爱尔兰人被残酷杀害，终于使爱尔兰

臣服于他。1650 年 9 月，他以少胜多，击败了苏格兰王党军。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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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他镇压了平等派的起义，扼杀了掘地派

运动。 

随着国内外斗争的进展，克伦威尔的权力与日俱增。当长期国会

腐败无能、威信扫地之时，他借助高级军官的支持，驱散长期国会议

员，建立护国政体。他于 1653 年 12 月 16 日日任英格兰、苏格兰、

爱尔兰护国主，兼海陆军总司令。共和国名存实亡了。 

护国期间，为了加强统治，也为了平息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克伦

威尔陆续推行一些局部改革措施。在 1653 年到 1658年间，他改善了

粗暴的法律，反对轻罪重罚，任命了一批公正的法官。扶持文化教育，

亲自兼任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允许犹太人在英

格兰定居。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续推行符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

扩张活动。他凭借军事上的优势，于 1652 年发动英荷战争（1652—

1654），迫使荷兰接受《航海条例》。1654 年，英国取得同葡萄牙

殖民地通商的特权，迫使丹麦允许英国船只自由进出波罗的海，夺取

西班牙所属的牙买加和敦刻尔克。这些扩张活动为日后英国海上称霸

奠定了基础。 

1657 年，国会呈递《恭顺的请愿谏议书》，请克伦威尔当国王，

鉴于高级军官和民众的反对，他委婉谢绝了，但同意将护国主改为世

袭。此时，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658 年 9 月 3 日，在白金汉宫

病逝，时年 59岁。 

17 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辉煌的一章，

作为这次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克伦威尔不愧为资产阶级革命的

先驱。但由于他身处新旧两种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又难免显出两重性。

一方面他是激进的，要求改革，反对封建、保守的王权；另一方面，

他又是保守的，不是激进的共和主义者。由此决定了他不可能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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