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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年谱》

内容概要

《林森年谱》为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林森年谱。全书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客观、翔实、准确、系统
地记录了林森的生平、思想和业绩，考订了林森研究中的许多不确之处，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和出版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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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年谱》

作者简介

　　作者林友华：1954年生，福建闽侯人，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闽江学院教师，
福建省林森研究会副会长、福建姓氏源流研究会理事、福建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福州市政协文史研
究员。以出版《林森评传》等7部专著与教材，发表70部学术论文，荣获多项社会科学成果奖，荣膺福
建省教学名师、福建省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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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卢美松
前言 林森的历史贡献◎林友华
凡例
年谱
1868年（清同治七年 戊辰）诞生
1870年（清同治九年 康午）2岁
1873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5岁
1874年（同治十三年 甲戌）6岁
1876年（光绪二年 丙子）8岁
1877年（光绪三年 丁丑）9岁
1879年（光绪五年 乙卯）11岁
1880年（光绪六年 庚辰）12岁
1881年（光绪七年 辛巳）13岁
1882年（光绪八年 壬午）14岁
1883年（光绪九年 癸未）15岁
1884年（光绪十年 甲申）16岁
1885年（光绪十一年 乙酉）17岁
1886年（光绪十二年 丙戌）18岁
1887年（光绪十三年 丁亥）19岁
1888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20岁
1890年（光绪十六年 庚寅）22岁
1891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23岁
1892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24岁
1893年（光绪十九年 癸巳）25岁
1894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26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27岁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癸巳）28岁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29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30岁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31岁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32岁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33岁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34岁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癸巳）35岁
1904年（光绪三十年 甲辰）36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37岁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38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39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40岁
1909年（清宣统元年 乙酉）41岁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42岁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43岁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44岁
1913年（民国2年 癸丑）45岁
1914年（民国3年 甲寅）46岁
1915年（民国4年 乙卯）47岁
1916年（民国5年 丙辰）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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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年谱》

1917年（民国6年 丁巳）49岁
1918年（民国7年 戊午）50岁
1919年（民国8年 己未）51岁
1920年（民国9年 庚申）52岁
1921年（民国10年 辛酉）53岁
1922年（民国11年 壬戌）54岁
1923年（民国12年 癸亥）55岁
1924年（民国13年 甲子）56岁
1925年（民国14年 乙丑）57岁
1926年（民国15年 丙寅）58岁
1927年（民国16年 丁卯）59岁
1928年（民国17年 戊辰）60岁
1929年（民国18年 己巳）61岁
1930年（民国19年 庚午）62岁
1931年（民国20年 辛未）63岁
1932年（民国21年 壬申）64岁
1933年（民国22年 癸酉）65岁
1934年（民国23年 甲戌）66岁
1935年（民国24年 乙亥）67岁
1936年（民国25年 丙子）68岁
1937年（民国26年 丁丑）69岁
1938年（民国27年 戊寅）70岁
1939年（民国28年 乙卯）71岁
1940年（民国29年 庚辰）72岁
1941年（民国30年 辛巳）73岁
1942年（民国31年 壬午）74岁
1943年（民国32年 癸未）75岁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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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年谱》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本总统解职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
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实现世界之和平。望贵院各位参议
员与将来之政府勉励人民，同尽天职，使中华民国今后得日进步文明，使世界今后得享和平之幸福。 
孙中山致辞完毕，将大总统印信交还参议院。随后，参议院议长林森代表参议院和全体议员致辞： 维
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即中华民国成立之九十三日，临时大总统孙文躬莅本院行解职礼，本院代表全
国谨致之词曰：中华建国四千余年，专制虐焰，炽于秦政，历朝接踵，燎原之势，极及末流。百度堕
坏，虽拥有二亿里大陆，萃有四百兆庶众，外患乘之，殆如摧枯拉朽，而不绝如缕者，仅气息之奄奄
。中山先生发宏愿救国，首建共和之议，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身濒于危者屡矣，而毅然不稍辍
，二十年如一日。武汉起义未一月，而响应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固亡清无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导鼓
吹之力实多也。当时民国尚未统一，国人亟谋建设临时政府于南京，适先生归国，遂由各省代表公举
为临时大总统。受职才四十日，即以和平措置，使清帝退位，统一底定，迄未忍生灵涂炭，遂诉之于
兵戎。唯柄国不满百日，而吾五大民族所受赐者，已靡有涯矣。固不独成功不居，其高尚纯洁之风，
为斯世之矜式已也。今当先生解临时大总统职任之日，本院代表全国，有不能已于言者：民国之成立
也，先生实抚育之；民国之发扬光大也，尤赖先生牖启而振迅之；苟有利于民国者，无间在朝在野，
其责任一也。罗斯福解总统职后，周游演述，未尝一日不拳拳于阿美利加合众国，愿先生为罗斯福，
国人馨香祝之矣。 林森致辞之后，孙中山发布了通告解职令： 今国务总理唐君南来，国务员已各任
定，统一政府业已完全成立，于四月初一日在南京交代，本总统即于是日解职。此后国中一切政务，
悉取于统一政府。本总统受任以来，怵怵危惧，深恐弗克负荷，有负付托：赖国人之力，南北一家，
共和确定，本总统藉此卸责，得以退逸之身，享自由之福⋯⋯所愿吾百僚执事，公忠体国，勿以私见
害大局；吾海陆军士，谨守秩序，勿以共和昧服从；吾五大族人民亲爱团结，日益巩固，奋发有为，
宣扬国光，吾艰难缔造之民国，与天壤共立于不敝。本总统虽无似，得以公民资格勉从国人之后。此
令。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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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林丰席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十二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闽的
伟大而艰苦的事业，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也莫不钦佩。　　——《新华日报》1943年8月2日社论《为
元首逝世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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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森年谱》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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