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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國人談三民主義已超過一個世紀，有很長的一段時期幾乎所有臺灣的大學都成立了三民主義研究所。
有關著作，汗牛充棟，唯獨對三民主義的重要源頭之一──倫敦，探索極少。本書試圖作這種探索。
全書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重建歷史，把孫逸仙1896-1897年間在倫敦的活動重建起來，以便鳥瞰其在
倫敦時「所見所聞」。第二部分分析歷史，分析三民主義形成的過程、內容以及當今之意義。第三部
分反思：由於得到兩份高質量的匿名審查報告啟發，作者在出版前再對書稿作全盤檢視並提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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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黃宇和院士，1946年11月生於廣東省番禺縣石樓鎮茭塘鄉。父黃鑑波、母陳慕貞。幼隨家人到香港定
居。先後就讀於牛頭角庇護十二小學、九龍華仁書院、香港大學。1968年赴英國牛津大學深造，1971
年完成博士論文後留校。1974年起受聘到澳洲雪梨大學任教至今。1978 年被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遴選為
該院院士。2001年被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遴選為該院院士。
曾當過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和香港大學亞洲研究
所的客座研究員以及台灣政治大學客座教授。又先後在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美國
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中國的北大、清華、復旦、武漢、中山等大學，
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台灣的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講學。研究領域包括孫中山、鴉片戰爭、太平天國
和近現代中國國際關係。
著作甚豐，專著包括《葉明琛》、《中英關係》、《孫逸仙倫敦蒙難》、《鴆夢》、《中山先生與英
國》、《倫敦與中國革命》暨學術論文五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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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重建歷史
第一章 緒論：三民主義完成於倫敦
第二章 孫逸仙旅英日誌
第三章 孫逸仙旅英圖籙精選
第四章 旅英期間談話、書信、佚文、著作
第二部分：分析歷史
第五章 民族主義思想探源
第六章　民權主義思想探源
第七章 民生主義思想探源
第八章 結論：倫敦與中國革命的關係
第三部分：反思
第九章 對本書的反思
中英對照
原始文獻
英文參考書目
中日文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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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桑兵说的都对。
2、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引发了对此书的兴趣， 书本身的内容5星，干货，和预想差不多，不大可能有太
多太多的惊喜。预想的目标在于弄清三民主义和TG依托的马恩列的共产主义到底有多大区别，产生的
来源到底是什么，目标基本达到。孙的民生主义具有卓见，出自中国底层与英国的对照，患寡而不患
不均，在此基础上与马恩分道扬镳，这是比诸多愤青出色之处；但孙的短期实用性目的太强，全能政
府+全民牺牲，在没有基本保障、最起码的游戏规则和出色的平衡妥协能力的情况下，无异于痴心妄
想，一厢情愿的设想会不断的向现实妥协，到最后最初的梦想也被极端扭曲，民族主义是一剂毒药，
对所谓民族的刻意宣传以及与达尔文进化论的结合导致以对外扩张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帝国主义、
种族主义大肆泛滥，而弱者只好选择同样极端的意识形态予以应对，至今为患遗毒甚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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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完此书，发现黄宇和真是很客观，孙的优点，孙想法的局限，孙的异想天开，都豪不避讳杨奎
松的《忍不住的关怀》出版后，接受了某刊物的采访，谈了谈自己研究的心得：当时精英们价值观有
所不同，但根本的心态和目标却基本一致，救亡为上，只要能救亡，感觉什么见效快就用什么，至于
那点价值，是可以退让的。当我们通过此书把视野切向另一类被称作革命家的人物，结论也是类似，
能救国的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只要能救国什么都可以牺牲掉。三民和中国式的马列唯一的不同无外乎
：前者认为主要弱在寡，后者认为不仅弱在寡，而且也弱在不均，而且寡的问题也可以向不均让步；
前者无法给出愿景，后者却给出一个美好的世界，哪怕此岸和彼岸之间是一片血海。原本以为孙中山
的思想为49之后KMT转向宪政法治之路准备好了可能，但是看了书之中，却发现自己的这种猜想完全
是一厢情愿，孙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和规划，孙也没有什么那么多法律知识（虽然他的书房里面摆了15
本原版法律书），孙只想着以国族的名义先全能起来再说。KMT从孙的三民上得不到什么现代化转型
的思想资源。孙是一个理想者，一个行动家，也是一个近视者，他能学能活用，也能看到一些问题，
但他也无法拨开所有的迷雾。他的理念来自所学，所看，所感，但深度有限，一个观点一旦向所有人
提出要求也就难以获得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支持，孙既要全民、又要全能，没有利益上的分而治之讨价
还价，两全之下永无实现的可能，所以无论是他的真实意图还是宣传口号都不可能获得铁杆的粉丝过
于空泛的三民需要其他理念来打通与基层的鸿沟，所以无论是TG的工人、农民路线，还是早期与会门
组织的短暂结合，还是后来以来传统的保甲制度，亦或是晏阳初等人的乡村教育，又或者是某种地方
自治，都是三民潜在的合作者，和谁能携手并进，全看机缘。理念只有口号、要求，没有针对性和可
执行性，缺乏有效的规则和利益整合，所开展的活动只是短期利益的短暂结合（私心作祟的欺骗也就
在做难免），毫无控制力，结果也与预想南辕北辙，这也是同盟会为什么逐渐失落的原因（只是一个
目的一致但利益极度分化的同盟），KMT继承此衣钵，从二次革命脱离政党政治开始直到23年必须重
组，实属必然。和黄仁宇的想象并不一样，KMT所依赖的理念不仅无法打通基层，连动员中层都有根
本的问题，平均地权，政府统制一切，中层哪有生存的空间。而且孙所想象的全能也为KMT埋下失败
的祸根，客观上造成矛盾的难以调和，一旦上台自诩为唯一的正统，那之前所有的合作者都可能因
为KMT对全能政府的要求而变成现实或者潜在的敌人。悲剧化的命运此次埋下KMT唯有一种可能可以
避免以上的厄运，尽快完成现代化的政治改革（变全能为以法律为准绳的竞争政治），很不幸，先天
不足要在后天补回来谈何容易？宋教仁功亏一篑，常凯申上台之后能否有此高瞻远瞩尚不清晰，但其
早期的尝试和个人多疑的性格都是失败。要求全能就要冒付出全失的风险，如果领导者恰好又是个赌
徒，那迟早全盘皆输。从这个角度看，KMT能偏安台湾，简直可以叫做奇迹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是个未
做完的功课，有要求，有设想，但是却没有任何具备指向性和可操作的内涵，与更具备实际经验的理
论学说（马恩列思）相比有着先天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常凯申后来为什么要选择保甲制度、为什
么要学德国的军事化管理，除了蒋本人的特点之外，也是在以各种方式弥补孙的不足），这是其根本
弱点之处，当然也正因为其主义学说的不完善也就提供有其他选择的可能，这也给KMT后来赴台后完
成政治改革走向正常组织留下了一定空间。救亡之下，赌一把的“革命”与持续的“改良”相互较劲
，字面意义的不同毫无意义，从实质来看，二者颇有共通之处，本无优劣之分。三民主义的悲剧在于
，这本是一个极具个人化的政治理念（有一定的卓见，也有更多的认识缺陷），其内容和阐释者的个
人经历和思维理念密切相关，局限性不可避免，将一国、一省的资源和利益的整合寄托于这个缺陷明
显的主义至上，而无更明确的方向，自然就难以适应纷繁芜杂的形势另一个话题，民族主义，想象的
共同体真是个绝佳的定义，最早可能只有贫穷的民众，劳苦大众。在大众媒体还是个稀缺的传播方式
时，民众被灌输民族的概念，从而将国内矛盾的注意力转向外部，以拓张的方式解决国内经济的结构
性问题，国内的蛋糕不够分，那就去抢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逐渐和侵略性的帝国、种族主义结合在
一起，最后形成纳粹，军国的滥觞，给地区，世界带来灾难。但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本身的错，民族并
无好坏之别，而是一旦通过宣传以共同体、学院、文化等抽象的名义动员起所有人的时候，该以什么
方式来控制这个力量。如果没有法治的底线，那这股力量就会被个人、集体的疯狂、非理性所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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