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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志所向：孙中山的政治与社会思想》

内容概要

惟愿诸君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
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流血得之，方能称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
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完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而取法之，是岂智
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尽，从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
——孙文
▌编辑推荐
◎本书几乎囊括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所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和演讲，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
府向国际社会宣传孙中山思想的官方版本。
◎本书收录了孙中山演讲及政论的最权威版本，近代中国关于民主、宪政、共和的重量级作品，深入
剖析民国社会的困境和症结，许多观点对当今社会亦有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本书原文为英文，是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国际社会宣传孙中山思想的官方版本。本书在内容上分为
两大部分，一是编者许仕廉对孙中山的学说及其产生背景的阐释和分析；二是孙中山在政治与社会方
面的经典学说原文，包括：孙中山国事遗嘱、孙文学说中“有志竞成”的部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关于五权宪法的演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北上宣言、民族主义
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等，几乎囊括了孙中山政治生涯中所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
作和演讲，是理解孙中山思想与民国政治社会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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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志所向：孙中山的政治与社会思想》

作者简介

▌著者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市）翠亨村。
他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著有《建
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
▌编者
许仕廉，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湖南湘潭人。主要从事社会学、人口学的调查研究与教学工作。留学美
国，获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译者
赵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政治史、思想史、财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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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编者前言
导　论　孙中山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第一部分　孙中山遗嘱及自传
第一章　孙中山国事遗嘱
第二章　孙中山自传
第二部分　五权宪法
第三章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第四章　关于五权宪法的演说
第三部分　关于宪法的宣言
第五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第六章　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
第七章　北上宣言
第八章　致段执政的信：关于重开国民会议
第四部分　民族主义
第九章　种族与人口
第十章　政治力与经济力
第十一章　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
第十二章　民族主义与世界大同
第十三章　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
第十四章　民族道德与世界稳定
第五部分　　民权主义
第十五章　民权的定义及其历史
第十六章　民权与自由
第十七章　民权与平等
第十八章　争取民权运动
第十九章　“权”与“能”的区别
第二十章　推行民权的方法
第六部分　民生主义
第二十一章　社会问题：定义及解决之道
第二十二章　地权和资本问题
第二十三章　吃饭问题
第二十四章　穿衣问题
孙中山年谱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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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探寻真实的孙中山，透视困厄危殆的民国社会。了解孙中山思想的最佳入门读物，近代中国民主
宪政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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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的功绩，相信全世界没有华人是不熟知的。但如问及国父具体的政治思想或
社会理想，恐怕大多数人只能泛泛笼统而答了。好在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著述本不甚多，后浪出
版的《吾志所向》一书，收集其大部分的重要政论文章，为读者提供了把握其思想轮廓与脉络的机会
。通览此书，除了对“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名词的内涵加深理解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中
山先生的伟大之处了。一是拳拳赤子之心。为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先生一生奔走呼吁、毁家纾难
的传奇姑且不论，民元之后在革命滞阻、军阀环伺的局面下，提出的政纲与主张仍是从全体国民利益
出发，而不出于一党一派或个人私利。如不同于教科书上的顺序，民生居于“三民主义”之首，甚至
被中山提到了“历史重心”的位置。怜悯民命，将战争视为“社会进化中的一种病症”，所以才会让
大总统位与袁世凯。逝世前一月致段祺瑞的信中，力陈国事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以使“武力与
民意相结合”。在广东作的“民生主义”讲演中，将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列为国家的头等问题。不论
后世从何角度评价其现实功过，但中山先生作为一个具体高尚品格、圣徒式的革命者形象，大致是不
会改变的。二是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先生的文章和讲演注重以理服人，甚少空文，这个“理”实质上
就是现代知识体系。在向受众介绍蒸汽机、火车、纺纱机等现代器具时，先生能用浅显的语言说明其
工作原理，说明具有物理学的基本素养。三民主义可能借鉴自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五权宪
法是对西方三权分立学说的修正，在论及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时，无不以美、英、德、日等国的历史
和现实相对照，引典据例，娓娓而谈。饶有趣味的是，先生特别重视环境问题，将森林的种植作为防
灾和粮食生产的重要措施。这些知识，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也还远未成为常识，甚至也不是每一个
政治家都具备，“先行者”的称谓名至实归。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政治家如果掌握政权，可
能达不到其政治理想或人民的预期，但由于其具有现代性的常识和思维方式，我想总不至沦落到荒诞
暴虐，成为唐德刚预言中和他人无异的独裁者吧。三是宣传和演说能力。不管其理论是否完备，细节
是否考究，先生总是能通过平白浅易的语言，阐述宏大深奥之道理。所举之例，远至西洋各国，近至
本埠街坊，上至君王将相，下至走卒贩夫，无疑具有强大的宣传力和动员力。无怪乎先生能以一己之
身，策动革命，终结几千年之专制。必须承认，由于时代局限，先生理论之中存有明显不完备之处，
论证也有缺乏逻辑之处。“三民主义既是救国主义，试问我们今日中国是不是应该要救呢？如果认定
应该要救，那么便应信仰三民主义”。这样的逻辑，劳苦大众听了可能不以为意，政敌论敌听了，就
不免要封你“孙大炮”的名号。教科书说中山想建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其理论前后
印证，这结论可未必准确。其一，从政体论。“五权”和“三权”听上去差不多，但原意却差别很大
，西方的“三权”是分立且制衡，而先生的“五权”，则是为壮大政府权力、在政府统一指挥下的“
五权”，由此可见大政府与强政府才是其所要的。这种强大的“治权”与民权的平衡，被设计为通过
直接民主来控制，而民权中的创制与复决，又与“五权”中的“立法权”难以避免冲突，实践中民权
恐怕终究要被治权所压迫，甚至吸纳。其二，从权利论。民国为人民之国，一切权力和利益归属人民
。中山认为，中国人本已有充分自由，而国家尚不自由，故应牺牲个人自由而增国家自由，这种认识
恐怕是二十世纪中国国家主义的源起了。从经济权利看，国家抑制地价上涨，可以强制限价征收；节
制私人资本，培育国家资本，大型交通设施和工矿企业由国家投资；这也恐怕不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特征。附带地说，从“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三种人群的划分，可以看出精英主义的
治国思路，能力强者可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责任。其三，从国家结构论。从民国建设“三时期”设想来
看，先有县的“训政”以达自治，由县“自治”达到省“自治”，全国半数省份自治后，再立宪行“
宪政”。但在民权的具体阐述中，则又将县“自治”的条件设为全国统一之后，全国政治统一前只能
实行军政，这其中的矛盾之处最后衍生为和陈炯明“联省自治”方针的公开决裂，革命受到重大挫折
。再者，即使全国统一，在前所述的中央政府的强大治权笼罩下，县权的前景可能也难以乐观。

Page 6



《吾志所向：孙中山的政治与社会思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