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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内容概要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一部专题论集，其主体是2010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学
术研讨会参会论文的结集。会议共收到论文46篇，后经编辑部审定，选出34篇纳入《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根据文章探讨主题的不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又分为“传统资源的发掘与诠释”、“孙中山思想的传统渊源与当代价值”、“民族文化重塑的
现实路径”三个板块。主要目的，即是通过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历代伟人文化观念及思维方式的解析
，揭示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源远流长，以及中华文化生命力的连绵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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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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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胡春惠／2
序　三　复兴梦、强国路与群体智慧的开启⋯⋯⋯⋯⋯⋯⋯⋯⋯⋯⋯⋯⋯⋯⋯杨允中／4

传统资源的发掘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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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学与儒学之关联⋯⋯⋯⋯⋯⋯⋯⋯⋯⋯⋯⋯⋯⋯⋯⋯⋯⋯⋯⋯⋯⋯⋯⋯⋯宋志明／178
科学地评价孙中山与革命民主派⋯⋯⋯⋯⋯⋯⋯⋯⋯⋯⋯⋯⋯⋯⋯⋯张　磊　张　苹／190
从孔子与孙中山看两岸关系⋯⋯⋯⋯⋯⋯⋯⋯⋯⋯⋯⋯⋯⋯⋯⋯⋯⋯⋯⋯⋯⋯刘源俊／201
孙中山思想的哲学基础与哲学体系⋯⋯⋯⋯⋯⋯⋯⋯⋯⋯⋯⋯⋯⋯⋯⋯⋯⋯⋯赵玲玲／208
孙中山民德观刍议⋯⋯⋯⋯⋯⋯⋯⋯⋯⋯⋯⋯⋯⋯⋯⋯⋯⋯⋯⋯⋯⋯⋯⋯⋯⋯李吉奎／222
孙中山与西藏问题⋯⋯⋯⋯⋯⋯⋯⋯⋯⋯⋯⋯⋯⋯⋯⋯⋯⋯⋯⋯⋯⋯⋯⋯⋯⋯廖大伟／236
略论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张晓辉／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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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民本思想对传统重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肖　飞　陈国亮／289
孙中山对“主权在民”理论的中国化改造⋯⋯⋯⋯⋯⋯⋯⋯⋯⋯⋯⋯⋯⋯⋯⋯张树旺／304
孙中山复兴中华文化思想对两岸和平发展的启示⋯⋯⋯⋯⋯⋯⋯⋯⋯⋯⋯⋯⋯熊席麟／318
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传与超越
——“孙中山儒学情结”课题组的思考主线⋯⋯⋯⋯⋯⋯⋯⋯⋯黄明同　张　冰／323

民族文化重塑的现实路径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郭齐家／336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黎建球／351
中国近代制度文化的演进及其历史启示⋯⋯⋯⋯⋯⋯⋯⋯⋯⋯⋯⋯⋯⋯⋯⋯⋯谢　放／360
略论中华文化的发展趋向⋯⋯⋯⋯⋯⋯⋯⋯⋯⋯⋯⋯⋯⋯⋯⋯⋯⋯⋯⋯⋯⋯⋯宋德华／363
中国目前流行的“文化遗产”一词的名实评议⋯⋯⋯⋯⋯⋯⋯⋯⋯⋯⋯⋯⋯⋯谭世宝／370
社会变迁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发展：以宗教信仰为例⋯⋯⋯⋯⋯⋯⋯⋯⋯⋯⋯洪泉湖／382
中华经典文化教育的传承——从香港的教育中探索⋯⋯⋯⋯⋯⋯⋯⋯⋯⋯⋯⋯周正伟／395
儒学经典价值的再认识与大学传承
——以广州大学《中国文化名著导读》课程发展为例⋯⋯⋯⋯⋯⋯⋯⋯⋯吴小强／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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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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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当然是颇为科学的概括，反映了孙中山的主要业绩。这三个词语还是相通的：近代中国民
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先进的近代社会思潮与运动，莫不以高扬爱国
主义、挣破殖民主义枷锁和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第一要义。因此，爱国者、民族英雄与民主革
命先行者在“民主革命”意义上完全一致，后者实际上包括了前者，而前者突出了后者的主要内涵之
一。另一主要内涵，则为反对封建主义。但是，不能忽略孙中山还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前驱。他
提出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的近代化方案，以便实现“振兴中华”：粉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
重枷锁乃是前提；民主建政则是杠杆；“实业化”构成方案的中心；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
当是必要条件。作为宏伟社会系统工程的近代化的基本目标，即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
中国。可见，增加近代化前驱这个定语无疑是必要的——更为完整地概括与凸现了孙中山的思想与实
践，表明他兼具革命者与建设者的双重身份。虽然，孙中山担任的短暂的临时或非常大总统的职务严
重局限了他的作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系应当给以更高的评价，并且充分认识它对当前我们的物
质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参照和借鉴意义。显而易见，孙中山的社会、政治、
经济思想体系兼具历史与现实意义。民族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基本矛盾。旧中国
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对内意义上则是满洲贵族或汉族统治者“宰制于上”的民族牢
狱。前期民族主义中的主要口号“反满”具有广泛的动员作用，避免瓜分、共管厄运亦为题中应有之
义，尽管均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却超越了“反清复明”之类的口号。后期民族主义则突出反帝内容—
—“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原则
，定为“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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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由孙中山基金会全额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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