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晚年的著书立说

卢立菊

孙中山是海峡两岸公认的历史伟人，他的伟大更多的是与其

思想的深度、知识结构有密切的联系，孙中山所掌握的知识渊博丰

富、中西合璧，这与他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有关。孙中山一生革命

和思想探索的成果体现在他晚年的著书立说之中，从而给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孙中山诞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 岁时开始到村里的冯氏

宗祠读书，13 岁时远赴檀香山，在当地的学校就读，接受了 5年的

西式教育。1883年，孙中山到香港拔萃书室读书，第二年转入中央书

院，1886年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1887年 9月，

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这个时期孙中山的知识结构是比较庞杂的，

除了医学，他广泛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量阅读介绍西方文化的

书籍，这一时期他的读书特点是广泛涉猎，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从学校毕业后，孙中山没有按照传统的观念，找份安稳的工

作，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是忧国忧民，从改良逐渐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从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一直到 1911年的辛亥革

命成功，孙中山共计有 16年的海外流亡岁月。在漫长的革命流亡

生涯中，孙中山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众所周知的是他始终

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屡败屡战，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从来没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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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读书，而且往往是革命失败的间隙，有了安静的读书机会。他一

生中几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间都是如此。在大英博物馆、日本和南

洋的读书，促使孙中山在革命实践和学术理论的相互增进方面，开

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孙中山的重要著作，基本

上都是在他最后的 10年时光中完成的，孙中山用文字记录了他的

部分思想。

上海“闭户著书”，完成《建国方略》

1918年 6月到 1920年 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

年是他难得的集中读书的时期。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

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

耶夫·博德雷曾回忆说：“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

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

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这个阶段，孙中山专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

要阅读大量参考书，他广泛收集资料，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

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1918年 7月写

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订购了上百种新

书，还没运到。孙中山在信中还说：“父近日热病初痊，已经起手著

书，或于数月后可成一书也。”孙中山当初经过日本回上海时，因眼

睛患急性结膜炎在日本的西京大学医院做了手术，因旅途劳顿，到

上海后又发高烧，当病情稍有好转时，就开始了读书及写作。孙中

山嘱咐孙科：“儿有暇，当从事于译书、读书，或从事于实地考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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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学问，切勿空过时光。”在此也可看出，孙中山对于读书增长学问

是很看重的。

《孙文学说》于 1918年底至 1919年春完成，提及的中外学说、

书籍至少有上百种。全书约有 6 万多字，融入了孙中山大半生的知

识积累和革命实践经验。孙中山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

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 10 个方面，论证了人类进步过程经历

了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阶段，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著

名论点。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可以用一个 ，敌 只半今 那不深弊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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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具

体设想和深刻认识。

为了写作《实业计划》，孙中山参考的英文书籍单是经济方面

的



在理论研究方面，孙中山也购置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60

多种，其中大部分是 1910年至 1917年出版的新书。从现存的故居

藏书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所着重研究的是当时剑桥学派、奥地利学

派以及美国新经济学的著作。其中我们熟知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有 1904年和 1911年的两种版本，可见孙中山对于马克

思的经济理论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正是因为理论联系实际，孙中

山才以宏大的气魄、战略的眼光、哲理的深度写出了《实业计划》。

《实业计划》中的内容体现了此时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总体规划和设想，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的萧条中

看到了可供中国利用的机会，而且因为从 1912年民国建立以来八

年多的实践以及中国同西方进一步拉大的差距中，清楚地看到了

实业能否发展是中国存亡的关键所在。因此他提出了全面构建全

国的交通网络，加速发展能源、原材料和本国工业，自觉引进国外

资金、人才，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这一思想，在当时兵

荒马乱的中国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没

有多少人注意，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陆续为学者所关注，并惊叹

于孙中山的高瞻远瞩。

这一时期孙中山的著作汇集成《建国方略》出版发行，包括《孙

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实业计划》（又名物质建设）以及《民权

初步》（又名社会建设）。《民权初步》这本书最早写完，于 1917年 4

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当时的书名是《会议通则》，主要内

容是针对公民集会、结社、开会、提议案付诸表决而设计的规则和

程序，是一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叙述了政府的组织、运作

和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具体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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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政治思想。

广州演讲“三民主义”

孙中山写完上述三部书稿后，就开始草拟《国家建设》一书，

到 1922年 6月，他已经完成了其中《民族主义》一册的草稿，《民

权主义》《民生主义》两册也草就了大部分，其他各册的思想线索、

研究思路也大体规划就绪，一有时间，就可以振笔直书，不料“陈

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

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殊可痛恨”，今天我们知道在上海孙

中山故居的很多书籍被孙中山带去了广州，就毁于那次叛乱的战

火中。

在广州期间，孙中山一直忙于筹建革命政权，建设革命大本

营，根本没有时间著书写作。为了让中国的广大民众更好地了解他

的建国思想和三民主义，孙中山选择了演讲的方式来广为宣传。孙

中山对他的秘书黄昌谷说：“我要把三民主义宣传到全国国民，但

没有时间写出来，想用演讲的方式表述出来，你可不可以替我笔记

下来？”在征得黄昌谷的同意后，孙中山每次演讲都由黄昌谷速记

下来，交给孙中山初读一遍，再交给邹鲁读校。邹鲁要做的事情是

先校正记录稿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误，补充遗漏的部分，然后再对

记录稿通读，进行文辞的润饰和内容上的增删，对增删部分先用稿

纸誊清贴在原稿相应的地方，请孙中山审核。凡采纳的部分，由孙

中山亲自写于原稿上，然后再退给邹鲁读校，直到双方满意为止，

有时这样的程序要进行好几次。在他们修改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

18



古今中外的书籍。

有一次，邹鲁在读校民族主义第一讲时，对其中“何以说三民

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一句下面，觉得所讲的意义尚不够充足，便

思前想后，费劲脑汁，写了一百多字补充论述，贴在原稿旁边，送给

孙中山审阅。孙中山看了后，认为意思很对，采纳了他的看法，但是

觉得这样字句太冗长，便提笔改为“因为三民主义是促进中国之国

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几句，这样一来，文字

简洁，意义明了，又与上下文一气呵成，邹鲁和孙中山都很满意，像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可以看出孙中山一丝不苟的态度。

又一次，孙中山在演讲民权主义的时候，记录稿中有一段文

字，邹鲁看不大明白，便拿着记录稿去见孙中山，请孙中山把这段

内容再给他讲一遍。孙中山接过原稿，问邹鲁看不明白的是从什么

地方起，到什么地方止，邹鲁指出后，孙中山不假思索，立即把这段

删了去。邹鲁没能领会孙中山的用意，心情立刻紧张起来，急忙请

示孙中山为何这样，孙中山说：“不要这一段了。”面对邹鲁的疑问，

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的学理虽然非常深奥，却要使凡是识字的人

个个都能看得懂，这样，我的主义才能普及民众，然后才能望其实

现。假使连你都看不明白，那看不懂的人就不知有多少，所以把这

段全部删去。”由此可见，《三民主义》蕴含着孙中山用浅显的文字

宣传他高深主义的良苦用心。

孙中山在广州系统地演讲三民主义，是他晚年对其全部革命

生涯积累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是他一生思想中关于三民主义

学说的一个全面总结。三民主义演讲稿合订本于 1924年底，由中

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在广州印刷发行。今天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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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民主义》通俗易懂，简洁如平常对话，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孙

中山的古文功底不深，而是因为其由演讲记录稿修订补充而成，保

留了口语化的风格，孙中山考虑到民众的接受能力，刻意追求平易

近人，以利于扩大宣传。

1924年 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

国是。孙中山临行前，召黄昌谷谈话，表示到北京后还要继续演讲

民生主义，要黄昌谷随行担任记录。动身时，孙中山携带了大量住、

行、印刷、音乐方面的书籍，作为参考书。

孙中山的著书与藏书

孙中山著书非为名利，而是他心系天下的表现。他所著书籍中

体现的思想只是他丰富学识中的九牛一毛。一生博览群书的孙中

山对于自己的读书是怎么看的呢？邵元冲是他晚年的秘书，曾当面

问过他：“先生平日治学非常广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

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什么为专攻？”他回答说：“我无所

谓专攻。”邵元冲问：“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他回答：

“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

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孙中山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

的人。他反对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

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

能够有进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我们读书是

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需要的便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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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

着书。”

他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上海故居保存下

来的大多是他生命中最后十年所读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

后买的书为主，共计 1932 种，5230册，他求学时代的书基本上没有

了，辛亥革命时代的书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在现今的存书目录

里，既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还有哲

学书籍、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有农业、工

业、林业、地质、地理、化学、物理、营养学、动物、养殖、运输、天文、

医学、体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军

事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法律学、心理学、城市学、宗教学等，几

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学科领域。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孙中山既

读欧美空想社会主义的书籍，也读俄国共产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还

研究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

分类，百科全书、年鉴 28 种，政治，包括法律军事共 484 种，经济方

面，包括铁路共 274 种，社会学的书籍 203 种，哲学，包括心理学、

宗教学 54 种，科技方面，包括医学、体育学 109 种，天文地理，包括

地图 55 种，历史类的书籍 116 种，文学类的包括传记 170 种，期刊

有 62 种。从上述分类来看，数量排在前四位的是政治、经济、社会、

历史。

孙中山的知识涵盖面之广，在 20 世纪几乎无人能及。孙中山

临终之际，在家事遗嘱中将书籍列为自己留下的首要财产：“余尽

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

庆龄，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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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已去，唯留浩气长存人间。

（本篇由南京市社科联推荐）

卢立菊，副研究馆员，1979年生，山东莒县人，现任孙中

山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孙中山及与此相关的民国史

研究，著作有《从晚清权贵到民国元首：谭延 》《孙中山与辛

亥革命》等，参与编著《中山陵园史话》《孙中山的足迹》《民国

名人与中山陵》《走进中山陵》《大同道路———孙中山研究文

集》等多部著作，并在该领域发表 20 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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