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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中山轶事》由康捷所著，中山思想最称丰富，民国以前之民族革命宣传，与民国成立后所标榜之
三民主义，成为世人所称道，而后者尤富有平民政治之精神。
世人论之者，辄惜中山先生理想太高，每为事实所不能行，故理想恒多于事实。
其实中山之所谓理想，恒能在国民希望心理之中，其所以不能实现，并不在中山自身之不能力行，而
在环境与时会之关系。
中山平常对于国际问题及政治问题之见解，大抵皆超越常人，与欧西名政治家不相上下。
惜时会未熟，致即有主张，亦多无由实行。
中山自身所抱主义至坚久，惟少事务材与驾驭部下之术，左右复缺和衷共济之精神。

《孙中山轶事》：中山之为人，自其思想上观察，殆为最新之人物，自其性格上观察，则慈爱仁厚。
年来躬亲政务，饱经艰辛，于猛进之中，已有稳健之觉悟。
使彼以新派最高领袖之资格，调节新旧思潮，作用、至大。
今失此一老，则新旧潮流，无缓冲之机能。
将来各以盲人瞎马之势，相激相荡，祸之及于国家社会者，殆不堪设想。
此更吾人对于先生之死，引为大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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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家。
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1789-1850)，以耕种承继的十余亩祖田为生，23岁时娶妻黄氏，生三子：孙达成
、孙学成、孙观成。
据说孙敬贤笃信风水，曾在家中长期供养一位风水先生，后来这位风水先生为他在犁头尖土名“皇帝
田”挑选了一处坟地安葬。
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同样笃信风水，后来孙家家道中落与过分迷信风水不无关系。
孙中山出生的时候，祖父孙敬贤已经去世。
父亲孙达成(1813一1888)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到30多岁时才回乡，与附近隔田乡(今中山南朗崖口)杨
胜辉之女杨氏结婚，婚后相继生下孙眉、孙金星(早殇)、孙典(早殇)、孙妙茜、孙中山、孙秋绮六个
子女。
孙中山一家靠租耕位于翠亨村东北俗称“龙田”的二亩半孙氏祖尝田为生。
孙达成晚上还在村中兼做更夫，以增加一些收入帮补家用。
孙达成生性老实，因而村人给他取了个“戆林”的外号。
村中有人办喜事或丧事的时候，他也常跑出跑入帮忙。
孙家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咸丰六年(1856)《三修翠亨村祖庙碑记》中记载，孙达成为重修祖庙捐款一元，这个数目是碑上所录
男丁捐款的最低额，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出生前十年孙家的经济状况。
孙中山生于这样的普通家庭，就像一般的农家子弟一样，他五六岁时便经常跟随二姐孙妙茜做砍柴、
割草、拾取猪粪等劳动。
幼年的孙中山很少穿鞋子，也很少吃到米饭，常以番薯充饥。
年纪稍大一些，便要跟随父亲下田插秧、除草、打禾，还要常常到村外的金槟榔山山腰的山水井挑水
供家中生活之用。
农闲时孙中山还跑到隔田乡跟随外祖父杨胜辉出海捕鱼和挖蚝。
因家贫买不起耕牛，孙中山每年还要替人放几个月的牛，以换得牛主同意借出耕牛帮孙家犁翻那两亩
多租佃的田地。
孙中山后来多次和宋庆龄谈起：从那时起，他就想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应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
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
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使孙中山形成独立的性格以及强健的体魄。
他日后的很多思想的启发都离不开早年在家乡的艰苦农家生活。
他后来说：“吾自达运用脑力思索之年龄时，为我脑海中第一疑问题者则为我自己之境遇，以为吾将
终老于是境乎，抑若何而后可脱离此境也。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曾问孙中山：“先生土地平均之说得自何处？
学问上之讲求抑实际上之考察？
”他回答说：“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
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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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中山轶事》是走近孙中山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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