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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视野比较开阔，它不仅研究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思想，而且把孙
逝世以后各派三民主义学说都进行了剖析，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仅仅研究孙一个人，而
是把他的左右手（如汪精卫、廖仲恺等）对中山学说的补充、发挥都进行了分析，这样，本书就有了
突破，填补了研究三民主义和中国政治的空白。
　　本书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深入分析，结合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探讨
了三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各派政治力量根据各自的立场对三民主义重作诠释
。
此著作结构严密，资料丰富，思路清晰，论证充分，文字流畅可读，观点颇有创新。
是历史和思想研究中的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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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渊浙江杭州市人。
1961年生，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书为作者的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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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3年秋，孙中山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第一次将其主张归纳为　　“三民主义”。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争民族独立、争民权解放、争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
于民。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
。
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
而去之易。
”因此，就中国革命而言，一方面是反对清王朝满族统治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反对君主政体的政治
革命，再方面是避免资本主义前途的社会革命，其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是从与生俱来的“种性”出发，要求民族的独立，民族独立的外在表现
就是本民族掌握政权。
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
”因为满族人夺取了汉民族的政权，使汉族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必须坚持民族主义。
　　但是，仅仅依靠民族主义，并不能解决恶劣政治的根本——君主专制政体。
因此，民权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它的目标在于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作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思想家，孙中山对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不断轮回可不能不有所警惕。
怎样完成由君权向民权的转变过程，避免历史的再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905年秋，他与汪精卫谈话时说：“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
，二者常相抵触者也。
”在革命之时压制军权，革命必不能成功，而革命成功后，让军政府交权于人民，也不太可能。
解决的办法是商定一个《约法》。
所谓《约法》，就是定“民权”和“军权”的关系。
它能保证两者不相侵而“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
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
”由此，他开始了建国程序的设想。
　　1906年秋冬，孙中山提出要使民国建成、完善，必须分三时期，即建国三程序。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
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在军政府率领下清除敌人，扫除旧社会遗留的积弊，并施行教育等等
，行政权归之于军政府。
三年后，以县为单位解除军法，公布约法。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
地方实行自治，其地方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产生。
约法规定了人民、地方议会和军政府三方各自的责任与义务。
天下行约法六年后，解除约法，颁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
大总统与国会议员由人民公举，一切依宪法行事。
“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
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
”　　与此同时，孙中山比较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看到了三权分立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对未来
共和政体的思考中，提出了五权分立的观点。
1906年11月，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拜访孙中山时，孙中山说：“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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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只有考选权的同时独
立，才能最公正、最严密地选拔人才。
考察欧美官制，不是选举就是任命。
在选举的过程中，往往以口才为衡量的标准，从而埋没了具有才能而无口才之人；至于任命就难免任
人唯亲，而且行政官员的进退随着总统的进退而进退，造成国家机构更迭繁多、政治腐败、效益极差
。
因此，应该借鉴中国古代的官吏考选制度，把考选权独立出来。
纠察权的独立，目的在于更有效地监督弹劾官吏。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议会掌握了纠察权后，借此来挟制行政机关，造成议院独大。
纠察权从中分离出来，将起到各院与议院间的平衡作用，有助于官场的清廉。
他的这一思路是取法于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加以改进的。
孙中山认为，这种政体是破天荒的政体，会使国家得到完美无缺的治理。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理论中最后问世的部分。
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口头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的现
状，关心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民生主义的构思。
他同意乔治·亨利的观点，认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
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量日增，土地的价值也日增，有地者越来越富，无地者日趋贫困
。
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合乎公道的，因为土地如空气一样，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当归．之于人类全体。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因此，民生主义的实施十分必要。
其方法是：核定天下地价，现有之地价仍属于原主所有，其后，社会改良进步的增价则归之于国家，
为国民共享。
这样，文明越发展，国家越富有，人民就越富足。
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论述了提出民生主义的动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
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中国不可蹈其覆辙，行二次革命。
所以“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其目的之一在于防患于未然；目的之二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文明之
福址，国民平等以享之。
”；目的之三在于借助民生主义，赶上或超过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之“瞠乎其后”。
他自信中国比欧美更易于实行民生主义。
因为，贫富分化是与现代工业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欧美已积重难返，中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
，有理由后来居上。
　　正如列宁所说：“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
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激进的土
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孙中山的平均　　地权思想还没有与当时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联系起来。
但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种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纲也是可贵的。
　　如果说前一段孙中山的思想特色在于“破坏”旧有政权的话，那么从1905年至1912年这一段时间
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号虑如何“建设”新社会，包括民权的建设和民生的建设。
不过　　从总体看，孙中山把主要精力用于武装起义，故而在理论上仅仅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表达了自
己的观点，为三民主义理论建立了框架。
理论的宣传和充实的任务，则落在了以《民报》为中心的孙中山追随者的身上。
　　　　1．《民报》时期三民主义理论的剖析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白孔子以来，厚古薄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思维模式。
“祖宗之法不可变”似乎是保守派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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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时，这种陈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真正让人们抛弃它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孙中山在欧洲、美洲就已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当他到日本时，他的主张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其中主
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历史观上的默契。
二十世纪初，日本流行着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留日学生无疑深受影响。
《民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对近世社会上人们的积习加以批判，以为“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
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得出“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
其最宜。
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
由此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　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
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
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
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
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
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
⋯⋯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
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创办《民报》宣传三民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
进化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进化的过程中，人不是盲目地被历史推着走，而是按照
自己的意愿顺应本国实情和历史的潮流，创造着历史。
三民主义是基于历史进化的规律总结出来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正因为抱着这种社会历史观，他们对未来社会充满乐观精神，对三民主义十分自信，对满族这个比汉
族落后的民族统治中国痛心疾首，认为它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原则的，是极端不合理的。
反过来，他们必然对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不甚重视，因为，弱肉强食是人类进化的规律。
发展到极点就有汪精卫的什么民族主义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的观点。
同时，由于深信人的主观对客观有极大的能动性，宣传主义成了革命家的重要活动之一。
　　在《民报》发刊词上，介绍欧洲进化的历史时，孙中山十分　　精辟地把握住了西方思想中精华
部分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民报》也同样时时体现了法国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论，把它作为认识社会的依据和判断
事物的价值标准。
汪精卫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留日期间，通过资本主义的宪法学，得到了主权在民的观念，使他抛
弃了过去的“君臣之义”。
他还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揭露清政府用“君臣之义”来掩盖民族矛盾，拿这种观念消弥汉族仇满
的心理。
可见，正是“主权在民”的命题，唤醒了长期沉睡的“民本”思想，使之理直气壮的举起“三民主义
”的旗帜，大倡“平民主义”。
用盂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主权在民，美国的议会制度，　以及“以法治国”等等，装扮他们未
来社会。
他们借助于国家主权说，充分而细致地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利益。
他们以平等观衡量资本主义，接受了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观点。
因为贫富分化的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他们也就部分地接受了社会主义
的思想。
再以旷等观观察中国的现实，得出满汉是极不平等的，无论是兵权、政权、私权或是公权都一样。
这种不平等是维系满族统治的护身符，一旦消除，满清政府必将瓦解。
然而平等不但是合乎道义，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保证，它使人们同，心协力，造就出一个和睦的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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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列宁把中国的民粹主义视为法国革命的继续。
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
　　但是，除了孙中山以外，这些宣传家实在是太年轻了。
短短的一至二年的学习时间，使他们来不及消化课本上的知识，面对紧迫的时局和政敌的嚣张气焰，
忙不迭地拾起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的理论作为武器，去拚搏。
无暇进行独立的理论思考，系统性就很难保证了。
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社会缺乏深人细致的了解，他们理论基本上来自于西方
国家，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国情，而不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演化过程中得到。
因此，带有极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虽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但从他们的宣传品中可见，民权主义要经过三个程序才可能真正实现，民生主义显然只有在资产阶级
掌握政权后才能加以实施。
所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只是一种理想，现实的斗争只有一样，就是推翻清朝。
这种思路规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全力以赴地从事武装斗争。
而又因为武装斗争的连连失手，乐观主义精神逐渐被悲观主义笼罩，又使一部分人走上了暗杀的道路
。
这两部分人几乎同样地对歪国各地的农民斗争熟视无睹。
同时，对封建思想的清算也无暇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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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在近代中国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并
在中国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至今，海峡两岸以至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仍在不断地对它展开研究和讨论。
　　就目前看到的有关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论著来说，大都只是研究其生前的一段，而且又只限于研究
孙中山一个人的著作。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视野比较开阔，它不仅研究孙的生前思想，而且把孙逝世后的
各派三民主义学说都进行了剖析。
就是孙生前的三民主义，也不局限于研究孙中山一人，而是把他的左右手（如朱执信、汪精卫、廖仲
恺等人）对中山学说的补充、发挥都分析到了。
这样，本书就有了突破性，填补了研究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空白。
　　作者贺渊，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数年后，于1986年考人中国人民大学，先读硕士研
究生，后读博土研究生，但都未离开研究三民主义学说这个课题。
所以她的博士论文——〈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历六年之久而写成的。
　　作者勤奋好学，文思敏捷。
论文写成后，送请十几位著名专家审阅，受到一致好评，认为资料丰富、分析透彻。
经过答辩，顺利通过，贺渊遂成为我国少有的研究孙中山学说的女博土之一。
这本书就是在她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修改中曾得到她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所长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得到社
科青年基金的资助，才得以出版我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听到这些消息，是很高兴的。
　　书稿即将付梓，聊赘数语，以表祝贺。
　　彭　明　　1994．3．于人大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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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视野比较开阔，它不仅研究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思想，而且把孙
逝世以后各派三民主义学说都进行了剖析，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仅仅研究孙一个人，而
是把他的左右手（如汪精卫、廖仲恺等）对中山学说的补充、发挥都进行了分析，这样，本书就有了
突破，填补了研究三民主义和中国政治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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