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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中山演讲录》辑录孙中山讲稿30余篇，分为“思想”、“革命”、“军事”、“党
务”、“政务”、“观念”、“实业”、“外交”等8个部分，还原了历史现场感和时事
感，折射出一代伟人为建立现代化民主国家之理想，进行的各种思考、探索、尝试，也
能看到他代表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形势所做的判断。对今天的思想者、为政者，仍大
有启发。

内容简介

《孙中山演讲录》分为“思想”、“革命”、“军事”、“党务”、“政务”、“观念
”、“实业”、“外交”等8个部分，总共收录演讲稿35篇，共计370千字。演讲具有场
合性、时事性。这些演讲稿，语言平实，思路清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伟人为建立现代
化民主国家的理想所进行的各种思考、探索、尝试，也能看到他代表当时*的中国人对世
界形势所做的判断，包括今日的中美日关系，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等等。《孙中山演讲
录》有利于增加普通读者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建国方略的了解，对学者乃至为政
者，相信也有很好的助益。

作者简介

孙中山（1866.11.12—1925.03.12），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
先行者，*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
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40年
，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国父”。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
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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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四至十六日)社会主义之名词，发于十九世
纪之初，其概说既广，其定义甘难。特此种主义，本我人类脑中应具之思想。不满意于
现社会种种之组织，而思有以改良，于是乎社会主义之潮流，得应时顺势，而趋向于我
人之脑海，种种社会主义之学理，得附社会主义之名词，而供我人之研究讨论矣。尝考
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贫富激
战之风潮既烈，政府取缔之手续亦严；政府取缔之手续既严，党人反抗之主张益厉。无
政府主义之学说，得以逞于当时，而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遂湮没于云雾之中，缥渺而
不可以迹。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
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
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惟现社会主义，尚未若数理
、天文等学成为完全科学，故现在进行，尚无一定标准，将来苟能成为科学一种，则研
究措施更易着手。社会系对待个人而言，一社会主义亦系对待个、人主义而言。英国尊
重个人，主张极端的自由。德国以国家为本位，个人为国家分子，又宁牺牲而不惜也。
此则以其国家政体之不同，故其主义亦因之而有异。主张个人主义者，莫不反对社会主
义；主张社会主义者，又莫不反对个人主义。聚讼纷纷，莫衷一是。然而个人、社会，
本大我、小我之不同，其理可互相发明，而未可以是非之也。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固自有
别，其研究社会之起原及社会之变迁种种之状态现象，皆属于社会学之范围。至若社会
主义，一言以蔽之，日社会生计而已矣。其主张激烈，均分富人之资财者，于事理上既
未能行，于主义上亦未尽合。故欲主张平均社会生计，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决，以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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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之希望。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
；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
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欧洲社会党系完全政党性质，近年以来尤占政治上之
势力，若法、若德、若比，其政府议院中人，社会党员居其多数。英则四，五年前，社
会党人始占议席，然而同时被选，即有数十人之众，且有位于度支大臣者矣。美之社会
党虽未发达，然其党人居政治上重要位置者，实繁有徒。中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之
下。夫民主政体之政治，一人民政治也。社会党既集民主政体下之人民，尤不应无政治
上之活动，则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握政治上之势力，而实行其社会主义
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社会主义不独为国家政策之一种，其影响于人类世界者，
既重且大。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至_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动物之强弱，植物
之荣衰，皆归之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学者遂举此例，以例人类国家，凡国家强
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达尔文之主张，谓世界仅有强
权而无公理，后起学者随声附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
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
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社会组织之不善，虽限于天演，而改良
社会之组织。或者人为之力尚可及乎？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
。其所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之阶级于
无形。其主张均分富人之资财，表面似合于均产之旨，实则一时之均，而非永久之均也
。做欲永弭贫富之阶级，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图矣。社会主义学说，近日发明者甚多
，法、德、比各政府多采用而履行之。即反对社会党若日本，亦未尝不采用社会政策。
而其反对社会党人者，实以其主张激烈，妨碍秩序，为法律所不许耳。我国社会主义流
行伊始，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连络，共图进行。缘社会主义本与专制政体极
不相能，故不能存于专制政体之下。今我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成立时，此诚不易得
之机也。得此良好之机，而不得循序渐进，造福前途，讵不大可惜乎！此鼓吹运动者，
不得不稍注意也。尝考社会主义之派别为：一、共产社会主义，二、集产社会主义，三
、国家社会主义，四、无政府社会主义。在英、德，又有所谓宗教社会主义、世界社会
主义。其以宗教、世界而范围社会主义者，皆未适当。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
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盖以国家社会主义本丽属于集产
社会主义之中，而无政府社会主义又属于共产社会主义者也。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
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
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
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
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来能达于极端，尽其所
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于是尽所能者，其所
尽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为过量之需矣。狡猾诚实之不同，其勤惰苦
乐亦因之而不同，其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反相抵触。说者谓可行于道德智识完美之后，然
斯时人民，道德智识既较我人为高，自有实行之力，何必我人之穷思竭虑，筹划于数千
年之前乎！：我人既为今日之人民，则对于今日有应负之责任，似未可放弃今日我人应
负之责任，而为数千年后之人民负责任也。故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即应改良今日社会之
组织，以尽我人之本分。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
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一自
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



决贫富之激战矣。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已矣。满清
以少数人压制我多数汉人，故种族革命以起；专制政体以一帝王压制我多数人民，故政
治革命以起。至社会革命，原起于少数大资本家之压制多数平民耳。在各国贫富之阶级
，相差甚远，遂酿成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在我国之大资本家尚未发生，似可无
庸言及社会革命。然而物质文明，正企业家纵横筹展之时，将来资本大家之富，必有过
于煤油、钢铁大王者。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贫富战争
之祸于来然乎？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我国尚未染疾，尤宜注
意于卫生之道。社会主义者，谓为疗疾之药石可也，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惟我国与
各国社会之状态不同，则社会主义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各
国尚多反对社会主义之政府，我国则极赞成采用社会主义者也。然则我国主张社会主义
之学子。当如何斟酌国家社会之情形，而鼓吹一种和平完善之学理，以供政府之采择乎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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