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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知马克思的中国人到

马克思主义的好朋友

— 兼论孙中山的
“

社会主义
”

思想

皮明麻 李怀军

加世纪 0 4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诞生后
,

迅速在欧美诸国
、 ,

稍后在 日本传播
。

但闭关已

久
、

然后是被迫局部开放的中国
,

长期仅来对这个人类社会最科学的思想体系处
`

子 背 闻 状

态
。

直至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后的 1 9世纪末
,

中国的先进者如康有为
、

梁启超仍不知马

克思
,

此时的孙中山却成为中国对马克息背闻中的先知者
,

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探索者
。

接触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之始

相当一段时间里
, 人们以为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始于十月革命以后

,

后又推源于 19 02 年梁

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领德之学说》中提到
“

麦喀士
”

(马克思 )
。 1 9伪年第

一期《近代史研究欺登载的夏良才《也谈早期中文刊物中有关 <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一

文提出
:

在 1 8 9 9年通月的《万国公报》上
,

刊有李提摩太节译
、

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 ,

提到了《资

本论》和马克思 (译作马客倔 )
。

他们是迄今为止所知在中国以文字形式最早谈到马克思的人
。

我们根据目前所知的不完全的材料认为
: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探讨社会主义的政治家
,

也

是中国最早知道马克思的人
。

虽然孙中山谈论马克思见诸文字要晚于蔡尔康
,

但对于马克思

和社会主义的探讨却在 1吕9 9年《大同学》发表之前
。

1 87 8年
,

由于侨居海外的哥哥相助
,

13 岁的孙中山赴植香山读书
, “

得见轮舟之奇
、

沧海

之阔
,

自是有慕西学之心
,

穷天地之想
”

①
。

从 13 岁到 26 岁
,

孙中山在檀香山
、

香港等地接受

资本主义中等
、

高等教育
,

不仅学到了西方近代 自
’

然科学知识
,

也涉历到西方历史和政治
。

1 8 9r5 年春
,
他组成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兴中会总部 (香港 )
,

提出了
“

驱逐挞虏
,

恢复
一

中华
,

创立合众政府
”

的资产阶级革命方案
,

并力谋武装起义
。
1 8邪年 3 月

,

孙中山被香 港 当 局 驭

逐出境
, 6 月抵美国旧金山

,

相继游历芝加哥
、

纽约等城市
。

同年
_

9 月至次年 7月
,

孙中山

游居英国伦敦
,

正是在这一期间
,
他探讨了社会主义

,

并知道了马克思
。

当然
,

现在还没有

当时的直接史料来确证这一事实
,

但已有许多间接材料可以证明这一判断
。

第一
,

孙中山在大英图书馆广泛研读社会科学著作
, 、

不可能不涉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
。

在伦敦时
,

孙中山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
他如此发奋读书

,
’

旨在探求救国真理
。 `

据当时

营救过孙中山的英国人康德黎说
: “

他不歇地工作
,

阅读有关政治
、

外交
、

法律
、 `

军事
、

海军

的书籍 , 矿产与矿业
、

农业
、

畜牧
、

工程
、

政治
、
经济等类

,

占了他的注意诊而且细心和耐

心地研究
。 ”

②如此广博地博览群书
,
很自然地会接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品

。



第二
,

当时正值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 1 8 9 6年 7
、

8 月间 )后不久
,

大会

的文献当是孙中山研读的内容之一
。

这次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指出
:

资本主义给农民带

来 日益深重的灾难
,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才会最后被消灭
。

众所周知
,

孙中山对土地问

题是十分关注的
,

他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深受亨利
·

乔治的影响
。

当他探讨土地问题时
,

欧

洲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和第二国际文献
,

当在他的视野之 中
。

章开源教授亦云
: “

孙中山很有可

能结识了爱尔兰的爱国者
、

土地国有会的组织者戴维特
”

③
。

第三
,

孙中山在伦敦进行了各种实地考察
,

时资本主义世界中劳资对立和社会革命运动

有直接感受己 孙 中山多次到宪政俱乐部访问
,

到爱尔顿农业馆家畜展览会和李勤街工艺展览

会参观
,

了解英国的国家制度
、

社会状况
。

当时
,

伦敦产业工人举行过 30 个星期的总同盟罢

工
,

英国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
,

孙中山有可能 目睹实况
。

他了解到
,

在资本主义高度文明

的英国
, “

每年冬间
,

工人失业的
,

常六
、

七十万人
,

全国更可知
。 ” “

善果被富人享尽
,

贫民

反食恶果
。 ”

在这种阶级对抗的基础上
,

工人运动
、

社会主义运动以不可遏制之势蓬勃兴起
。

如此关切社会问题的孙中山
,

有很大可能接触过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 马 克 思 学说
。

伯尔纳

(美 ) ((1 9 70 年 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肯定孙当时对社会主义感兴趣是毫无疑问的
。

第四
,

从同时代及后世学者的判断和推论中
,

也可窥见孙中山很可能知道马克思
。

常被

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探讨社会主义
、

介绍过马克思的梁启超说
: “

孙逸仙 (文 )
,

他不是

个学者
,

但眼光极敏锐
,

提倡社会主义
,

以他为最先
”

④
。

梁氏以孙中山作为中国最早 提 倡

社会主义者的论断不会是出于兼虚
,

而是蒸于事实
。

美国学者史扶龄更明白地说
:

孙中山此

时
“

大概还研究了马克思
、

乔治
、

穆勒
、

孟德斯鸿 以及其他人
。

另外
,

他还进行了大量的个

人接触
,

包括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
”

⑤
。

宋庆龄亦说
: “

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
,

他也听到了关

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
。

早在那个时候
,

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
。

他敦促

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 《共产党宣言》 ,

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

⑥
。

宋庆龄还

说
: “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期间
,

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
。 ”

虽然他还没有能够区别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社会主义
。

尽管如此
,

他心里已经逐渐明白
,

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间题
”

⑦
。

第五
,

孙 中山在伦敦接触了一些俄国革命流亡者
,

从而促使他进一步关心社 会 主 义 问

题
。

孙中山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 “

我从前在英国的时候
,

有一次在图书馆内看书
,

遇到

几位俄国人
,

交谈之后
,

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
”

⑧
。

他们在交谈中涉及了革命志 向和 两 国

革命前景等问题
。

这些革命流亡者大多是激进的革命党人
,

譬如其中的伏库浮斯基是 《自由

俄罗斯》月刊编辑
,

因持自由主义政治观点
,

在圣彼得堡
、

西伯利亚流放 18 年
,

后来加入了社

会革命党
。

在这些革命流亡者中谈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
,

当属情理中的事
。

孙中山还曾在克

雷格斯的家中与俄国民粹派在圣彼得堡所办的《俄国财富》杂志记者交谈过
,

强调要以武力推

翻清朝统治
,

而不能搞改良主义⑧
。

第六
,

在孙中山本人的著作中
,

也透露出他很早就知道马克思的信息
。

孙中山潜心攻读

过的大英博物馆图书室
,

也正是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用了几十年时间看书学习和研究的地

方
。

孙中山没有直接说到他在当时就了解马克思
,

但后来的文章却具体地谈到马克思在图书

室研读的情景
: “

英国是世界上顶文明的国家
,

没有哪一国驾于英国之上的
,

所以英国在当时

关于文化的设备也是很齐备
。

有一间图书馆
,

其中所藏的书籍总有好几百万种
,

无论关于什

么问题的书籍都是很丰富的
。

马克思每天到那间图书馆内去研究
,

用了二三十年的功夫
,

费

了一生的精力
,

把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
不管他是古人著作的

,

或者是时人发表的— 都



搜集在一起
,

过细参考比较
,

想求出~ 个结果
。

这种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
,

就是科学方法
”

L
。

必须指出
,

孙中山此次美
、

欧之游虽然有机遇接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
但没有

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接受者
。

孙中山到美国时
,

正值亨利
·

乔治学说风靡全美 , 到

英国时
,

亨利
·

乔治学说亦在英伦三岛广为传播
。

亨利
·

乔治以社会主义者 自命
,
他在 1 8 79

年出版了《进步与贫困》一书
,

在资本主米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

亨利
· `

乔治看到了资本主义

制度下劳资间贫富两极分化 、 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
、

.

罢工运动此起彼伏等现象
,

但他不懂

得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
,

而归绒为人 口增旭
、

工商业技术进步导致土地效能高涨和地价

昂贵等因素
,

因此主张土地国有
,

所有人都有使用土地的乎等法权
。

但他又认为不能以激烈

手段没收地主土地
丁

,

只能征收等于地租额的土地税歹
`

并废除其他一切税收
。

这一土地国有论
、

单一税制论被孙中山当成社会主义而接受过来
,

再参之以约翰
·

穆勒的全国土地估价
、

一切

土地现有价值归地主所有
、

估价后因社会进步而增加的土地价值则用斌税形式交给国家的主

张
,

从而开始演化出平均地权的设想
, ;导致了民生主义的萌芽

。
孙 中山从伦敦到日本后

,

便

表示
: “

最胆膺美国亨利
`

乔治之单税论
,
是为土地公有论之一派

” , “

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

社会经济之改革
旅 0

。

后来他还要廖仲凯评述亨利
` ·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
。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
,

在 19 ` 20 世纪之交
,
特别是在伦敦时期

,
孙中山在进。步了解资

本主义的同时
,

又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 , 而主要的是接受了亨利
,

乔治的

学说
。

本来
,

孙中山是师法欧美资本主又的
,

.

但此时那种以资本主义为神圣殿堂的意识被资

本主义的弊病所冲决
,

从而引出了既菜实现国家近代化
,

又要预防资本主义贫富对立弊病的

主观社会主义
,

其中心之点则是平均地权
。

这种思想在一形成时就布满了内在的矛盾
,

既是

资本主义又是非资本主义的
,

既是社会主义又是非社会主义的
。

从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而言
,

偏重于感情 (特别是对劳工的同情 ) ,
而缺乏科学的理性观念 ; 从对资本主义而言

,

则具积之

多年的向往
,

又基于其弊病而力图加以防患
。

孙中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
,

都存在

理念和感情的矛盾
,

对前者是理念先于感情
,

对后者是感情重于理念
。

二
、

主观杜会主义之成型

从 1 9 05 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
,

孙中山明确树立和系统发挥了他的资产阶级革

命政治学说—
三民主义

。

这一时期
卜

,

国内阶级斗争
、

民族矛盾激化
,

`
_

政局动荡
,

新旧鼎革
,

革命的暴风雨冲刷着神州大地
,

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结束了
,

开始了中华民国的新时期
,

从而

在我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次腾飞
。

在此期间
,

孙中山的母想适应革命斗争的步伐不断明朗化和

体系化
,

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好介的孙中山在并不透彻了解社会主义的朦胧状态中
,

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

许
,

怀着虎诚和热情寻找社会党
。 1 9 0 5年初

,
、

孙中山在我国留比 (比利时 ) 的湖北学生史青陪

同下
,

访问了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
,

会见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及书

记处书记胡斯曼
,
在会见中

,

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

`
L

并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

纲领
: “

第一
,

驱除篡权的外来人 (满珊人 )
,

从而使中
`

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
。

第二
,

土地全部

或大部为公共所有
, · ·

… 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 ,幼
。

,

他还畅谈了预防资本主义弊端 的

设想
: “

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
,

使用机器
,
但要避免某种种弊端

” , “

防止往

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
” , “

我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
,

,’’ … 中世纪

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
,

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

_

”

O 并



月 激情满怀地表示
: “

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 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

社会主义的了
。

那时
,

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
,

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

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
。 ”
叨 孙中山请求第二国际书记处接纳他为

“

党的成员
” ,

由于第二国际领

导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不予重视
,

孙中山的愿望未能实现
。

19 0 5年 7 月
,

孙中山东返日本
,

结识了日本平民社领导人
、

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
,

就社会主义实行问题同他交换过意见
。

不久
,

他和黄兴等共同组建了全国性的革命联盟
、

中

国资产阶级政党—
同盟会

,

并创办了《民报》
。

在《民报》的《发刊词 》中
,

孙中 山明确提出了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
三民主义

。
」

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是他着力强调的
,

而民生主

义显然受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

他说
, “

欧美强矣
,

其民卖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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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次年 12 月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
,

孙中山再次

指出
: “

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
,

就是因贫富不均
,

想要设法挽救
。

这种人 日兴日盛
,

遂变为

一种很繁博的科学
。

其中流派极多
,

有主张资本家而归诸国有的
,

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
,

有

主张归诸公有的
,

议论纷纷
。

凡有见识的人
,

皆知道社会革命
,

欧美是决不能免的
。 ”

拍 n 年 10 月
,

武昌起义
,

全国响应
,

孙中山于 12 月从欧美回到上海
。

当时中外各报盛传

孙中山携巨款回国
, 以助革命

。

对此
,

孙中山说
: “

不名一钱也
。

所带回者
,

革命之精神耳 !

革命之目的不达
,

无和议之可言也尸革命精神云云
,

当然是指三民主义
,

但也包含着社会主

义精神因素
。

12 月 3 0日
,

他会见江亢虎时说
: “

余携带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
” ,

希望
“

精

晓西文者代为译述
,

刊行为鼓吹之材料
”

L
。

当时
,

他与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磋研过 社 会

主义
,

并应社会党之邀
,

在上海连续演讲三天
。

在演讲中
,

他对工人深表同情
,

对马克思的

《资本论》给予高度评价
。

民国建立后
,

孙中山以为 民族
、

民主革命任务已大功告成
,

剩下的就是民生主义了
,

并

认为民生主义就是进行社会革命
,

也就是社会主义
。 1 9 1 2年 4 月 1 日

,

他被迫辞去临时大总

统职务
,

不久受聘为铁路总监
,

奔走于天江南北
、

黄河上下
,

宣讲民生主义
、

社会主义
,

社

会革命
、

平均地权
、

铁路建设
、

引进外国资本与技术等主张
。

从 4 月至年底的 9 个月之内
,

“

孙中山在各地总共六十多次演讲
、

谈话中补有关良生主义
、

社会革命
、

经济建设等问题不少

于三十五次
,

占半数还多
” L

。
4 月 10 日

,

他在武汉发表两场演说
,

都强调
“

吾国种族革命
、

政治革命俱已成功
,

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
”

O
。 “今吾国之革命

,

乃为国利民福革命
。

拥护国

利民福者
,

实社会主义
”

@
。

他以
“

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
” ,

向商会
、

资本家
,

乃至向袁世凯大

声疾呼民生主义
、

社会主义
。

在这一时期
,

孙中山对于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理论上的研究
,

集中体现在 1 9 1 2年 10 月 15 日

至 1 7日在上海应中国社会党之邀所作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的长篇演讲之中
。

他在这次

演讲中追述了1 。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学说兴起的历史
,

进而谈到
“

厥后有德国马克斯者出
,

苦心孤诣
,

研究资本问题
,

乘三十年之久
,

著为《资本论》 一书
,

发阐真理
,

不遗余力
,

而无

条理之学说
,

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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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惟现在社会主义
,

尚未若数理夭文等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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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则研究措施者更易着手
。 ”

这段话
,

表达了孙中山对马克思及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
,

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探索真理所作的艰苦努力和马克思学说的系统性
、

深刻性
,

但又感到社会主义学说还未成为完全的科学
,

特别从实施的角度来考察
,

需要采用

什么措施来搞社会主义
,

没有标准
。

孙中山考察了社会主义各种流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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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这夔拢

派中
,

孙中山认为可分为两派
: 一为无政府社会主义— 共产社会主义 , 一为集产 社会 主

`

义
。

他认为前者理想虽佳
,

但千年后才能实砚
。

对于集产社会主义
, : 孙中山则顶礼称道

,

奉

为上策
。

声称
: “

主张集产社会主义
,

实为令日唯一之要图
” 、

` 一

几
` · 、

孙中山批判了那种斥责
“

提倡社会主义
”

是
“
无病之呻吟

”

的错误看法
,

明确表示
: “

处今 日
「

中国言社会主义
,

即预防大资本家发生可矣
L

。

此非无病之呻吟
,

正未病之防卫也
。 ”

他还设计

出一种充满善意的福利型的社会主义蓝图
: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真正平等
、

自由
、

博爱
,

土地

和铁路
、

矿业
、

航路
、

森林实行国有
,

人民缴纳地租
、

地税
。

在教育方面实行平等
,

无论贫

富均可入公共学校
,

学生毕业后分送各处服务 , 建立公共养老院
,

对老者实行丰美的供给 ,

建立公共病院
,

兔费治疗
;
建立聋哑残医院衬公共花园 , 士

、

农
、

工
、

商各司其业
,

劳心劳
-

力一律平等
,

人民无尊卑贵残之分
。

:

在这张社会主义蓝图中
,

既留下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
;

印记
,

又带有中国传统的
“

大同
”
思想的烙痕

。

孙中山认为
,

只要实行这些措施
, “

自此演进
,

’

不难致大同之世
” 。

久
.

在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呢? 孙中山在长期探索中
,

作出了启己的回答
.

这就是实行民

生主义
。

他说
; “

民生主义
,

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
。 ·

… 介兄弟所主张的民生主义
,

`

有很好的具
·

体办法
,

·

.. …我们办法是什么呢 ? 就是归宿到
`

土地
,

和
`

资本
,

两个伺题
。

解决的办法就是平

均地权
、

节制资丫
。

. -
`

、 、

一
_

`
_

一

价
-

三
、

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和主观杜会主义的新机

辛亥革命后 , 孙中山修铁路
、

兴实业和解决民生间涵的幻想被袁世凯的封建专制和武力

剿伐所打破` 这位仰天椎心
、

百折不挠的章命者发动了
“

二次革命
” ,

并筹划过乌次革命
,

_

等

待他的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

在绝望之中
,

孙中山遇到了十月革命和共产党占在十月苹

命
、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
,

孙中山的思想中注入了新的革命因素
。

对苏

联的友好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之情
,

对无产阶级革命辱师列宁的敬仰
,

以及将马克思主义者引

为好肪友的诚挚态度和把 l日
,

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沁联共
、

」

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

都显示出
、

他的思想境界的新开抵
一 ,

;
· _

一
协 :

丫
- · 一

、 -

一

1 9 1 7年
,

俄国爆发震撼世界的
“

十月革命
” 。

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
,

即n 月 10 日
, 、
孙中

山领导的上侮《 民国日报》 ,

就开始报导这场史无前例的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革命
。 1 9 1 8年

6 月
,

正在南方护法的孙中山从广州到达上海
,

致电苏维埃政府租列宁
:

华中
一

国革命党对贵国

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
,

表示十分钦佩
,

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 ”

@ 表示了对四面受

敌
、

处境艰难的苏维埃俄国的热情支持如列宁看到这封来自遥远东方的电报
,

深受感动
,

认

为
“

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
”
L

。 _

同年 8 月 1 日
,

苏维埃政府人民外交委员契切林向孙 中 山 致

意
: “

人民委员会给予我一个光荣任务
,
向您

、
薄敬的导师

,
:

在几个月前代表南方国会致工农

政府的贺词一事表示感谢
。 ”

并说
: 仔
在这艰辛的时刻妇俄国劳动阶级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

,

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
”

@
。 _

一
, -

一
一

、

在这种形势下 ,
`

孙中山逐渐形成联俄和以俄为师的思想
。 1 9 18年

,

他决定派廖仲凯
、

朱

执信
,

李章达等人前往苏联访问
,

但因无法领取护照而作罢
。

此时犷由于菜一次护法运动失

败
,

孙中山避居上海
,

情绪受挫
,

决心总结革命斗争经验
,

集中精力从事著述
。

19 稗年招月
,

他写成了《孙文学说粉 1 9 1 9年
,

’

又写成《实业计解》 夜 在《实业计划》中
,

他提街利用帝国主义



国家的资本租技术来发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
,

「

“

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
,

以造成中国之

社会主义
”

@
。 一

扭切年
.

字月和叫匆年
·

9 月
,

苏联政府两次对华宣言
,

声明废除沙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

权
,

并建议在平等基础上建立两国外交关系
,

使孙中由感到唯有俄国
“

能以平等条件待遇中

国
” 。

19 2 1年 8 月
,

他在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信中说
: “

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

获得私人的接触
,
一

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
,

特别是你们的苏维埃组织
,

一

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

织
” ,

并向
“

列宁及所
.

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
”

L
。

在共产党人的带助下
,

、

孙中山于 1 92 4年在亥分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改组国民党
,

实行三大政策
。

会议期队 苏维埃政府发来贺电
。

正当大会紧张进行时
,

传来

了列宁逝世消息
。

孙中山当犀中断会议
,

_

率领
、

全体代表起立默哀
,

并即席发表悼念列宁的演

洛 高度赞烦列宁
书
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

,

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
,

是一个革命中最好之模

范
。 ”

旋即大会停会三天
,

下半旗致哀
,

`

孙中山亲自签名发出唁电
。

2 月 20 日在追悼列宁大会

上
,

孙中山手书
“

国友人师
”

的祭蟠
。

孙中
丁

山将归三民主义改铸为新三民主义时
,

其民生主义原皿仍为平均地权
、

节制资本
,

但思想又有了发展
。

他说
: “

农民之缺乏 田地沦为佃户者
,

国家当给以土地
,

资其耕作
” ,

并号

召
“
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段

,

以谋农夫土人之解放
” , 举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

,

以全力

助其开展
。 ”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
,

孙中山又明确提出
“

耕者有其田
”

的思想
、

在民

生主义的新解 中
,

重申节制资本
,

并进一步提出
: “

工人之失业者
,

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
,

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牢
1

以改良工为念幽活言
外
致旅教民崛主义和扶助农工有机地结合起来

,

给

三民主义注入 了革命内容和政治生机
。

`

当然
,

此时的孙中山仍然是一位徽进的
、

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

他主观上仍然是将社会主

义包摘在兰民主义体系中
,

么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 `

而以提民生主义为好
。

孙中山说
:

“

我今天为什么不攀外国直接来讲社会主义、要拿民生这个中国古名词来代替社会主义呢? ”

⑧

其理由是
:

.

几
一

卜

第一
,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
社食祠题— 贫富对立 、 工人罢工等

,

越演越烈
,

于是产生

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是为了解决社会间题
,

但社会主义发生 了几十年
,

还没有找函解决社会

问题的办法
。

既然在外国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 “

此时传入中国
,
我们就想解决

,

当然

是不容易的六
第二

,

社会主义流派众多、 聚讼纷纷
,

无所适从
。

他说
: “

外国的俗语说
,

社会主义有五

十七种
,

.

究竟术知哪
一闷冲才是对的

。 ”

特别是第 * 次世界大战后
,

社会主义思潮更是风起云 涌
,

“

凡乎不止五十七种
” 。

- 1 一

L

第兰
,

各国共产党
、 ,

社会党
、

社会民主党之间 以及一个国家中共产党
、

社会党气社会民

主党内部裕在许多纷争
。 _

他说
:

生到了近来
, 1

不但是德国的社会党反对俄国的社会党
,

或者是

俄国的社会党反对英国
、 ;

美国的社会党
,

有国际的纷争
。

一

就是一国的社会党内部
,

也演出种

种纷争
。

所级社会间肠越演越纷乱勺; 到规在还找不出一个好方法采解决
” 。

-

在这一时期
,

孙中山对马克思在理论上的贡献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

进一步给予评价
,

并表示出祟敬和友好的感情
。

他称马克思为
“

社会党的圣人
” ,

认为
“

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

明的学说
,

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之大成
。

所以
,

`

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
,

便举世风从
。

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
,

都是跟往他走
」

杏 好像卢梭发明 了民权主义之后
,

凡是研究民权的人都

信仰卢梭一样
,

勿奋
.

他又说
: “

研究社会间题的人不下午百家
,

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摘黝勺
,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
”

L
。

在谈到马克思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

物质是历史的重

心
”

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原理时
,

孙 中山说
: “

马克思的这种发明
,

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

之重心学说一样
。 ”

L在谈到解决中国社会间题
、

实现社会主义时
,

孙中山指出先进的人们都

赞成马克思的办法
, “

赞成共产党
,

要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
。 ”

他认为这些赞成马克思主

义的青年志士
, “

用心是很好的
,

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
,

以为政治
、

社会问题要正本

清源
,

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万所斗卿l娜加或共人竟
,

灌袍来活动
。 ”

在这里
,

孙中山

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千段在思想么早
则表示真挚的支持和赞贺

。

一
丰界神) 但终不加断

:

二而对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活动
,

孙中山认为
,

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是解决社会间题
,

而民生主义不但是国民党
“

最高的理

想
,

而且是社会的原动力
” 。 “

民生主义能够实行
,

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
。 ”

孙中山归结说
: “

共

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
,

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
。

所 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
,

要分别的还是

方法
。 ”

孙 中山还尖锐批判国民党中的顽固保守势力反对共产党
、

反对共产主义
、

以为中国只

需实行
“

三民主义便够了
,

共产主义是决不能容纳的
”

等错误观念
,

一再重申
: “

民生主义就是共

产主义
,

就是社会主义
” 。

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
,

两者不同之处何在呢 ?孙中山认
为只是方法不同

。

因为
“

中国今是患贫
,

不是患示均
。

在示均的在会
,

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

法
,

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
。

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
, 马克思的阶黔战争

、

无产专制

便用不着
,

几

所终我们今 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
,

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 ”
L

.
_

儿十年来
,

一

孙中山对马弃思主义的认识处在一种动态之中
。

他对马克思主义师
“

意
”

不师
`

法
”

的思想是在思想前参过程中所提出的
。

他师马克思之意
,

把崇仰的感情倾珠给马克思主

为 但又不师马克思之
“

法
” ,

对马克思主义仍有保留卜 而保留的又是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

义的根本间题
。

在这里
,

孙中山的感情和理念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
,

矛盾的根饵还在于孙中
山对马克思主义砰解和接受的不彻底性

, 但有丫点是难能可贵的 ;
一

这就是孙中山对马澎思主

义的认识
,

感情上在深化
,

理念上在前进
。 一

’

丫
、 _

一
_

·
_

在四十年的革命生涯 中
,

孙中山为寻找中国革命真理
,

历尽于辛万苦
, 在思想上和实践

中能够
“

适平世界之潮流
,

合乎人群之需要
” ,
使自己不断剪进

, 宋庆龄说
: “

孙中山到了脾年
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

。 ”

L从早年就献身于民主革命而形成了指导这不笋命的学

说
一

三民主义
,

到把这二尝说发展绝寒研
俄

、 、

群今
_

扶助农工三大政降神所早导声义
,

从中国最早探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谬的先行者
,
`

到把马克码丰义当床三民声齐的好朋

友
。

一代人杰孙中山越冬拌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享理
。

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

、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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