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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
础#)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
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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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和谐文化传统极为深厚的
国家#)和谐*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

近代国人对和谐文化的探索也是中华传统和谐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化了的)传统*% 孙中山大
同社会思想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最具可行性的和
谐社会建设纲领#是中国和谐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
环节#是中国和谐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转变%

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及此#近年来发表了不少研究成
果% 不过#既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孙中山社会主义思
想或大同社会理想的陈述上#而对孙中山对传统文
化的近代诠释尚乏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孙中山社会
主义和大同社会思想的论文#更是未见!

% 笔者认
为#只有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大同思想进行

深入研究#方能深切认识孙中山的和谐思想及其对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试在
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略作讨论#以就教
于方家%

一?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接触&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思

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之一% 由于孙中
山的极力推崇#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孙中山本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前后虽有变易#但其大
体脉络还是清晰的% 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弊端
有着清醒的认识#保持了长期而持续的批判和抵制%

他认为欧美国家虽然文明进步#但社会贫富悬殊#

)愈演愈烈#循此而往#至发生社会之大革命不止
也*#)惟中国之于社会革命也#则尚未种其因#如能
思患预防#先为徙薪曲突之谋#则此一度之革命#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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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也#此民生主义之所以不得不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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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消除资本主义弊病#避免重蹈欧美覆辙#孙中山提出
以民生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主张民主革命与社会
主义革命同时并举#)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
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
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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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主义理论
倍加赞赏#表示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认为实行社
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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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鄙人对于
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实行社会
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
得其所% 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
国家矣% 予言及此#极抱乐观*

'!(!H#

%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实为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否
定#进而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
择% 不过#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有批判#认为中
国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应是切合中国实际#从中国国
情出发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中国实现和实行社
会主义的方法#应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应具有中国
特色#这就是他提出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认为#从概念上讲#源于希腊文的)社会
主义的原意是0同志1#就像中国俗话说是0伙计1两
个字一样*#意义不甚清楚#)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
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
问题% 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始意就
是在正本清源#要把这个问题的真性质表明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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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情上讲#并不是社会主义都能用于中
国% 孙中山认为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实际可分两
种.共产社会主义和集产社会主义% 共产社会主义
)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认为#

)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上乘% 然今日一般国民道
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其实施恐)数千年后*才
能实现% 共产社会主义为时尚早#集产社会主义正
当其时#)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

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
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这才是
)今日唯一之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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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说#)我国国民党
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

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
办法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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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孙中山也有不同看法%

他虽称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最透彻和最有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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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

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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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完全认同其某
些具体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他针对马克思)物质
是历史的重心*的观点#认为民生才是)政治的中
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活动的中心*

'!(#H) Z#HA

% 第
二#他不认同)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认
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不
是社会进化的原因% 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
发生的一种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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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他认为)资本家的剩
余价值#都是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的论断不
够全面#忽略了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
子*

'!(#H@的劳动% 第四#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
义制度未来命运的论断与事实不符#)依他的判断#

资本发达到极点的国家#现在应该到消灭的时期#应
该要起革命#但是从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们所见
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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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他认为#马克思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斗争的手
段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不够准确#

)在中国事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
和无产阶级专政便用不着#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
的办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适的剧烈的办法#再
等到实业发达时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
办法#来阻止私人资本#防止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
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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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而非
资本主义#但应推行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主
义就是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多次明确表
示)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

'!(H#

% 实行民生主
义#当)以社会主义为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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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主义就是
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

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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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
题的#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理
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
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便可以
享很大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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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也指
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0社会主义1&0共
产主义1与0集产主义1#均包括其中*

'!("B

%

我们应看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不等同于马
克思的社会主义% 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
完全认同#其理论中亦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剩余价值理论&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他主张阶级
斗争是社会的病理现象而不是进化现象#劳动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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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之间的利益根本上是可以和谐的% 在政策主
张上#他主张实行遗产税和所得税而不是革命的方
式#在建立和扩张国家资本的过程中节制私人资本%

过去谈到孙中山社会主义观#一般认为是空想
的社会主义或主观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孙中山对资
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进行了深层思考#大体来讲#他
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高度评价社会主义#但他
并不简单地把二者看作是势不两立的社会制度#也
不笼统地引进二者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 在他
看来#中国有中国自身的国情#外来的主义都是要审
慎选择#加以改造利用的% 在孙中山看来#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都是手段而非目的#民生才是一切的根
本#只有解决好了民生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社
会#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二?孙中山的大同社会理想
从有关文献资料来看#孙中山对)大同*一词#

有两种诠释% 一是)天下大同*#即国家消亡#世界
各民族在一个大家庭内相互融合并和平共处#而且
这一目标将在中国的倡导和促成下实现#他认为
)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
人无穷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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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
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
大同之治*

'!(A!)

% 二是)社会大同*#即一国范围内
的一种理想社会制度#按照)民有*&)民享*&)民
治*的要求#建立高度和谐的社会#并最大限度地为
人民提供福祉#实现民生主义% 孙中山说.)我现在
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
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
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A孙
中山对社会主义与大同社会的关系所作的表述#颇
类于今日中共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属性*的这一论断% 孙中山还进一步解
释.)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就是说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
是人民所共享% 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
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
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 #@G可见其对和
谐社会的建构#是建立在三民主义学说的基点上的#

其所欲建成的和谐社会是一个众人)共有&共治&共
享*社会#即所有资源均平而协调的大同世界%

在孙中山看来#大同社会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的
和谐.一是在政治层面#天下和国家都是人民公有#

人人平等#无尊卑贵贱#也不存在贵族和平民的阶级
划分-二是在经济层面#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
本#实现物产归公#国富民利-三是在道德思想层面#

倡导替众人服务以及博爱的品格% 也就是说#孙中
山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政治&经济&道德等
各个层面都达到和谐的社会%

以上是就大同社会的特点而言#从实践或社会
建设的角度来说#孙中山关于和谐社会或大同社会
的思想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一齐抓% 孙中山是
近代较早提出在中国建设心性文明&物质文明的政
治家#他所谓的)心性文明*或)道德文明*#就是我
们今天所说的精神文明% 孙中山一贯主张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是建设大同之治的基础% 他指出.)所
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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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
实业#发展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是首要任务#同时也
不能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 孙中山十分重视)心*

对物的作用#将)心理建设*置于+建国方略,的首
位#创造性地提出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进行
)心理建设*#以)改造人心*&打破传统意识和传统
观念的束缚#形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观念和新意
识% 他说.)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

)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
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

'@("B#

第二#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
和部门经济发展的差距% 孙中山发现中国地区经济
发展极不平衡#很难致富图强% 他指出#)吾国民族
生聚于东南#而凋零于西北*#)过与不及#两失相
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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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试图通过政府
对区域经济的统一规划和协调#以解决公共资源分
配和社会劳动成果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为了使我国
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孙中山提出了将中国划分为北&中&南三大经济区
域&每个经济区域自东向西贯通的发展宏图#并且特
别注重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 孙
中山为促进各地经济发展平衡#提出要大力发展交
通#畅顺彼此沟通的渠道#其中又特别强调兴修铁
路#以连接全国各地#开发欠发展地区#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 在部门经济方面#孙中山倡导)以农
为经#以商为纬*&实现工业化#促进农业&商业与工
业的协调发展'B(A"" ZAB!

%

第三#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孙中山多次指
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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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贫富悬殊#)富
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 )贫富之悬隔*甚
大'*(##*

% 他主张中国应防患未然#避免贫富悬殊的
流弊或恶果#他的对策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

第四#武力或和平统一中国% 一个国家不统一#

是难以建成和谐社会的% 实现统一#符合民意#孙中
山对此深有体察% 他说.)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
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 他们坚决要求
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
家%*

'G("#B他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申明#)中
国如不能收回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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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其所言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在内的领土统一% 在统
一方式上#他明确指出谋求国家统一有兵力征服和
文治感化两条道路#即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种方
式% 在进行武力统一时#孙中山从不言放弃和平统
一% 为了实现和平统一#他曾一度提出裁兵主张%

逝世前一天#他还在病榻上对随侍的同志说.)我此
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和平统一#我主张统一的方
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建设
统一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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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近代诠释
和谐文化具有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特点% 人

类优秀文化成果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可
以共生共荣的% 当然#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以及西
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根据
时代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加以改造#实现现
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及中西文化的契合% 中国
是因西方入侵而步入近代的#国人探索拯救和发展
中国的道路时#必然面临从哪里获取国家和社会建
设思想资源的问题% 一方面#他们必须向西方寻求
新知#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
面#他们必然因袭传统文化#同时研究中国当时的实
际情况% 无分析&无辨别&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全盘西
化#无疑是行不通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如没有科学
准则和时代精神作为扬弃依据#也是没有出路的%

孙中山可说是将文化取向的中外古今关系处理得最
好的近代国人之一#他可能是近代国人中最能博采
传统和西方文化#最能根据中国实际并运用于中国
实际的人% 换言之#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近代诠释者#是近代中国最有
代表性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家和实践者%

孙中山在述及其思想来源时说.)余之谋中国

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之固有思想者#有规
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AA(@)

%

他把自己思想渊源归结为三个方面.传统&西方和实
践% 笔者认为#孙中山在根本理念上更多是因袭和
超越传统#在方法和过程上则更多是学习和改造西
方#连接传统和西方并实现其思想的变化和调适便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现实的变化及孙中山的革命和建
设实践% 孙中山继承和吸收了中外文化中他认为有
价值的学说#在实践中加以改造#淘旧铸新#形成一
种新的主义% 所以#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近代诠释#是一种中西合璧&用以解决中国社
会问题的学说%

所谓)近代诠释*#既是相对的时间概念#也是
相对的空间概念%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国家较早进
入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都
是在西方近代社会里产生的#故近代诠释#不仅是对
传统给予符合近代社会发展及未来中国发展趋向的
改造和超越#也是对适应和规范近代西方社会发展
的和谐文化的)拿来*及基于中国国情的运用%

大同理想#源远流长% 早在#)))年前#孔子便
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开始了国人对和
谐社会的构想% 深受孔子大同社会理想影响的孙中
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

孔子)大同*言论一直是孙中山阐述其理想社会的
重要理论依据'A#(AA"

% 在孙中山看来#三民主义就是
大同主义#但他常强调民权主义与大同主义的关系%

在许多讲话中#他把民权主义与大同主义划上等号%

他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 孔子
说.0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
界%*

'!(A!*不过#更多时候#孙中山强调民生主义就是
大同主义% 当他强调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时#也常说民生主义也是孔子大同主义% 显然#孙
中山为阐明自己所要建设的未来的大同社会的内
涵#确实对孔子大同主义进行了近代诠释.把)天下
为公*演绎为)民权主义*#大同理想被概括为)民
有*&)民治*和)民享*#对只具粗线条轮廓的大同社
会理想进行了全面的设计#赋予其丰富的内涵%

孙中山生活的年代#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和社
会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的时代#其思想学说的形成自
然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的影响% 在海外游历期间#孙中山除了进行革命宣
传和组织工作#还竭力研究革命理论#寻找救国方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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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自述)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
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0革命
学1也*

'G(""

% 当时盛行于欧美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他的研究对象% 他后来曾对张
国焘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
其中的一派% 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
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 我参
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
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

'A!(#H"

孙中山在)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时#始终
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而取舍#绝非良莠不分和生搬
硬套% 他尖锐地批评了)极端的崇拜外国*&)一味
的盲从附和*与)一定要步欧美的后尘*的心态和论
调'AH(!H#

% 在吸收外来思想的时候#他强调尊重中国
国情#要)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作#

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中国几千年来
)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管
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
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 他的)五
权宪法*的主张#就没有模仿西方的)不太完全*的
)三权分立*方案#而是参酌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加
以改造演变而成的% 孙中山指出.)提倡三民主义
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

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
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
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AH(!AH

%

值得肯定的是#孙中山在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
过程中始终注意将这些理论中国化!包括内容与形
式"#以便社会接受#又使自己的思想与世界潮流接
轨% 他非常赞赏社会主义#但并不照搬社会主义的
具体主张#因为国情有别#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义学说大多也是基于欧洲社会发展的考察#未必完
全适用于中国% 只要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的#他都
斟酌采用% 在他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
大同社会#解决了民生问题#才算是解决了社会问
题#才算是建设和谐社会%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对中国传
统和谐文化的扬弃和近代诠释#而在这个过程中#孙
中山瞻前顾后#分析了中国传统到近代的国情变迁#

同时又左顾右盼#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国情的差
别#对西方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
和运用%

四?孙中山社会主义与大同社会思想的现实意
义

孙中山思想产生于AG世纪与#)世纪之间#限
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革命形势#孙中山的某些思想
未得实现% 孙中山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
度#姑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审时度
势的结晶% 我们一想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及)姓社姓资*的有关论述#不由不佩服孙中山的
先见之明%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和大同社会的探索#

对我们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
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吸取%

第一#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社会主
义或共产主义理论本身也是一个需要发展的理论体
系#是需要逐步完善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
想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有其可取之处#凡有利于
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都可为我所
用% 任何思想主张#不能用于中国具体实际#都是大
而无当#或应暂时搁置的% 孙中山认为当时的共产
主义主张暂时不适用于中国#是有一定道理的% 孙
中山)知难行易*的观点众所周知#但他)不知而行*

的观点却少为人知% 正因知难行易#有时就必要
)不知而行*% 他说.)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
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
者也% 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
也%*

'A"(A@#孙中山的这种)不知而行*主张#实际上就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

)大胆实践*的办法% 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经济建设
的办法是)先知后行*&)不知不行*#按照固定的模
式和框框#事先规定这是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

自缚手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 孙中
山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各派社会主义
思想的革命家#他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作了深
入的研究比较#认为马克思理论研究最为透彻#但又
并不照搬其具体主张#认为要以中国实际情况为定
夺#这正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实事求是% 孙中山提出
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应分两步走的主张是颇具创见
的#孙中山提出的发展实业应分两路进行#个人企业
和国家资本同步进行也是必要的#他提出的中国应
该改革开放#广泛吸引外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第三#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协调发展% 首
G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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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展)生产是近世经济上头一件事*

'A@(!B@

#孙中山
坚信中国的强盛必要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物质基
础% 为实现其大同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孙中山提
出要从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层面上构建并形成系
统建设&开放建设&均衡建设和协调建设等建设思
想% 这启迪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进行全面&系
统&整体的思考和策划#不可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余%

胡锦涛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即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相和谐*#体现了多层面建设的内涵#

与孙中山当年的构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四#以人为本#协调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孙中山指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
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

'!(#HH

%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核心#人类一切冲突无不源于经济利益的

矛盾#离开了经济利益的协调#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是
一句空话% 维护和协调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至关
重要%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之处#在于从经济利益
的协调而达到经济的和谐% 要运用政策&法律&经
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
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以期给社会成员造就一个有利
于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五#构建和谐社会#)和而不同*是必备的思
维方式% 和谐的社会#贵在一个)和*字% 孙中山作
为革命家#既注重斗争又十分强调)互助*#认为这
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规律#并以开放&均衡&协调&互助
作为其思想哲学的主调% 这启迪我们#在构建和谐
社会中务必注重各方的相互兼容&互动互利&均衡协
调&共荣共赢&共同发展%

注释!

!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黄明同+孙中山大同社会建设蓝图及其启示,!+广东社会科学,#))@年"期"#杨琳+孙中山的民生思
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经济与社会发展,#))@年A#期"#朱斌&黄小娟+论孙中山的和谐社会观,!+广东省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年!期"#吴元君+孙中山与和谐社会理念,!+湖北教育学院学报,#))@年"期"#张明霞+浅析孙中山大同
学说之终极关怀与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安康师专学报,#))@年H期"#刘巧蓉+孙中山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意
义,!+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期"等#这些论文大多从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角度立论#较少结合其社会
主义思想进行综合性研究#而另外研究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文#却又较少论及他的和谐社会思想#呈现出各自为
论的特点#皆不足以揭示孙中山的和谐思想#并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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