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具有历史进程性。通过对《上李傅相书》及其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反应孙中山早

期的思想特点：明显的改良主义的倾向；浓厚的传统民族主义色彩。其民族主义思想和之后进行的革命活动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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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学术界关于孙中山的

思想研究极为活跃，其早期思想研究也是一个热点，但至今还

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认为孙中山早

期为改良派人士；另一种认为孙中山早期即为积极的革命者；

还有人认为他早期思想既非改良,又非革命；还有人认为革命

和改良是孙中山思想统一体中两个矛盾统一的方面。学界在研

究孙中山早期思想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几篇书信：一篇是《致

郑藻如书》，一篇是《上李傅相书》，尤其是后者，研究者甚多。这

两篇书信是孙中山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论作。不过仅就其两

篇书信的研究，就来确定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属性，显得过于片

面。研究中应与当时孙中山的事迹相结合，来全面地解读孙中

山的早期思想。
1892 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

业，开始悬壶济世的同时，也积极关注着中国政治的走向。1894

年孙中山“与陆皓东北游津京”，“至天津时，以李鸿章号为识时

务之大员，因作长函遣之”[1]，这就是《上李傅相书》。根据冯自

由的记载，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就已经形成了此篇上

书的腹稿[2]。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有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过程

的。
李鸿章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是晚清政府所倚重的股肱之臣，主张“师夷长技”，对西

方的科学技术深有研究，在一篇奏折中他还曾详细地描绘过蒸

汽机的原理。李鸿章因病曾接受过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教

授的治疗，对西医和香港西医书院颇有好感。李鸿章接受了香

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的邀请，并答应孙中山与江英华二人进

京候缺。这些都使孙中山对李鸿章产生好感，并报以极大的希

望，因此才会出现北上投书。

一、《上李傅相书》内容简析

孙中山在“上书”中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

张，即“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

流”。
1、“人能尽其才”
关于“人能尽其才”，孙中山分别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

曰“教养有道”，二曰“鼓励有方”，三曰“任使得法”。孙中山有

感于教养之道在我中华“日久废弛”，现有的学堂虽有其表，而

深乏其实。泰西诸邦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迅速发展，是充分发挥

了学校教育的功能。西方学校所设学科全面，各有专师教导，由

浅入深，由简及繁。并且通过学业的优劣来选拔合格的人才，做

到“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孙中山对

西方的人才鼓励机制十分推崇。泰西之国对掌握“一才一艺之

微”的人，国家都要“宠以科名”。由国家建立学会和学报用来

“萃全国学者之能”，促进社会之士博闻广识。对那些有重大理

论创新和新式器物的发明者，国家都会施以重赏，以此来激励

人们的创新意识。如此泰西诸邦才能创造出了“夺造化而疑鬼

神”的学问。孙中山对泰西诸国的用人制度给与了极高的评价，

以致用“唐虞”相比。他认为西方用人能善用人之所长，并能提

供一个稳定的职务，各种职务有所分明，对“学而优者则能仕”
之人虽有升迁但是不能更换他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各行之人做

到熟而精。[3]

2、“地能尽其利”
关于“地能尽其利”，孙中山分别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

曰“农政有官”，二曰“农务有学”，三曰“耕耨有器”。他认为只有

官府应设专责之农官，这样才能集中力量修建像水利工程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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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农用设施，组织农民开垦荒地，治理山泽。孙中山还极富

远见地指出“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若要以有

限的土地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就必须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来

管理土地，所以就要“急兴农学”，来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他还

从土壤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的角度来说明了科学技术在农

业生产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孙中山还注意到了生产工具的改进

对农业生产的推进，认为“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宜购

其器而仿制之”。[4]

３、“物能尽其用”
关于“物能尽其用”，孙中山分别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

曰“穷理日精”，二曰“机器日巧”，三曰“不作无益以害有益”。
他认为要做到“兴物利民”，就要努力探求事物的本质，利用各

种事物特性来为民所用。如火油、煤液等的应用，使人们受益甚

多。孙中山对电的应用评价甚高，认为“将来必尽弃其煤机而用

电力也”。更让人惊奇的是他还天才预见，未来的社会“地物用

愈求则人力愈省，将来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

矣”。孙中山还注意到了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认为机器能

“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主张应该“推广机器

之用”。孙中山还指出搞封建迷信是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巨大浪

费，其害甚至过于鸦片，建言“有国者所当并禁也”。[5]

4、“货能畅其流”
关于“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分别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

曰“关卡之无阻难”，二曰“保商之有善法”，三曰“多轮船铁道

之载运”。他认为中国关卡太繁，官府盘剥太甚，严重打击了商

贾的积极性。商贾不兴，则不利于货物畅通，“于国计民生初无

所裨”。孙中山还提倡由政府“保商”，因为商人外出谋生艰苦异

常，国家若不加以保护则很难有所大成。他列举了英帝国之所

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大的商品市场，就是因为“国政与

商政并兴，兵饷以〔与〕商财为表里”，充分认识到了商人与“一

国富强之所关”。而清政府非但“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
这极大地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不利于通货聚财。孙中山还极其

重视交通运输业对商品流通的促进作用，认为“交通为实业之

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分别从航运和铁路运输两个方面

论述了交通不便对我国商品流通的不利影响，主张及早进行交

通运输业的改革，这也是以后其衷心的事业之一。[6]

《上李傅相书》长达九千余言，和之前的《致郑藻如书》相

比，在继承的基础上内容明显更加丰富和完备，对事物的认识

也更加深入和全面，这反映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其以实际行动实现“医国”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但从比较中可以

发现，其所表现出的政治思想具有前后一致性。
孙中山在此篇“书”中主要提出了四种建言，即人尽其才、

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从这些主张中很难看出特别之

处，因为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这类主张十分普遍。两次鸦片战

争的外忧，太平天国的的内患，使中国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重

新审视中国，为挽救危亡而有所行动。以效仿西方先进技术为

主的洋务派打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

号。到 18 世纪 90 年代，洋务运动在企业、军事、科教方面取得

了相当的成就，显示出了效法西学的功效。而比洋务派更进一

步的早期维新思想此时也开始产生，出现了一批早期改良派人

士，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何启、宋恕等。他们广泛引进西方

科学，积极鼓吹“变法图存”。

二、早期改良思想

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早期改良人士的思想主张，以作比较。
王韬：1874 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变法》中提出“取士之法

宜变也”、“练兵之法宜变也”、“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律例之

繁文宜变也”[7]。
薛福成：1865 年写了《上曾侯书》，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

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项主张。
1875 年薛福成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在《治平六

策》提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8]；

在《海防密议十条》提出“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

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 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

和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9]。1879 年薛福成写出《筹洋刍议》，主

要提出反对不平等条约，预防俄、日侵的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

业，并阐述了洋务运动的理论根据[10]。
郑观应：1892 年完成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此书提出

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的认真考

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最早的《盛世危言》共 5

卷本，包括 57 篇文章，分别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

方面提出了对中国的改造方案。其中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

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

响。
陈虬：1891 年著就《治平通议》（包括《治平礼仪》、《经世博

议》、《救世要议》），在《经世博议》中陈虬提出“欲图自强，首在

变法”。政治上主张改革官制，“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
经济上主张裕财用、兴制造、奖工商、讲懋迁、开新埠和抚华商；

军事上主张变营务、设经略、制兵船、改炮台、编渔团；文化上主

张改革科举，“今所习非所用，宜一切罢去”，改设“艺学科”、“西

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此外还有“保民”、“治

河”、“筹海”、“筹边”诸篇，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11]

陈炽：1893 年自撰《庸书》，提出核名实、明政刑、兴教养、
设报馆、办学校、兴工商等一系列主张。他还主张仿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议院制，“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达到“强兵

富国”的目的。[12]

汤寿潜：1890 年出版《危言》一书，共五十篇，是一部很详

尽的变法著作。主要提出了迁都长安、设宰相制、建立议院、设
考试制、任官用人、遣汰冗员、推广西学、鼓励开矿以及修筑铁

路、加强海军等主张。社会对此书触动很大，其对戊戌变法也有

很重要的影响。[13]

何启：1872 年即与人创办《华字日报》、《篁日报》等报刊，

向国人介绍世界大事。同时还发表了《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
《中国改革之进步论》等有关改革、救国的文章。1887 年，何启

从《上李傅相书》谈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属性

8



为反对曾纪泽救济军事建设在先的观点，在其所作的《中国之

睡与醒———与曾侯商榷》一文中指出：“一定要有一支有效的海

军，但在此之前必须先进行改革”[14]。

三、孙中山改良思想分析

从孙中山上书过程中所交往的人来看，主要是早期的改良

人士，还有部分洋务派代表。这从侧面反衬了孙中山的改良主

张。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积极帮助引

荐孙中山，说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具有一致性。之前的《致郑藻如

书》完成于香港西医书院期间，此时孙中山是何启的得意弟子，

两个人交往甚密。“何启在一八八七年写过本小册子，猛烈攻击

满清政治，认为中国必先修内政使国内有公平，然后可以得民

信，得民心，得民力，然后可以不怕外患。”[15]而“孙中山读了这

个小册子，非常赞同何启的主张”[16]。由此可以看出何启改良思

想对孙中山的影响。从《上李傅相书》中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郑

观应思想的影子。1886—1890 年间，郑观应退居澳门，在此期

间郑孙开始有所交往，并在书信中“研讨改革时政的意见”。郑

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曾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
货畅其流”的主张，许为孙中山思想的源泉。约在 1891 年孙中

山还写过一篇《农功》，经郑观应修改后收录到其《盛世危言》之

中。此篇上书“初稿完成后，首经陈少白阅过”[17]，并加以修改。
之后魏恒写信给盛宙怀让其通过盛宣怀帮助把孙中山引荐给

李鸿章，信上称赞孙中山“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
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18]。同时郑观应还致函盛宣

怀让其帮助引荐。在郑观应家，孙中山遇到了“长毛状元”，时

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王韬修改后又写信给罗丰禄（李

鸿章幕府的洋务文案），让其把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这一切都

能说明孙中山和他周围的这一团体的政治主张具有相互重叠

性。“因此，孙中山的请愿书很难说有独到的见解”[19]。就如胡绳

所说：“这样的主张和同时期的康有为上皇帝书实在没有什么

两样，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虽进了一步，但仍是承认现行统治

秩序的改良思想”[20]。
如果单纯的给孙中山早期的思想贴上这样一个“改良”标

签，恐怕还有失偏颇。作为一个拥有救国思想的青年，孙中山必

定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能单纯的取其一面，而以偏概全。

四、孙中山革命思想分析

孙中山曾经说过“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

创立民国之志。”[21]在其遗嘱中还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

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22]由此看孙中山也许在 1885

年左右就有了革命思想。又如 1969 年罗家伦主编的《国父年

谱》载“是年值中法战争爆发，……先生鉴于国事积弱，乃决致

力革命，……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以拯救危亡。”[23]不过此言一

出，便遭到吴相湘、罗刚等学者的激烈批判。关于孙中山的革命

思想究竟起于何时以及如何产生，由于现存史料的有限，还很

难确切地下一个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会是一时心

血来潮，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此，有必要理清革命一词的含义。革命一词最早出于《易

经》：“天地革而四時成，汤武革命，順乎天而应乎人。”它的本意

在中国古代是指改朝异姓。如《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朕以不

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贞观政要·君道》：“順天

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业。”《明史·太祖纪

二》：“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后发展

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泊来

的，王韬的《法国志略》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指法

国大革命）。现在革命一词虽然被广泛应用，但其仍然保存着法

国大革命所赋予的狭隘意义。与孙中山其后所进行的革命运动

相结合，可以总结出人们对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的理解，应

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暴力推翻满清；二是建立资

产阶级共和国。从这两篇上书中还无法完全看出孙中山有这两

方面的思想倾向，必须从其他材料入手来分析，比如在有关孙

中山的著作中所提及的一些故事。
孙中山出生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小时候经常听

老战士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心中对洪秀全有着无比的敬仰，

对清王朝也产生了最初的仇恨。此后孙中山也曾以“洪秀全第

二”自居。在香港学医时，他还经常说起洪秀全的事迹，称洪秀

全为为“反清第一英雄”，并自视为洪秀全事业的继承者。章炳

麟在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序言中还称颂孙中山为

继承郑成功、洪秀全反清事业的民族先锋[24]。
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经常和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

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畅谈救国救民的理想。其中郑士良是三合

会成员。三合会又名天地会，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是一个

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地下组织。在与郑士良交往的过程

中，孙中山的思想也受到了三合会的强烈影响。历史事实也证

明孙中山之后所进行的事业和三合会等社团是有重叠之处的。
这也是后来孙中山加入致公堂（三合会的一个分支），接受“洪

棍”之职的原因。[25]

早在 1893 年，孙中山就曾邀集陆皓东、郑士良、程壁光、
魏友琴等人，在抗风轩集会，在他们的相互交往中，曾经试图

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团体，其目的就是

要推翻满清的统治。但因其规模不大，没有形成为一个固定的

组织。[26]

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的同一年，他便在檀香山成立

了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口
号。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指出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中

局”为宗旨。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已完全不

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1895 年 2 月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后，即

着手筹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广州首义标志着孙中山与清王

朝的彻底决裂，也是与改良道路的彻底决裂。[27]

由上述可知，在孙中山积极上书、宣传其改良思想的同时，

他还拥有强烈的反清倾向，并在上书李鸿章的同时，已经开始

有所行动。这与冯自由的记述是一致的，孙中山在刚写完《上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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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相书》时，曾对陈少白说：“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

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李鸿章采纳，则借此近身，可

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事半功倍。”[28]

孙中山早期反清思想带有明显的传统民族主义色彩，传统

的民族主义源于中国由来已久的夷夏观念。历来汉族以正统自

居，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或“胡虏”。雍正皇帝也曾明确表示

过“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清朝以满族立国，由建国起就未停

止过和汉人之间的斗争。孙中山特别看重民族主义，并把它发

展之后列为“三民主义”之首。把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首

面大旗，在今后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它能够

用此比较浅显的道理来号召民众参与革命工作。就如鲁迅先生

的《阿 Q 正传》所描写的一样，革命党“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

祯皇帝的素”[29]，目的就是要推翻满人的统治，这说明民族主义

在广大人民（尤其是汉人）中有着广泛的基础。
关于孙中山何时明确地以“革命”自称现在还很难下结

论，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先生在其《孙中山何时自称“革命

党”》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论述。孙中山或其他作者把孙中山在

1885 年左右的活动称为“革命”是出于后设诠释，还是有意前

推其革命时间，都有一定的合理程度。因为由传统民族主义出

发，到推翻满清统治，再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系列是

一脉相承的，都应该纳入到孙中山所进行的整个革命活动中。
关于推翻满清统治的性质，孙中山曾说过“我们推翻满州政

府，从驱逐满人那一方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

一方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做两次去做。”孙中山把

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正体现了他民族主

义的独到之处。[30]

孙中山早期的改良倾向和反满思想在爱国主义上得到有

机地统一。当改良道路走不通时，他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暴力革

命的道路，并在此道路上作出了辉煌的成就，缔造了新生的共

和国。其所有的理想都凝聚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之中。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从而来

否认其早期的改良倾向。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清晰地看到孙中山

救国思想的另一个层面，认识到他早期思想中的革命成分，如

此才能还原一个完整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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