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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演讲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它也是人类历史与文化的表现与积

淀。演说者可以用它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也可用它来阐明事

理；它更是在特定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下，演说者一种情感的抒发与

生命的表达。

纵观古今中外的世界演说名家，其高超的演讲水平和强大的感

染力无不令人惊叹。他们的演说是艺术魅力的展现，丰富人们的知

识，提高人们的素养；他们的演说是无往不胜的利器，劈开拦阻的

荆棘，超越一切的失败；他们的演说如震耳欲聋的雷声，直击沉睡

的心灵，唤醒生命的企盼……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充满力量的雄辩，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充满智慧的声音，你可以在这里遇见滋润生命的

亮光。

本书收录了古今中外部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

教育家、文学家的演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演讲展示着生命

的精彩。

阅读经典演讲，思索品味人生，愿本书能为你的人生增添一抹

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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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孙中山

演说者简介

　　孙中山 （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广东香

山县 （今中山市）人。１８９４年创立

兴中会，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

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１９０５

年提出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

义。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推翻了帝制，

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后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发动了

“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１９２４年确立 “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政策，发表 “新三民主义”，并创立黄埔军校。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的

一位演说大家。本篇是孙中山１９０５年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同盟

会前的演说，是其演说中的名篇。

　　　　 　　　　 　　　　 　　　　

　　兄弟此次东来，蒙诸君如此热心欢迎，兄弟实感佩莫名。窃恐

无以付诸君欢迎之盛意，然不得不献兄弟见闻所及，与诸君商定救

国之方针，当亦诸君所乐闻者。兄弟由西到东，中国至米国 （即美

国）圣路易斯观博览会，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后又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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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英、至德、至法，乃至日本。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

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与诸君相会于此。近

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

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由我

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

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今日试就我游历过各国的情形，与诸君言之。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两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

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

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从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

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

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第二件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国

输入者，我中国已改从满制，则是我中国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后

来又有种种的文明由西洋输入。是中国文明的开化虽先于日本，究

竟无大裨益于我同胞。

渡太平洋而东至米国，见米国之人物皆新。论米人不过由四百

年前哥伦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米国；而于今的文明，即欧洲列

强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览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盖自法人手

中将圣路易斯买来之后，特以此会为纪念。米国从前乃一片洪荒之

土，于今四十余州的盛况，皆非中国所能及。兄弟又由米至英、至

法、至德，见各洲从前极文明者，如罗马、埃及、希腊、雅典等皆

败，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

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

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

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

为强，易旧为新。

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我们中国若能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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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明，则一切旧物又何难均变为新物？如英国伦敦，先无电车而

用马车，百年后方用自行车而仍不用电车。日本去年尚无电车，至

今而始盛。中国不过误于从前不变，若如现在的一切思想议论，其

进步又何可思议！又皆说中国为幼稚时代，殊不知不然。中国盖实

当老迈时代。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

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

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

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

预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们中国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国，日日

言救中国。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

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之？米国无此好基础。虽西欧英、法、德、

意皆不能及。我们试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日本不过我

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米国土地虽有清国版

图之大，而人口不过八千万，于今米人极强，即欧人亦畏之；英国

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德、法、意诸国虽称强

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国；俄现被挫于日本、土地虽大于我，

人口终不如我。则是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

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

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而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

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

所以西人知中国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

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

怕我的。即现在中国与米国禁约的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

西各国亦莫不震惊。此不过我国民小举动耳，各国则震动若是，倘

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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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

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即如日本，当维新时代，志士很少，国民尚未大醒，他们人人

担当国家义务，所以不到三十年，能把他的国家弄到为全球六大强

国之一。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

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所以我们万不可存一点退志。日本

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盖日本维新的

时候，各国的文物，他们国人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中国此时，人家

的好处人人皆知道，我们可以择而用之，他们不过是天然的进步，

我们这方才是人力的进步。

又有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

极等文明。

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

如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学

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

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

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

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

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

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

所以君主立宪之用不合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又有说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

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米国，路经

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野蛮地方，有一英人到此，土人还要食

他，后来与外人交通，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

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后来米国的南七省，此地因养黑奴，北

米人心不服，势颇骚然，因而交战五六年，南败北胜，放黑奴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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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为自由民。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又反不如米国的黑奴吗？

我们清夜自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２０世纪头等的共和国

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米的黑奴都看做不如了。这岂是

我们同志诸君所期望的吗？！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

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

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已能知此，大家已承担这个责任起来，我们

这一份人还稍可以安乐。若今日之中国，我们是万不能安乐的，是

一定要劳苦代我四万万同胞求这共和幸福的。

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

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

姓程度高。听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

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

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

和国呢？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

说，事事先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

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

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盖一变则全国人心

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 “独立”两字自然印入

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

国定要到中国来取法的。如美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先皆由英国取法

去的，于今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倘是仍旧不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

最优的幸福不能呢？

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

能永久太平的。盖这一变更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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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

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

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

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

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蔡元培

演说者简介

　　蔡元培 （１８６８～１９４０），近代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

家。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堪称 “学界泰斗、人

世楷模”。１９１７年，蔡元培任北京大

学校长，积极支持李大钊等倡导的新

文化运动。本篇是他１９１７年１月就任

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

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

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

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

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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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

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

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

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

问其学问之浅深，唯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

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

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

之外人指摘这当否，姑不具论。

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

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

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

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能爱惜光阴，

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重，

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

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

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

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

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

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

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

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

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流

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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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

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

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感人。然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

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

曾填写志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

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

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

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唯开诚布公，更宜道义

相勋，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

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

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

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

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

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

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唯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

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

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

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

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

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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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二万万女同胞

秋　瑾

演说者简介

　　秋瑾 （１８９７～１９０７），浙江山阴

（今绍兴）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近代民主革命家。秋瑾极具演讲才

能，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

１９０４年，她曾与留日同志组织

演说练习会，每月练习演说一次。本

篇就是她在演说练习会上的演讲稿。

演说中，她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

摧残，批判了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封建思想，并鼓励女

同胞奋起与封建礼教进行抗争。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
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

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 “将

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

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

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

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 “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

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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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

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

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说，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

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 “前生作了孽”，就是说 “运气不

好”。要是说一二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

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 “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诸位听听，这

不是有冤没处诉么？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

年孝，不许二嫁。女子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

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天未尽，新娘子

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

生出这些人来么？为什么这样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说 “心是

公的，待人是要和平的”，又为什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黑奴一样看

待，不公不平，直到这步田地呢？

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

些腐儒说什么 “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

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陈后主

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

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

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

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

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

眼前舒服，就做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

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

庶可以借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

有什么不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么？自然是有学问、

有见识、出力做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做他的奴隶了。既做了他

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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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来，我也觉得难过。诸位想想总是个中人，亦不必用我细说。

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

把以后事情，尽力做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老的

呢，不要说 “老而无用”，遇见丈夫好的要开学堂，不要阻他；儿子

好的，要出洋留学，不要阻他。中年作媳妇的，总不要拖着丈夫的

腿，使他气短志颓，功不成、名不就；生了儿子，就要送他学堂，

女儿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替他缠足。幼年姑娘的呢，若能够进学堂

更好；就不进学堂，在家里也要常看书、习字。有钱做官的呢，就

要劝丈夫开学堂、兴工厂，做那些与百姓有益的事情。无钱的呢，

就要帮着丈夫苦作，不要偷懒吃闲饭。这就是我的望头了。诸位晓

得国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我们自己要

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诸位！诸位！须不可以打断我

的念头才好呢！

亚非人民团结起来

周恩来

演说者简介

　　周恩来 （１８９８～１９７６），祖籍浙

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阴。中国无产

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

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本篇是１９５５年４月周恩来在万

隆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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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已经开始。中华人

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同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

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

要感谢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

倡议和努力，我们还应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会

议作了很好的安排。

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

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者

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

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

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

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

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

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

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

那样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

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

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

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

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

的人权遭受着摧残。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是不同的；但是，我

们争取和巩固各自的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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