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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更是近代

中国创建、改造和领导革命政党的先行者。孙中山政党治

国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汲取了中国

传统政治思想精华，吸收了欧美政党理论和模式，借鉴了

苏俄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模式，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思想

体系。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随着其领导的革命活动的挫折

和发展不断得以修正和补充，并且将这一政党思想再次运

用到革命实践当中。可以说，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的形成

和发展贯穿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

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的核心。政

党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作为典

型的后发现代国家，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面对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的国情实际，面临要实现民族独立

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那么，如何建立一个领导民族资

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政党，在此基础上，如何用革命党的力

量进行民主革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孙中山作出了自己

的回答，即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包

含了孙中山对 “党”的认识；对党军、党政、党国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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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以及对国内与国际实现政党联盟合作的构想。孙

中山政党治国思想具有明确的指导方案、实施步骤和保障

措施，在大革命时期，该思想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国共

两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孙中山的政党思想也成为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

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在汲取孙中山政党思想中的有益成

分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

主义建设，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执政党。

研究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孙中山有关党在国上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规范化

和法制化的新型党政关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建设智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孙中山有关政党联盟的

思想，对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同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孙中山有关主义治国的思想，对于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因此，当前系统地梳理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提出的历

史背景、理论渊源；分析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萌芽、初步

探索、重新确认到正式形成的历史过程；同时，归纳孙中

山政党治国思想内容的逻辑架构、实现路径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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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最后，对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的历史意义、历

史局限和现实启示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将对系统挖

掘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也

将对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建设，以及国

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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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研究导论

政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解决中国现代

化问题的重要成果，政党思想指导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政党治国思想对于中国民主革命以及其后继者的革命活动

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分析研究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的背

景、形成过程以及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可以使得我们更清

晰的、全面的了解孙中山的政党治国思想，了解到孙中山

政党思想中存在的不足，用其积极和局限两方面来反思当

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动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鉴于此，本章将对孙中山政党治国

思想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等问题进行一个总体性交代，以为我们关于孙中山政

党治国思想的深入系统研究奠定前提和基础。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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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民主革命的事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向来

重视和依靠 “党”的作用，希望通过政党的力量建立现代

民族国家，把中国引导到民主政治的轨道。政党治国思想

的形成过程贯穿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萌芽于同盟会时期，

经过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时期的探索，最终形成于中国国

民党改组时期。政党治国思想是西方政党理论、苏俄列宁

建党原则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等中外思想理论相结合的产

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治国思想体系。孙中山政党治

国思想是其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近代中

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

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

启示。

孙中山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贯穿了中国民主革命的

两个时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缔

造了中华民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是中国近

代史研究的焦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孙中山研究已经成

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孙学”成为国内外学者长期研究的

焦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孙中山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

的研究，其中对于孙中山政党思想和宪政思想的成果尤为

突出。然而，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的研究则是在１９７８年以

后新的开掘的研究内容，而且综观目前对于政党治国思想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孙中山政党治国

思想只注重历史的形成研究而忽视了对其具体内容中深层

内核本质和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二是偏重于论证蒋介石

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是对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的

异化的研究；三是侧重于 “以党治国”与 “依法治国”的

比较研究。以上都是把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作为孙中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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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思想、宪政思想的一部分进行研究，鲜有将孙中山政党

治国思想作为一个独立完整思想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

且揭示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启示的研

究更为少见。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的状况，本书选

择了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论析这一课题，从横向和纵向两

条线索对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

究，结合当今中国现实，提炼出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的现

实启示，试图能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因此，研究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是其政党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其政治

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创建革命党之初，虽然

有了以党建国的实践，并没有产生明确的政党治国的思想，

只是在效仿西方政党政治的失败和中华革命党的受挫之后，

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而在同时，苏俄十月革命

的胜利向中国昭示了一种新的政党模式，孙中山才开始把

苏俄政党体制当做最先进的政治体制进行学习， “以俄为

师”，提出 “政党治国”的思想。其次，孙中山政党治国思

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近代以来政党思想，提出了例如 “先

党后国”、 “以党建国”等新的政治概念，另外，其政党联

盟思想也对以后的历次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参考。孙

中山政党治国或思想本身就是西方政党理论、苏俄列宁建

党原则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带有深刻的时

代烙印。研究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孙中山在当时选择救亡图存的道路时是如何选择了 “立党

救国”这条道路，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中山政

党治国思想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留下了很多历

史的反思，对当今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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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研究孙中山政党治国思想对于当代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就明

确的提出了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就要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领导核心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史为鉴，要更

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

效治理国家；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积极发展党

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全面推行依法治国，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

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

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是团结亿万人民共同奋斗的正确道路，我们一定

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加强孙中山政党治

国思想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国内对于孙中山的研究

对孙中山先生最早的研究可以溯源到他在世之时，在

２０世纪２０到３０年代，研究的着重点主要是整理和出版孙

中山的著作，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以及他的生平事

迹，这个时期多侧重于对史实的记述。最早研究孙中山的

是１９０３年出版的荡虏丛书之一的 《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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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由章士钊从白浪庵滔天 （宫崎寅藏）所著 《三十三

年落花梦》一书中摘录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之内容译编而

成的６０页小册子，１９０６年易名为 《孙文历史》。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期间。这一时期孙中山研究渐趋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此期

间分为两个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和南京国民政府建

立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对孙中山的研究在整体上呈现

通俗性、开拓性、粗线条的特色。著作中论述比较简单，

多为节录报刊摘编而成，往往流于资料罗列，并且基本上

还是从政治上纪念和评价孙中山，属于介绍性的通俗简易

读物，仅有个别著作渐有学术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

孙中山研究已有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课题研究体系。国民

政府成立编委会或者直接由各部直接进行编写，例如：中

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年编写了 《孙中山先生年谱》，教育

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于年编写了 《三民主义问题》等。民办

学术刊物方面也有各种研究孙中山的文章，学者搜集和整

理孙中山文献资料或者进行编纂孙中山研究的专著，为以

后孙中山研究奠定了基础。例如吴拯寰的 《孙中山全集》

四册 （三民公司１９２６年出版）、胡汉民的 《总理全集》五册

（上海民智书局１９３０年出版）、黄季陆的 《总理全集》三卷

（成都近芬书屋１９４４年出版）、胡汉民的 《三民主义与中国

革命》（中兴学会１９３５年出版）、戴季陶的 《孙文主义之哲

学的基础》（广州民智书局１９２５年出版）、周佛海的 《三民

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上海新生命月刊１９２８年出版）、甘乃

光的 《中山全书》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７年出版）、

高尔柏、高尔松的 《孙中山先生与中国》 （上海民智书局

１９２６年出版）、叶青的 《三民主义与民主政治》 （重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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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１９４５年出版）、杨幻炯的 《三民主义概论》（上海民

智书局１９２８年出版）、陈安仁的 《孙先生之思想及其主义》

（广州中山大学１９２７年出版）、胡去非编的 《总理事略》（南

京中央文化教育馆１９３７年出版）等。后来，由于南京国民

政府的衰败，孙中山的研究和出版日趋于式微。另外，马

克思主义学者如胡绳、张闻天等人在这一时期对孙中山革

命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写作方法进行了最初的

尝试，属于开创性成果，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孙中山研究起

到了启发性的作用。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期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陆学者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历史活动力求做出科学

的评价，曾一度出现过研究孙中山的新气象。１９５６年毛泽

东发表了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１９６１年的 “纪念辛亥

革命周年学术讨论会”等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这一

时期学术研究水平整体性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研究内容上

大体都是属于政治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内容。这个时期的孙

中山研究无论从理论、方法乃至研究的内容上都有很大的

发展，为后来 “孙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

人民出版社在１９５６年孙中山诞辰９０周年之际，出版了两卷

本共６０多万字的 《孙中山选集》，这也是１９８１年重新校订

版的前身。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正常的学术

活动都受到破坏，孙中山的研究也随之横遭压抑，基本处

于完全停滞状态。在这十年间仅有６篇有关孙中山的文章，

６篇中除了宋庆龄的 《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

命家》一文之外，其余的大多没有客观的论述，更缺乏学

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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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研究工作者精神上

获得很大的解放，从而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对孙中

山的研究也开始从衰落走向复苏和发展，出现了热烈的气

氛，呈现出空前高潮的新景象。最具典型的就是１９８１年开

始到１９８６年的，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所）、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

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作编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共１１卷

本的 《孙中山全集》。此外还有，陈旭麓和郝盛潮主编的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郝盛潮主

编的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

《孙中山文粹》（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孙中山文

集》（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等。孙中山研究会和研究机构如

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国际、国内的学术研讨会接连召开。

这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不仅范围有很大拓宽，研究的方法

和思路有很多创新，而且学术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例如：

魏宏远的 《孙中山年谱》、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著

的 《孙中山年谱》、尚明轩的 《孙中山传》、张磊的 《孙中

山思想研究》、李时岳和赵矢元的 《孙中山和中国民主革

命》、肖万源的 《孙中山哲学思想》、韦杰廷的 《孙中山哲

学思想研究》、王志光的 《孙中山的反帝思想》、章开沅和

林增平主编的 《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的 《中华民国史》

第１编、金冲及和胡绳武的 《辛亥革命史稿》第１册、胡绳

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金冲及的 《孙中山和辛

亥革命》、张磊的 《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黄彦

的 《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姜义华的 《大道之行一孙中

山思想发微》、段云章的 《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李吉奎

的 《孙中山与日本》、林家有的 《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

７



孙
中
山
政
党
治
国
思
想
研
究

究》、邱捷的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

刘曼容的 《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李志业等编译的 《孙

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莫世祥

的 《护法运动史》、段云章的 《放眼世界的孙中山》、黄明

同、卢昌健的 《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周兴樑的 《孙中山

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等。多数学者在坚持阶级分析方

法的原则下，借鉴了西方综合研究的理论，将孙中山的思

想和实践作为整体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更加彰显了孙中山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从而加深了对孙中山作为２０世纪

中国社会第一位伟大改革家的认识，恢复和显示了孙中山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代表和时代巨人的形象。这是孙中山研

究的巨大发展和超越。

台湾孙中山研究 （１９４９年至今）。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败退台

湾之后，对于孙中山的研究也经历了几个时期的发展和演

变。在蒋介石和蒋经国 “统治”台湾期间，孙中山研究发

展较为兴盛。但是，为了政治需要，孙中山研究带有 “官

方”意识形态，对孙中山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历

史偏见。不过此时期的孙中山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相

当扎实的基础。主要成果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编订的 《国父全集》 （１９５７年出版、１９６５年出版、１９７３年

出版、１９８１年出版修订版、１９８５年出版补编本）、“国父全

集编辑委员会”秦孝仪任主编的 《国父全集》 （１２册） （台

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的

《国父年谱》 （１９５８年出版、１９６５年出版、１９６９年增订、

１９８５年增订、１９９４年增订）、《革命文献》（５０年代初至８０

年代末共计１１３集）等。李登辉陈水扁先后 “上台”时期，

孙中山研究受到冷落和限制，孙中山研究学术气氛日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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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但是孙中山研究一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尤其是与大

陆学者互相合作的新时期，孙中山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继

续向前发展。

此外，除了孙中山直接文献外，可供孙中山研究的参

考文献还有很多，一方面史料上，有中国近代史、中国革

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华民国史、北洋军阀史、辛亥

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史、华侨史等等；

另一方面与孙中山有关人物的史料，有宋庆龄、廖仲恺、

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黄兴、宋教仁、蔡锷、陈炯明、

蒋介石、何香凝、蔡元培等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文献等。

以及照片、影像、海报、邮票、传单、奖状、签字等特种

文献资料。

二、国外对于孙中山的研究

日本：日本对孙中山的关注，始于１８９５年孙策动广州

反清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之时，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由

于孙中山本人、革命党人以及辛亥革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

关系，日本堪称是世界各国中孙中山研究成果最丰盛的国

家，其孙中山研究具有取材直接、史料准确、翔实的特点，

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孙中

山研究在日本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且成绩斐然。例如：日

本外务省调查部译的 《孙文主义上、中、下》 （１９３６年出

版）、《孙文全集》 （１９３９到１９４０年出版）、 《孙文全集上、

中、下》（１９６７年出版），《孙文全集 （１—３卷）》（社会思想

社１９８５年出版）、伊藤银月著的 《孙文与黄兴》（１２月，武

藏屋书店１９１１年出版），高桥勇治著 《孙文》 （日本评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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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出版）。大亚文化会编写的 《孙文革命战史》 （联合

出版社１９４３年出版）、小野则秋著 《孙文》（大雅堂１９４８年

出版）；野泽丰著 《历史人物孙文》 （诚文堂新光社１９６２年

出版）；掘川哲男著 《孙文一一救国热情与中国革命》 （清

水书院１９７３年出版）；安藤彦太郎著 《孙文传》 （国土社

１９８１年出版）和掘川哲男著 《人类智慧的遗产·孙文》（讲

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１９４７年井出季和太著 《三民主义与中

国革命》（六兴出版部出版），岩波书店１９５３年出版竹内好

著 《中国的革命思想》、１９６６年劲草书房出版藤井升三著

《孙文研究—以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为中心》、近藤邦康著

《辛亥革命———思想的形成》纪伊国屋书店１９７２年出版）

前苏联：前苏联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涉及层面较为

广泛，内容丰富，且尤重视其思想研究及对孙中山历史地

位的评价。史家们虽在一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但整个学界

大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来研究评价孙中山，一方

面充分肯定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另方面又指出，孙中山虽为中国革命之象征，但其革命却

始终未达到所计划的民主主义目标。例如：格鲁宁等著，

徐正明等译的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苏联学者论文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Ｃ·Ａ·达林著，侯均初等

译的 《中国回忆录 （１９２１—１９２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出版）等。

美国：美国学者在研究孙中山方面虽然相对起步较晚，

到上世纪３０年初才有第一部 “孙传”出版，但他们却在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后成为西方研究 “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据

希伯莱大学教授史扶邻８０年代初的统计，美国学界近５０年

出版了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著作３１本，另有相关论文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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