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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之农家子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清

晨，在南中国的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户贫困

农家，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谁也没有想到，这

个并不十分强壮的小男孩日后成为了中国乃至亚

洲的“共和制度之父”——他就是中国民主革命

的伟大先行者、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

生。

小男孩的降生给这个贫困的农家带来了欢

乐与生气——他原有两兄和两姐，但因家贫和落

后的农村缺医少药，他的二哥和二姐在他降生前

就不幸早夭了。现在他只有一个大哥孙眉和一个

姐姐孙妙茜，几年后，又添了一个妹妹孙秋绮。

为了这个小男孩能平安健康成长，如乡里乡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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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笃信神明的父母祈求村中北帝庙供奉的“北

帝”——“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保佑，让小男

孩拜北帝为“契爷”——干爹，并为他取乳名为

“帝象”。孙中山曾经回忆：“因我母向日奉关

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象’者，望我将来像

关帝耳。”而在孙氏族谱上记载，孙中山的正式

谱名是“德明”。及至孙中山十岁入私塾读书

时，才由老师正式为其取名为“文”。此后在孙

中山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签署政令文件，

发表文告演辞，乃至往来函件著书立说等，多以

“孙文”自署。在奔走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还

使用过数十个化名，如中山樵、陈载之、高野长

雄、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等等。当然，最

为国人所熟悉并惯常使用的，还是“孙中山”这

个名字。在日本，普遍称他为“孙文”；欧美各

国，一般称他为“孙逸仙”（Sun Yat-sen）。

自清代至民国，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永宁

乡大字都。这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美丽小

山村。在起伏的丘陵环绕中，北面突兀的山头似

耕地的犁，因此取名犁头尖山；南面与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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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稍矮却有着美丽的名字——金槟榔山。水碧

沙明的兰溪在山脚下蜿蜒流过，除提供乡亲们以

饮用水外，还是辛勤劳作的人们休憩的好去处，

是儿童时代的孙中山游泳戏水的乐园；东边还有

黄牛山，而西边十余里外，便是香山县有名的、

海拔五百余米的五桂山。这里风景秀丽，以五个

突兀的山峰而得名。在抗日战争年代，这里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根据地。从西北部

奔腾而至的珠江聚汇了大小支流，经过广州从这

里注入南海，冲积出一片水网交织的三角洲。可

是，地处珠江三角洲南部的翠亨村并不富饶，孙

◎清末民初的翠亨村 ◎翠亨村村口的石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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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后来以“负山濒海，地多沙碛，土质硗劣，

不宜于耕”来描述自己的家乡。然而，翠亨村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并不闭塞：它离县城石岐

镇约30公里；离历代传统的对外贸易港城广州市

约120公里；南行30余公里即为在16世纪被葡萄牙

租占的澳门，隔水又与在鸦片战争中割让给英国

的香港遥遥相望。一个多世纪前，这里便成为中

国大陆通向外部的桥头，孙中山就是从这里走向

世界的。

在孙中山的童年时代，翠亨村是个只有六十

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村中以杨姓和陆姓居多，孙

姓人家只有六七户。土地大多集中在杨、陆两姓

◎犁头尖山 ◎金槟榔山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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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家，如曾当过洋行买办的陆

人车和靠贩卖“猪仔”——华工

暴富的杨启文，都拥有三百多亩

田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不得

不靠出卖劳力当佃农，或受高利

贷者的残酷盘剥，不少无以为生

的村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广州、

澳门、香港、上海等地，甚至漂

洋过海到吕宋（菲律宾）、夏威

夷、旧金山去谋生。

在孙中山祖父那一辈，曾经有十来亩薄地，

尚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由于他笃信“风水”

之术，渐渐荒废耕作以致家道中落。到孙中山的

父辈，温饱已成问题。父亲孙达成在16岁时不得

不出走澳门打工，自谋生路并帮补家用。他曾先

学裁缝，后来到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鞋铺当学徒，

直至32岁时才回到家乡结婚安家，娶的是邻村

农民杨胜辉的女儿杨氏——一位善良而勤劳俭朴

的农村妇女。此时，田无一亩的孙达成佃耕了村

中两亩半公田养家糊口，晚间在村中兼做更夫赚

◎翠亨村今貌，基本保留了

当年的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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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零星收入帮补家用。随着孩子们的出生，一家

六七口人挤住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简陋泥砖房

里，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姐姐曾有因为家中过于拥

挤而借住于亲友家的经历。由于家贫，年长孙中

山12岁的大哥孙眉，在15岁的时候不得不到邻村

地主家当长工。两年后，他加入了漂泊海外出卖

劳动力以谋生的华工的行列，随乡人漂洋过海到

了檀香山。檀香山气候适宜农耕，当时大片土地

还未被开垦，当局欢迎移民开垦大军的到来。孙

眉从当庸工开始，后到茂宜岛自己从事垦荒。由

于他吃苦耐劳，诚朴坚忍，又善于经营，事业渐

渐发达，相继开办了米铺、杂货店和农场，成为

茂宜岛上富甲一方的华侨实业家和农场主，被当

◎孙中山父亲孙达成，母亲杨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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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称为“茂宜王”。

童年的孙中山生活相当艰辛。五六岁时，

正是读书的年龄，他却无钱上学，不得不跟随父

亲参加一些田间劳动：下田插秧、除草、打谷

等，还要为借耕牛给他们家犁田翻地的人家放几

个月牛，以充借资；有时还随外祖父驾小艇出海

打渔取蠔。小小年纪，他还是家务劳动的帮手，

时常和长他三岁的姐姐到村外的金槟榔山打柴，

或到兰溪去挑水。据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忆，孙

中山曾不止一次地向她讲述童年时的苦难：“孙

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

地区。在那里，小孩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

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

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

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

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也曾多次对毕生支持

他的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宫琦寅藏谈到童年的感

受，说自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早知“稼

穑的艰难”。同时，孙中山也看到村中富户生活

的奢靡，他们不用下田劳作，不用受日晒雨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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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他们或游手好闲，或赌博抽鸦片……可是到

了收获的季节，终日劳苦的农民要将大部分的粮

食交给官府和富人，自己却吃不饱。村里的富户

蓄奴养婢，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被

卖给人家做奴婢的女孩不得不离别父母去伺候别

人，吃残羹剩饭，穿破衣烂衫，还常受辱骂鞭挞

之苦。生活中强烈的对比使孙中山从童年时候起

就痛感社会的不公平。他对宫琦寅藏说过：自从

我开始懂得思考的时候，我就思索，贫苦的农民

就要永远这样痛苦地生活下去吗？怎样才能走出

生活的困境呢？在他心中已埋下了要铲除世间不

平，实现“天下为公”的种子。孙中山毕生关注

中国的土地问题，对贫苦农民充满同情和悲悯。

在他日后为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而成立

革命团体——“同盟会”的时候，他把“平均

地权”写入了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

田”——使农民人人有可耕种的土地，是孙中山

毕生的追求之一。

宋庆龄多次回忆：“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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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

成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

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

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

四十年的生命。”“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

的亲身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使他决

心用自己的精力去帮助人民。就这样，在他心里

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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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仔

孙中山和所有的贫苦农家子弟，像野草一

样吮吸着大自然赐予的养料，顽强地成长。过早

承担生活的重担并没有泯灭他们的童趣和天真。

劳动之余，孙中山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游戏玩耍。

下河游泳，摸鱼捉虾；上树逮鸟、掏鸟窝乃至踢

毽子、放风筝，都是他们常做的游戏。童年的孙

中山常被小鸟的鸣叫带入遐想，他梦想自己能有

一只会鸣唱的小鸟为伴，不过这个梦想到底也没

有实现。他们很爱玩一个叫“削蔗皮”的游戏。

就是买来一根长长的甘蔗，把它竖直，用刀子从

蔗头向下削甘蔗皮，谁一刀削下的蔗皮最长，谁

就是胜利者，就可以吃掉那根甘蔗，而其他孩子

则要分摊买甘蔗的钱。孙中山常常是能吃到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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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位。日常的劳作，风雨的沐浴，阳光下的嬉

戏，强健了他们的体魄，造就了他们坚忍耐劳的

精神。

孙中山和小伙伴们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

夏日晚饭后，在村外大榕树下乘凉时，听老人讲

太平军痛击清军的故事。孙中山童年时，正值波

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不久。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腐败统治，但最终被

与西方列强相勾结的统治者镇压下去。翠亨村中

有位叫冯观爽的老人曾参加过太平军，他常给孩

子们讲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太平军英勇作战大

败清兵以及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故事；描述农

◎铜雕像——听太平军老战士讲故事（曹崇恩、廖慧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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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田种，人人有饭吃的“天国”的情景。孩子

们听得神往，孙中山有一次情不自禁地说：“洪

秀全把满清灭了就好咯！”他不时会和小伙伴们

到附近的武馆看人习武，又和小朋友一起舞拳弄

棒，模仿太平军与清兵作战。反对世间不平的种

子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发芽生长。

童年的成长环境逐渐养成孙中山不畏强暴、

好打抱不平的坚强性格。村里的小朋友被欺负

时，孙中山总是站在弱小者的一边给予支持保

护，就是自己因此挨打也绝不退缩。他家有位忠

厚老实的邻居以做豆腐为生，人称“豆腐秀”，

但他两个儿子十分顽劣，常用木制小弹叉夹上小

石子弹射比他们小的孩子以取乐，孙中山和小朋

友常被他们欺负。一次，孙中山又被无端“偷

袭”，气急之下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拔腿就追，

一直穷追到那两个孩子躲回家中。气愤难禁的

孙中山将石头狠狠砸过去，不巧，砸穿了正在熬

豆浆的铁锅，豆浆流了一地。不明就里的“豆腐

秀”十分生气，找到孙中山家向他的父母告状。

几经询问，又有其他孩子作证，“豆腐秀”终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