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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内容概要

相对于国际上汗牛充栋的拿破仑研究，孙中山学还有很多谜底有待揭晓。
透过孙中山，关注孙中山周围的陈炯明、戴季陶、胡适诸人，可谓连成一片，满目桑田。
人物研究的曲曲折折，个案与事件层层推进。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史上的枢纽式人物，经验与智慧超凡脱俗，为人 行事往 往逸出常轨；其活动与思
想能够勾连同时代的大事要人，对研究者的见识与功力极具考验。作者在深入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以实证虚，通过了解孙中山周围的人事及其内在联系，具体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
甚至无意 识，力求达到了解之同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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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
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
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
史学》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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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精彩短评

1、#1866/11/12-2016/11/12 纪念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 “孙中山这类人物，时间跨度大，经历事件多
，交往联系广，又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等多种品格，经验与智慧均为常人所不及，为人行事往往逸出
常轨，要具了解之同情，是对学人见识与功力的极大考验。非有极高天赋，良好机缘，优越条件，并
对此情有独钟者立志潜心，十年磨剑，难以奏功。可惜主观条件适合者别有天地，又不愿趋时逐流，
偶以余力，只得片断。” 附：桑大师为什么不写一写“鲁迅和孙中山”？
2、孙文看不懂古人注疏，看英文版来了解所谓传统文化。了解西方文明却只看流行地摊各种主义的
烂货书。所言所论和现在网络上把本族奴隶主比作国家民族的弱智白痴一个样，动不动就中国领先几
千年，中国几千年“先进”，中国古代民主先进至极之类脑残言论在孙文身上都可以找到渊源，孙文
是两党脑残教育的源头，是网络弱智愤青的祖宗。而这样一个白痴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然被当做历史神
坛定论供奉百年，岂不笑话
3、政治史研究是桑老师的特长 此书展示了如何进行人物研究的新奇想法 很有嚼头 开头绪言更是让你
欲罢不能
4、读的2001年版，就来标记一下。还好。
5、《也论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与何泽福同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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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精彩书评

1、刊于《经济观察报》想必在两岸三地任何一个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孙中山都是伟大的革命
家、爱国者。但近年来，有台湾人开始将孙中山视为“外国人”，大陆人则给孙中山安上了各种“罪
名”。举其大端，包括破坏立宪、刺杀宋教仁、发动“二次革命”、出卖东北，以及签订比“二十一
条”更为苛刻的“中日密约”⋯⋯关于孙中山“卖国”的研究 尤其是上面所列的最后两条，说孙中山
“卖国”，对很多人来说，简直是石破天惊，都以为是新世纪以来的重大发现。其实至少在二十年前
，国内学界对这些问题都有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中山大学的李吉奎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孙中山与日
本》中，即有一节谈“满蒙租让”计划，结论是“这种确定以领土主权的提供，去换取帝国主义援助
的办法，不管动机如何，都至少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办法”。对于孙中山与“二十一条”，李吉奎指出
三点，一是孙中山表态暧昧，且指责黄兴批判“二十一条”是“讨好袁氏”；二是孙中山有意将提出
“二十一条”的责任推给袁世凯，“不认为日本为交涉的主动者”；三是孙中山明知“二十一条”的
危害性，却依旧坚持“只有先推倒袁氏统治才能消除外侮”。其结论是，“这种观点显然不能认为是
正确的”。言下甚少为尊者讳的意味。还是1996年，南开大学的俞辛焞教授也有一本《孙中山与日本
关系研究》问世，其中一章是“孙中山的‘满洲借款’和《中日盟约》考释”。经过详尽论证，俞辛
焞比较确信“满洲借款”的存在，他在书中说，这项借款“如变成现实，‘满洲’借款也用不着争论
，对此问题的结论和评价也就大不相同，但毕竟未变成现实。”言下之意，割让满洲之事若是真的实
行起来，孙中山无疑是“卖国”的，所幸此事并无结果。对《中日盟约》，他的看法是，资料不足，
“对此真伪下结论也为时尚早”。相比之下，在孙中山所谓“卖国”的问题上，俞辛焞比李吉奎要保
守些，他为“回护”孙中山，对孙与日本变幻莫测的关系，给出了一种相对有说服力的解释。众所周
知，孙中山一生都在期望日本援助他的革命事业，又在很多时候，毫不留情地批评日本对中国侵略野
心。传统上，中国学者习惯用“认识论”来解释这种矛盾——孙中山对日本侵华的认识，有一个不断
加深的过程，故对日观点时常变化。俞辛焞更倾向拿国际关系视角来看待日孙关系，指出孙中山选择
对日策略，依据的不是情感，而是利益。具体来说，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前后，孙中山正流
亡日本，若激烈批判日本，“将势必被赶出日本，对革命事业不利”。加之当时日本与袁世凯矛盾激
化，孙中山更要“为打倒革命的头号敌人袁世凯，努力争取日本支持”。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
孙中山已在广东建立了军政府，不再仰人鼻息，故严正表示“二十一条”是“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
让给日本了”“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在山东问题上，孙中山则称，“日本可为强盗，吾国
断不能与强盗交涉”。从前我们将孙中山“圣化”，让他身上没有一个污点，以至我们从没有真正将
他视为一个政治家。但事实上，一方面如俞辛焞所言，“政治家对一个问题的态度和言论，可以随环
境变迁而有所不同，这是政治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另一方面，政治家在决策问题时，必然会有所取
舍，有时为了更大的目标，不得不有所牺牲。如果用这个视角来审视孙中山，是不是能让我们对他多
几分宽容？孙中山的“理想”与“现实”如果要更进一步理解孙中山的这种矛盾，不妨看看桑兵的两
本新书——《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说是新书，其实也只是
桑兵前些年相关论文的合集。即使是作于十几年前的论文，现在看来，相较于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人云
亦云的通俗历史读物，依旧很有新意。 在《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中收录的《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
的实用主义——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一文中，桑兵从历史、文化、心理等角度入手，尝试解读孙
中山的复杂性格。他在文中所举的例子，即使在“黑孙”如潮的今天，也少为人所知。比如孙中山为
让“夙抱帝王思想”的刘学询资助革命，甚至表示“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又如辛亥革
命发生后，孙中山曾委托日本帮助建立中央银行，承诺给予发行纸币、办理国库收支、内外国债等特
权。还是拿“中日密约”来说，桑兵对俞辛焞等学者的“技术性鉴定”不以为然，更倾向于相信确有
其事，并视之为孙中山一生中“最为出格”的事。但他阐释了其与“二十一条”的两点不同：一是动
机不同，孙中山是为了革命，袁世凯则是为了称帝；第二是孙、袁所处地位不同，孙“仅仅是一种承
诺，只有在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革命成功了，会
不会履行，也是未知数；袁世凯则不同，他是一国元首，签署的“二十一条”具有法律效应，国家主
权一下就真的被卖了。简言之，孙中山出此现实主义的下策，为的依旧是革命理想，而非个人私欲。
在桑兵的理解中，孙中山的政治性格有其双重性，一方面是以上列举的实用主义行动，另一方面则是
当之无愧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不屈不挠地追求民主共和长达40年。在孙中山身上，“理想主义引导
着实用主义方向，制约着实用主义的范围和程度；实用主义探索着通往理想境界的千途万径，形成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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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越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桑兵与上述俞辛焞的解释其实殊路同归。孙中山怀
有革命理想，而又无所凭依，只能通过不断变换盟友，以实用主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桑兵就此
判断，“孙中山对其政治思想愈是笃信，其实用倾向的幅度也就愈大”，竟至给人不择手段的印象。
但孙中山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他相信在   这之后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一
举收回失去的权利、领土。在《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这本书中，桑兵还研究了孙中山与同盟会、胡
适、传统文化等问题，无不给出充足的史料、可信的结论。《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中《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两章，则厘清了
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前因后果，堪为其对日观念的“盖棺定论”——期望说服日本放弃对华侵略
政策，转而援助中国，实现亚洲独立。关于孙中山“卖国”意图的种种事迹，史料确凿，辩无可辩。
这些问题的是非，自是不妨见仁见智。恰如桑兵说的那样，“孙中山不会因为一些污点的存在而失去
其革命家、爱国者的光彩，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善意掩饰或曲意辩解。”无论孙中山是革命家，还是
政治家，作为一个人，都会犯错，不能因为这些并未造成真正损失的错误，而否定他一生的努力。在
我看来，已经到了给孙中山“平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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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章节试读

1、《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的笔记-第1页

        吾友移席某市，相见称，彼处凡学历史者皆不治史，凡治史者皆非学史出身。闻言感慨万端，此
实将近来学界的种种弊端一语道破。时下一些学人对本行现状多有不满，或归咎于故人，或借鉴于别
科，于是赶超前贤，跨越学科之说甚嚣尘上。至于如何超与跨，无非以立异为创新，在本学科以不知
为无有，在他学科以不懂为新奇。所欲超越者，多半为必不可少而尚未掌握的行规，则标新立异不过
是越矩违规。此类言行，看似好标高的，胆大妄为，实则内里空虚，对已知不自信，对未知则盲从，
究其实，还是学问未上轨道。

治学须在技术层面以上才能发挥个性，若以规矩为束缚，则门径已成局限。近年来不少学科的学人不
安于位，愚意原因还在对本学科的基本规矩知之不深，所以易于动摇。以史而论，不知如何弄清史实
，便欲纵论史识史鉴，如此不温故而欲创新，难免半桶水之妄。而无知者无畏，读书越少越放言无忌
，与前贤读书越多越不敢说话适成反证。世风亦推波助澜，或自命权威，或诩为典范，以为站在侏儒
身上便成了大师。又惟恐别人不认，复设立奖项称号，诏告天下，功成名就，以期不朽。为学者因而
不在学术建树方面争久远，唯争一时名利之得失，关起门来水准越评越高，放之四海则难免每况愈下
，自欺欺人之举在学术界或有泛滥成灾之虞。据说某市曾有“到本世纪末”引进和培养大师各10人的
宏伟计划，如今新千年早已来临，大师却踪影杳然。

上述现象，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中学在与西学的冲突中日益失势至关重
要。中学无本，则学术多由外来，本既在外，不易知其详，人类天性又趋易避难，学人复好新奇而畏
艰深，加之传媒哄抬，学子风从，游谈无根之说自然大行其道。本来学问之事讲究天赋和训练，最不
适于多数取决，必以此定学问之优劣得失，决无政治民主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纠错效果，只能在人多
势众的喧闹中使民族的智慧流于平庸。

历史研究，政治史本为传统正史的主体，在欧洲近代学术变迁中，则是变革的主要对象之一。近代中
国的新史学兴，正史自然受到冲击。到1924年，章太炎已经批评时人治史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
重文学而轻政事” ，“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 。随着历次革命的凯歌式进行，政治史再度成为学人
关注的重心，只是偏于事件。革命结束后，以革命史为中心和归宿的政治史又逐渐冷却。20世纪中国
诸如此类的循环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多次重复。至今恐怕很少有人回味渐入颓唐的章太炎的言论。由
有学问的革命家退居宁静的学者，政治上逐渐淡出前台，思想上也趋于保守，学术的思考反而因此能
够避免过度的情绪化，在西学大潮排山倒海般涌来之际，强调民族固有的特性，是非正误姑且不论，
整体上可与新文化互补，当是不争的事实。研治中国史事，不能不受历史进程和资料遗存样态的制约
，重政事适为表现之一。中国历史文化一以贯之，制度史自然受到格外重视。而在常态的社会史研究
之外，重大事件和人物研究肯定会魅力永存。时下外行介入，主要即在这类领域。

治史学如弄文学，做什么固费斟酌，怎样做尤其重要。时人好从选题区分宏观与微观，其实做什么虽
然具体，怎样做却能举一反三。治史目的首在求真，但在重建史实的过程中，所揭示的决不仅仅限于
史实的真伪。“讲宋学，做汉学”一途，最要在所做工夫均能体现微言大义，而又处处皆得征实。离
开史学专谈史法，难免两面脱节，流于空泛。即使有必要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也应通过一定的具体研
究表现出来。所以，同一题目出自不同人之手，格调品味，高下有别。以成果分，品类有四，曰不看
也知，一看便知，看到即知，看也不知。

所谓不看也知，其选题便不能成立，堕入学术陷阱，即使自圆其说，也离事实真相愈远。一看便知者
，能将所见材料排列，或叙述人事之大体，或分析问题各方面，虽无新意，尚不越矩。此类切忌以前
人尚无系统专门研究等语自我标榜，因所说已为前贤分别道出，或在意料之中，虽无专篇，或系唾余
。看到即知，指其专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又有上下之别，上焉者以新材料贯通旧材料，识一字成活
一片，开创新解，纠正陈说。下焉者乘空蹈隙，求新奇而偏一隅，以琐碎为发现。看也不知者，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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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常见材料，其大能够融会贯穿，通方知类，其小可以读书得间，力透纸背，均能发人未发之覆。极
高明者，甚至将所用材料一一列出，亦看不出所以然，必经其人讲解论述，指点迷津，方能豁然开朗
。除第一类外，其余均在水准之上，但最后一类若不写出或讲出，则重复发明可遇而不可求。或以为
学人著述不在乎多一本少一本，一般而言固然，至于做到极高明者，才识机缘，均赖天成，如不在为
己之后为人，则不知何时能有继起者悟出，实为学界难以弥补的损失。学术之事，能增加量的扩张已
十分困难，要在质的提升方面有所建树，谈何容易？

入门以来，便与孙中山研究剪不断，理还乱。近25年来，适逢孙中山研究经历由“险学”而“显学”
的转变，进展显而易见，成果的量极多，面极宽，要找一规模合适又有深度的方向已成棘手难题。但
所谓盛极而衰，祸福相倚，中兴里潜伏着危机。其一，从冷变热，吸引了不少学人的关注，也不免成
为争食的饭碗，而在量的扩张的同时，质便做了牺牲，低水平的重复不在少数。其二，碗小而僧多，
要不断扩大容量，容易流于偏斜，如红学之末流。其三，凡附加许多社会责任之学，往往有些不堪重
负，学人反而视为畏途，不愿虚耗精力。如此一来，流品混杂，学术难免等而下之。

平心而论，尽管孙中山研究硕果累累，整体上仍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倒不是用国际拿破仑研究
已有传记千余种作为参照，这样的杰出人物无疑会不断成为史家乃至社会重新认识的对象，就学术言
，至少有几点可以讨论：一、迄今为止，无论国内抑或海外，已出的孙中山全传中尚无一种得到学界
的公认。撇开观念的差异，仅以深入程度论，后续各书恐怕还不及史扶邻1968年的《孙中山与中国革
命的起源》。二、既有成果中误读错解孙中山思想言行者即使不能说比比皆是，也为数不少，还有相
当多的部分虽有论点，论据却未经过严格检验，或者只是按照后来的外在观念，为孙中山重塑金身。
三、已有的资料很多地方读不懂，当然不是指字面的意思，而是相关的人事及所指，强作解人不过是
望文生义。随着新史料的问世，识一字成活一片的情形随时可见。凡此种种，均说明相关研究尚属幼
稚。

棘手与幼稚，看似相悖，实则相通，这也正是人物研究的特性。据说上一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界
中，凡找不到适当题目又想有把握获得博士学位者，就会以人物研究为捷径。其实，人物研究上手较
易，做好却极难。因为不能仅仅描述外形，还要对其言行具了解之同情。这种所谓了解同情，绝非时
下等而下之的心理分析之类，用后来的外在观念妄度前人，而要以实证虚，通过了解前后左右的人事
及其内在联系，具体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不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
免诛心臆测。更有甚者，或认为要了解历史人物，须在相关的知识和智慧方面超越对象，否则难以返
其本心。孙中山这类人物，时间跨度大，经历事件多，交往联系广，又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等多种品
格，经验与智慧均为常人所不及，为人行事往往逸出常轨，要具了解之同情，是对学人见识与功力的
极大考验。非有极高天赋，良好机缘，优越条件，并对此情有独钟者立志潜心，十年磨剑，难以奏功
。可惜主观条件适合者别有天地，又不愿趋时逐流，偶以余力，只得片断。

治史初窥门径以来，就在以孙中山研究为主业的机构，所谓在商言商，陆续也做了一些工夫。尤以在
陈锡祺先生主持下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受到的训练最大，而且得益不限于孙中山研究。凡治一
人事，如有长编、纪事本末和考异为基础，必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要做足这些工夫，一人一事
亦戛戛乎其难。今人有一绝大误会，以为近代史料易读，治学难度较古代史为低，其实大谬不然。以
史料言，陈垣力求竭泽而渔，而近代史料浩繁，无法穷尽。以史学言，陈寅恪治中古史重在制度文化
，治晚近史则深入心境，要以实证虚，艰辛也在信而有征之上。所以，编过《长编》之后，愈知不可
轻易出手。其时有一撰写孙中山传的计划，得几位师友相邀，分工合作，即主张规模宜稍大，详尽之
后，继以简约，则判断才不至于偏误。所承担1895至1911年一段，写到庚子，已逾10万言。后来这一
计划因故搁置，心得分别写成单篇论文，或融入其他著述。10年来治庚子勤王史事，实由此发端。本
书的几章，亦为副产品。同样受编辑《长编》的影响，关于孙中山与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也是关注的
重心之一。

治史切忌为成见所囿，先入为主。从定义出发，或以某人立场为据，均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正道
。而人物研究中，上述正是较为常见的偏弊。有时论战双方看似针锋相对，或维护，或翻案，其实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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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思维认识方式基本一致。有关《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和《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的讨论，很想由前后左右的关系入手，把握当事人的言行，避免以主观设定的标准衡量评价。从历史
本身的复杂性中看出所谓规律，远比牺牲史实得出概念化的论断来得重要。

本书收录的各文，或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或成稿有年，未曾面世，或为近期写作。已
刊者当时或有手眼不到，因而致误之处，此后材料多见新出，随时有所签注，认识也有局部调整，汇
集时均做程度不同的增改订正，有的增加篇幅较原来多出数倍，几近重写。这倒不是悔其少作，故意
毁尸灭迹，而是想反映自己认识的进展。其中《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和《信仰的理想主义和策略
的实用主义——论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两文，颇为犹疑。前者为与人商榷之作，章开沅师后来曾
教以治学宜正面立论，不宜对面争论，虽然不一定针对此文，却无异于当头棒喝。凡对面争论者，其
始既为对方制约局限，其终往往意气用事，走向偏激。双方论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而观念和认知
方式如出一辙。后者则因为稍前史扶邻教授在台湾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过论点相同，论证较略的论文
，限于条件，当时未曾寓目，加以论证方式与目前信守的办法略有出入。另外，《孙中山与新加坡华
侨》本来是为一本孙中山与华侨的专书所拟的一章，其体例要求不用注释，后来因故搁置。现尽量补
回注释，疏漏在所难免。

本书各文在搜集资料、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中村义、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吕芳上、王学庄、
容应萸、朱英、胡波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各位师友多方面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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