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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发展的目标，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行者，正因
为他毕生都以“天下为公”为终极理想和最高价值。
这正是孙中山思想家独特性之所在。
《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以“天下为公”为书名，立意的根据就在这里。
孙中山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只能算是孙中山作为20
世纪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一个片段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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