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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孙中山基金会和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博士论坛”于2008年11月13日至1
日在中山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八十多位学者与会，学者提供给论坛的论文五十多篇。
这次论坛采用博士发表论文、专家评论的形式举行，是大型学术会议的创新。
这次论坛开得既生动活泼，又充实平和，青年博士与老先生、教授同场切磋孙中山与中国社会的各类
问题，青年博士的创新思维，以及对学术问题的求真求实精神与老先生的学术经验和对学术问题看法
的全面性在一起碰撞、交融和互补，使这次论坛开得很有意义。
会后，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次论坛收获很大，有的学者建议采用这种老中青相结合论坛的形式的交流
学术应该多举行些。
    这次论坛在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得到孙中山基金会和中山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孙中山基金会理事长、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石安海、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建新到会致欢迎词和
讲话。
在三天会议中，由于得到中山市有关领导们的关怀，以及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大力支持，使这次论坛
得以顺利进行和圆满结束。
    学者提供给论坛的论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入编汇集出版，请有关学者理解和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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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孙中山“还政于民”思想探析孙中山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于中国的历史考察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演进
的特点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国家结构观孙中山对中国社会管理的政治考量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司
法改革“同心协力”：孙中山关于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的思考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浅议独具中国特色的
孙氏(中山)社会主义孙中山颁行五权宪法构想的历史演进政治输入与中国国民党早期意识形态建构近
代中国自由、自治与民权的困境——以孙中山“分县自治”思想为例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初期筹备自治
问题——对中山县的个案分析对民族主义的三点思索孙中山振兴海军思想研究孙中山的科学思想与社
会发展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托古思想研究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之基督教理念孙中山“政治
与宗教相互提携”的社会建设思想试论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傅斯年的自
由社会主义思想为个案宋庆龄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试论孙中山的社会救济观孙中山的社会
福利思想探析孙中山对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发展之前瞻——以《实业计划》为中心的考察孙中山经济
建设思想中的外国因素民国元年孙中山的铁路设计与宣传试论民初各界对孙中山铁路建设计划的反应
民国时期孙中山西北铁路规划的调整与践行民军问题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社会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另
类解读——陈仪在台湾经验的观察孙中山对教育的关注与中国社会发展孙中山体育理念探析——以《
精武本纪·序》为中心的探讨清末澳门华商曹善业及其家族的初步研究孙中山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
孙中山创办的《中国日报》之研究现状浅议孙中山对新闻传媒的利用论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前后的民
众与孙中山论战的“平实”系唐谬考吴雅晖与章、陶倒孙案孙中山与何启关系新论南屏容氏与孙中山
及近代名人的私人关系香港“报变”考——陈炯明在港机关报倒戈事件始未孙中山现代中国理想与中
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以南京中山陵为中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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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此重大改变，孙中山特意从理论上作了说明，提出了“权能分别”论。
这一理论的提出与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有关，且与孙中山对西方民权制度的深入思考有更为内在的关
系。
“权能分别”论不只是关于“五权宪法”的理论，而且是关于“直接民权”的理论。
更准确地说，是将“五权宪法”和“直接民权”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孙中山新的民权国家制度的理
沦。
简要地概括，这一理论就是主张将国家权力分为“政权”与“治权”两大部分。
“政权”部分为民权，其性质为所有权，表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具体表现为选举、罢官、创制、复
决等四项“直接民权”；“治权”部分为政府权，其性质为管理权，受人民的委托行使各项政治权力
，具体表现为“五权分立”。
孙中山的理念是，“政权”与“治权”两者虽在授受关系上相统属，但在权力行使卜要分别独立，由
此达到民权是“完全的民权”，政府为“万能的政府”，民主共和制度因此而完美无缺、毫无流弊的
目的。
①孙中山对自己理论和制度上的这一创造非常自信，认为解决了西方民权制度百余年来所一直没有解
决的根本问题。
　　“五权宪法”从提出到演进为“权能分别”论，进一步彰显了孙中山用中西合璧的方法力矫西方
民主制度流弊的思想特点。
“直接民权”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权能分别”则是孙
中山结合中西所作的新的创造。
这一创造改变了西方民主制度原来“三权分立”的基本格局，实际上将“三权分立”变成了“政权”
与“治权”两权分立。
从这一创造中，可以见到孙中山所具有的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创造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在理论立足点上，它还显得相当薄弱和粗糙。
孙中山举了很多事例来说明“权能”必须分别和可以分别的道理，而这些事例与“权能”之间的可比
性大都难以令人置信。
例如，孙中山用得最多的一个比喻，是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比作阿斗与诸葛亮的关系。
阿斗拥有作为皇帝的权力，但无能无用，必须将治国之权完全交给诸葛亮；反过来说，诸葛亮本事再
大，也不具有主人的身份，必须听命于阿斗，其才能只能用来为阿斗服务。
阿斗与诸葛亮的结合，就相当于理想的国家制度。
②这一比喻存在很多可议之处，像人民是不是阿斗，何以表明人民变成了“皇帝”，何以证明人民“
无能”，无能的“阿斗”何以就能管住万能的“诸葛亮”，如果管不住又该怎么办等等，都是值得深
入探讨的问题，并不像孙中山所讲的那样一目了然、显而易见。
就现实针对性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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