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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
主要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组成，并特别收录了《建国大纲》《中国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理遗嘱》这三篇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孙文学说》从心理建设角度论述“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
《实业计划》是一份全面快速进行经济建设的宏伟纲领，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远景规划，其中包括
建设铁路十万多公里，建设华北、华中、华南三大世界级港口等项目。
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经济战略思想。
《民权初步》是《建国方略》的社会建设，是一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叙述了政府的组织、运
作和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握的具体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反映了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政治思想。
书的最后，
　　在《建国方略》里，孙中山先生从思想层面到经济层面，再至政治层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
行了系统化的详细设计，被民国政府标榜为立国的第一指导纲领，具有深刻的时代色彩，是一份标志
性的重要史料文献，同时也是研究民国史、近现代史的必读经典。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孙中山先生临终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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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
我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
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
他在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因此人们惯称他为孙中山。
    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发动一系列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
1921年，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
1924年，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仙逝，终年59岁。
194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早年接受教会教育，对世界局势具有深刻的认识。
他是最早提倡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者之一，“起共和而终帝制”。
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等政治纲领亦影响深远。
晚年推动联俄容共、国共合作政策，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海峡两岸都备受敬重的革命先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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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
自序
第一章　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　以用钱为证
第三章　以作文为证
第四章　以七事为证
第五章　知行总论
第六章　能知必能行
附录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
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
第八章　有志竟成
第二部分
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自序
篇首
第一计划
　第一部　北方大港
　第二部　西北铁路系统
　第三部　蒙古、新疆之殖民
　第四部　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
　第五部　开发直隶、山西煤铁矿源，设立制铁炼钢工厂
第二计划
　第一部　东方大港
　第二部　整治扬子江
　第三部　建设内河商埠
　第四部　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
　第五部　创建大士敏土厂
第三计划
　第一部　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
　第二部　改良广州水路系统
　第三部　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
　第四部　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
　第五部　创立造船厂
第四计划
　第一部　中央铁路系统
　第二部　东南铁路系统
　第三部　东北铁路系统
　第四部　扩张西北铁路系统
　第五部　高原铁路系统
　第六部　设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
　第一部　粮食工业
　第二部　衣服工业
　第三部　居室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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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　行动工业
　第五部　印刷工业
第六计划
　第一部　铁矿
　第二部　煤矿
　第三部　油矿
　第四部　铜矿
　第五部　特种矿之采取
　第六部　矿业机械之制造
　第七部　冶矿厂之设立
结论
附录一　关于广州至重庆与兰州支线之借款与建筑契约草案
附录二　驻京美国公使芮恩施复函译文
附录三　美国商务总长复函一通
附录四　意大利陆军大臣嘉域利亚将军复函
附录五　北京交通部顾问之铁路专门家碧格君投函
附录六　美国名士寓居罗马以世界中都计划著名之 安得生 君复函
第三部分
民权初步（社会建设）
序
卷一　结会
　第一章　临时集会之组织法
　第二章　永久社会之成立法
　第三章　议事之秩序并额数
　第四章　会员之权利义务
卷二　动　议
　第五章　动议
　第六章　离奇之动议并地位之释义
　第七章　讨论
　第八章　停止讨论之动议
　第九章　表决
　第十章　表决之复议
卷三　修正案
　第十一章　修正之性质与效力
　第十二章　修正案之方法
　第十三章　修正案之例外事件
卷四　动议顺序
　第十四章　附属动议之顺序
　第十五章　散会与搁置动议
　第十六章　延期动议
　第十七章　付委动议
　第十八章　委员及其报告
卷五　权宜及秩序问题
　第十九章　权宜问题
　第二十章　秩序问题
结论
附录　章程并规则之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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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编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建国大纲
总理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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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以作文为证　　今更以中国人之作文为“行易知难”之证。
　　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贼海盗，无不羡仰文艺。
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
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
此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也。
然以其文论，终不能不谓为富丽殊绝。
夫自庖羲画卦，以迄于今，文字递进，逾五千年。
今日中国人口四万万众，其间虽不尽能读能书，而率受中国文字直接间接之陶冶。
外至日本、高丽、安南、交趾之旅，亦皆号日“同文”。
以文字实用久远言，则远胜于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之死语。
以文字传布流用言，则虽以今日之英语号称流布最广，而用之者不过二万万人，曾未及用中国文字者
之半也。
盖一民族之进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国，吸收而同化之。
所以五千年前，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兹世界无两之巨国。
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
。
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偶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
　　夫前章所述机器与钱币之用，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
心性文明之发达。
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
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
顾古来之研究，非可埋没。
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
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
彼于中国文明一概抹杀者，殆未之思耳。
且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
，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夫文字为思想传授之中介，与钱币为货物交换之中介，其用正相类。
必废去中国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
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数
据，思所以利用之。
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
多多益善矣。
彼欧美学者于埃及、巴比伦之文字，国亡种灭，久不适于用者，犹不惮搜求破碎，复其旧观，亦以古
人之思想足资今入学问故耳。
而我中国文字，讵反可废去乎？
　　但中国文言殊非一致。
文字之源本出于言语，而言语每随时代以变迁。
至于为文，虽体制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随言语而俱化。
故在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于黄河流域一区，其时言语与文字当然一致，可无疑也。
至于周代，文化四播，则黄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荆、楚、吴、越、江、淮之族，受中国之文字
所感化，而各习之以方言，于是言文始分。
及乎周衰，戎狄四侵，外来言语羼入中原；降及五胡，乃至五代、辽、夏、金、元，各以其力蚕食中
国，其言语亦不无遗留于朔北，而文字语言益以殊矣。
汉后文字，踵事增华，而言语则各随所便，于是始所歧者甚仅，而分道各驰，久且相距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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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而文字则虽仍古昔，其使用之技术实日见精研。
所以中国言语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达之意，言语不得而传。
是则中国人非不善为文，而拙于用语者也。
亦惟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
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故学者无所继承。
然则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者，非无故矣。
抑欧洲文字基于音韵，音韵即表言语，言语有变，文字即可随之。
中华制字，以象形、会意为主，所以言语虽殊，而文字不能与之俱变。
要之，此不过为言语之不进步，而中国人民非有所阙于文字。
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则公论所归也。
盖中国文字成为一种美术，能文者直美术专门名家，既有天才，复以其终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诣自不
易及。
惟举全国人士而范以一种美术，变本加厉，废绝他途，如上所述，斯其弊为世诟病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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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的主要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建设计划和民主理念。
它为中国的现代化勾画了前所未有的宏伟蓝图，也提出了富于辩证思想的长远指导方针。
历史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其所设计的混合经济模式以及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互相为用”的思想
，将在人类的文明进化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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