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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生思想是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重要内容，但它在封建社会里被边缘化了。
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使之产生了颠覆传统、追求现代的功能。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人批判传统、判断西方、追求现代化，以民生为题批判资本
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形成了共鸣，先后出现了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表达了对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反映了民生思想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转型中的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生为宗旨，正确评价并全面继承和发展新三民主义，形
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功利主义的畅行，民
生问题又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被提了出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表达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
的统一，而且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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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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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生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土形态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在不同国家都有相应的体现
，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却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
它作为一种学说产生于西产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在落后国家，原有的理想主义资源一旦与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相联系，也会产生一种本土形态的社会主义思想。
孙中山说过：“社会主义虽人类共同之思想，实西洋最新之学说，亟须输入新著，使一般人可解宗旨
为人手第一义。
”①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出现，“这个社会问题，就是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
。
我今天为什么不学外国直接来讲社会主义，要拿民生这个中国古名词来替代社会主义呢？
这是很有道理，我们应该要研究的。
因为机器发明以后，经过了实业革命，成为社会问题，便发生了社会主义”②。
为了把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国文化中发掘出来，孙中山又说：“我们提倡民生主义二十多年，当初详细
研究，反覆思维，总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
适当，切实而明嘹，故采用之。
”③他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理想的精华，以形成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又根据新的时代发展对传统理
想进改铸，把这一理想建立在了现代社会基础之上。
这样，就以民生主义表达出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使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并使之适应了中国现
代化的要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西方文化良莠不分地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孙中山积极地发掘传统文化
中的精粹，博采西方各种社会思想，形成了新的社会政治追求。
在论及共和政体时，他说：“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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