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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孙中山( 1866—1925) 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中华民族杰出的爱国英雄。他

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一个以民主共和为本的政治新纪元;

他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顺应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

望，是激励中国人民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力量。值此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之际，本栏目特刊发此

纪念专题，以缅怀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及人民幸福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孙中山与纪念活动的功能表达
陈 金 龙

【摘 要】孙中山通过发表纪念演讲、撰写纪念文章、建造纪念设施，建构了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

基本记忆。借助纪念活动，孙中山阐释了革命目的、革命任务、革命主体、革命方略、革命精神，纪念

活动成为实施革命动员的重要载体。孙中山十分重视与苏联相关的纪念活动，列宁逝世纪念、十月

革命纪念成为协调中苏关系的契机和途径。
【关 键 词】孙中山 纪念活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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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善于

借助纪念活动建构历史记忆、实施革命动员、协调

中苏关系，使纪念活动的功能得到充分表达和释

放。回溯孙中山的生平不难发现，孙中山参与或利

用的纪念活动包括: 五一国际劳动节、十月革命等

国际性纪念，武昌起义、南北统一、护国运动等近代

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纪念，黄花岗烈士、黄兴、伍廷芳

等近代中国革命先烈纪念，《民报》《申报》等报刊创

刊纪念。孙中山对纪念活动的参与和利用，彰显了

孙中山的历史意识、革命方略与国际视野。

一、借助纪念活动建构历史记忆

建构历史记忆有多种方式，借助纪念之机呈现

历史过程、诠释历史的前因后果，使历史得以保存、
传承下来，是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孙中山通

过发表纪念演讲、撰写纪念文章、建造纪念设施，建

构了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记忆。
( 一) 口述历史记忆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将自己亲历的重

大事件口述出来，既能增加历史的真实感，又能强

化历史的感染力。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

一枪，逢武昌起义纪念，孙中山多次谈及武昌起义

的过程与结果。1912 年 10 月 10 日，逢武昌起义周

年纪念，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武昌起义纪

念会上发表演讲，对武昌起义的历史进行了初步勾

勒。他说:“去年今日，为武昌举义之日，即中华民

国开始之第一日。其时余在美国，同志居正君有电

达香港黄克强先生，托余筹款助饷。余阅电文，知

革军已得武昌，不胜忻喜。从前在广州、惠州、河口

等处革命事业，种种失败，皆因同志过少，未达目

的。自广州失败后，乃运动武昌军界，一举而成此

大事。所以然者，国民有坚忍心，武昌军界有冒险

心，无畏难心之效力。”①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

在美国，为筹款又取道欧洲，之后才回到国内。这

里说明了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的所为与所思，分析

了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说明了武昌起义胜利的关

键所在。1924 年 10 月 10 日，在韶关庆祝武昌起义

十三周年纪念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讲时又指出:“双

十节以前，已经有过十余次革命没有成功”，“许多

同志都忘了。今天诸君庆祝革命成功的第一天，很

5①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94 页，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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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把 革 命 过 去 的 历 史 谈 谈，使 诸 君 刻 刻 不 能 忘

记”。① 这里申明纪念武昌起义的目的，在于保存历

史记忆，使后人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为此，孙中山

说明了定青天白日旗为中华民国国旗的缘由，回顾

了武昌起义的经过，认为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在于

“由有 计 划 而 变 为 无 计 划，于 冒 险 之 中 无 意 成

功”。②这种看法尽管过于强调武昌起义胜利的偶

然性，未能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入手揭示武昌起义

胜利的原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成

为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中国陷入南

北分裂状态。袁世凯借助北洋派掌握的武力诱迫

清帝逊位，孙中山做出巨大让步和妥协，促成政权

和平转移，南北实现统一，2 月 12 日因此成为南北

统一纪念日。1924 年 2 月 12 日，在南北统一十三

周年纪念庆典上，孙中山口述了南北统一的前因后

果。他说: “南北统一之纪念日，算是民国成立之

日，亦即革命成功之日。”黄花岗起义后，“继而武汉

起义，不旬日而各省响应。清帝退位，南北统一”。
南北统一后，“中间因互争权利者几年，互争党见者

几年，互争地盘者又几年，至于今日时局四分 五

裂”。③ 寥寥数言，孙中山交代了南北统一的由来与

南北统一之后的结果，呈现了民国初年的国内局

势，但将南北统一之日视为中华民国成立、革命成

功之日，显然高估了南北统一的历史意义。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所部粤军发动武装

叛变，悍然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走避军舰与叛军奋

战五十余天，后因待援无望回到上海，这一事件史

称孙中山广州蒙难。广州蒙难是孙中山一生中的

痛苦经历，在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孙中山并不回避

这一事件。1923 年 6 月 16 日，为孙中山广州蒙难

一周年纪念，陆海军警及国民党员特发起纪念会，

军政长官均前往大元帅府参加纪念。孙中山在纪

念会上，“首述去岁蒙尘之经过，并申述海军护驾之

功”④。1924 年 6 月 16 日，广州蒙难二周年纪念

时，孙中山对卫士发表讲话。他说:“设非诸君忠勇

出死力拥护拒敌，今日之日，正不知是何景象，不可

不留纪念。”⑤孙中山利用广州蒙难纪念之机，尽力

建构广州蒙难的历史记忆。
( 二) 文载历史记忆

通过文字将历史记载下来，是保存历史记忆的

可靠形式。逢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

纪念和重要历史人物纪念，孙中山通过撰写纪念文

章或碑文，记载相关历史，形成了有价值的历 史

文献。
在孙中山的纪念文献中，论及最多的当数辛亥

革命。1912 年 2 月 15 日，孙中山在《祭明太祖文》
中称颂明太祖“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

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并对辛亥革命的历

史进行了基本叙述。其中写道:“岁在辛亥八月，武

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

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

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⑥这段文字，追述

了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成立的过程，言简而意

赅。1917 年 10 月 9 日，大元帅府发布《纪念双十节

布告》，在说明辛亥革命背景之后指出:“辛亥八月，

鄂渚首义，而海内群起应之。时不数旬，遂覆清祚，

成功之速，振古未有。”“民国既建，凛国步之艰难，

念缔造之不易，以鄂渚首义为阳历十月十日，因定

以为国庆日。著之令典，以识不忘。”⑦这里通过再

现辛亥革命的过程，说明了中华民国国庆纪念的由

来，呈现了辛亥革命的基本史实。
对于护国运动，孙中山在纪念文献中也进行了

记载和追忆。1917 年 12 月 23 日，孙中山致电刘云

峰等，呈现了护国运动的基本经过。24 日，大元帅

府发布《纪念云南护国首义布告》，分析了护国运动

兴起的背景，即“乙丙之交，逆袁叛国，谬称帝制，国

人怵惕于淫威，峻冈敛首屏息，莫敢亢违，民国不绝

如缕”⑧，并对护国运动的经过、结局进行了诠释，

说明了护国运动纪念的意义。
孙中山在借助历史事件纪念分别撰写文章或

布告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利用其他纪念之机，对

于自身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整体叙述。比

如，1923 年 2 月，《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刊载了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文，从“革命之主义”“革命

之方略”“革命之运动”“辛亥之役”“讨袁之役”“护

法之役”六个方面，对其革命理念、革命经过进行了

系统 梳 理 和 阐 释，建 构 了 近 代 中 国 历 史 的 基 本

记忆。
对于为革命牺牲的英烈，孙中山多次撰写祭

文、碑文，以保存革命先烈生平业绩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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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④⑤ 《孙中山集外集》，第 109，111，102，107—108 页，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461、462 页，中华书局 2006 年

版。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95 页。
⑧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第 215—216，271 页，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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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3 月 1 日，孙中山撰《祭革命死义诸烈士

文》，对近二十年来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表达了纪念。
3 月 17 日，孙中山又撰《祭武汉死义诸烈士文》，称

“人生有死，死有重轻，死以为国，身毁名荣。漠漠

沙场，烈骨所暴，崭崭新国，烈士所造”①，肯定了革

命先烈为缔造民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3 月 20 日，

孙中山再撰《祭江皖倡义诸烈士文》，表达了对赵声、
吴樾、熊成基、倪映典诸烈士的敬仰和缅怀。广州起

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

具，安葬于红花岗( 后改名“黄花岗”) ，史称“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从 1912 年至 1924 年，孙中山多次撰

写《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陈说起义经过，表达对

烈士的纪念。1921 年 12 月，孙中山在为邹海滨所辑

《黄花岗烈士事略》一书作序时，对黄花岗起义给予

高度评价:“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

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

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

并寿。”②这里既表达了对黄花岗起义烈士的敬仰，

也充分肯定了黄花岗起义的历史地位。1923 年 10
月 10 日，孙中山撰《祭开国讨袁护国护法各役诸先

烈文》，纪念辛亥革命以来的各位先烈，称“国有共

和，伊谁之力? 流血断头，曰惟先烈”③，这是对辛亥

革命以来烈士群体的总体评价。
在对近代革命先烈群体进行纪念的同时，孙中

山对其中的个体也分别撰文予以纪念。黄兴是资

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领袖，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

手。1916 年 12 月、1917 年 4 月，孙中山两次撰写

《祭黄兴文》，对黄兴的生平事业进行追忆。1918
年 10 月 24 日，为纪念黄兴逝世两周年，孙中山率

章太炎等发布祭典启事，称“宿草而念故人，板荡而

思先烈”④，诚邀在上海的各界人士出席纪念祭典。
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广东省长伍廷芳

逝世后，1924 年 12 月 3 日，孙中山发布准伍廷芳国

葬令，认为其“功在国家，应准予举行国葬典礼，以

昭隆异”⑤。12 月 6 日，孙中山撰写祭文，称其“哲

理湛深，法学精研，所学既邃，道力弥坚。时遭祲

沴，转坤旋乾，始终弗渝，大节凛然”⑥，高度评价了

伍廷芳的学识与情操。1925 年 1 月，孙中山撰《伍

廷芳墓表》，梳理了“其生平志事关系家国之大者”，

其旨趣在于“以告天下后世，俾知所楷模焉”。⑦可

见，孙中山对于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充满敬仰之意、
纪念之情。

( 三) 物证历史记忆

人们常说睹物思人，建造纪念碑、纪念坊、纪念

园等历史空间，是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形式。1919
年 9 月，为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功石坊，孙中

山致函海外同志劝捐，希望海外同志“协力捐助，俾

得早日竣工，为吾党留一绝大纪念”，使“诸烈士之

功业，永永不湮”。⑧ 1921 年，孙中山为黄花岗七十

二烈士墓题词“浩气长存”，至今仍镌刻在黄花岗七

十二烈士墓园。1924 年 11 月 14 日，革命纪念会干

事主任林森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坟园扩充事呈文

孙中山，提议将旧模范监狱上盖拆卸，“择其砖木旧

料适用者为修筑坟园，余外则尽行投变，所得之款

即以充修筑经费”⑨，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倪映典

是广州新军起义的主干人物，1924 年 11 月 15 日，

革命纪念会呈文孙中山，称倪映典“奋不顾身，为国

流血，忠勋实足千古”，而“表扬先烈，后死之责也”，

请求拨款六百元在其殉难地点修建纪念碑，“以垂

永久而资景仰”。⑩这一请求得到孙中山的批准。
11 月 19 日，孙中山令广东省省长胡汉民转饬省财

政厅照数拨给修建倪映典纪念碑经费。
口述历史、文载历史、物证历史是孙中山借助

纪念活动建构历史记忆的三种主要形式。这些历

史记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基本史实和

线索，奠定了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基础。

二、借助纪念活动实施革命动员

革命需要动员，动员的契机、方式有多种选择，

纪念活动是其中之一。孙中山借助纪念活动，阐释

了革命目的、革命任务、革命主体、革命方略、革命

精神等关系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彰显了纪念活动

的革命动员功能。
( 一) 申明革命目的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精华，既是革命

的思想指南，也是革命的目的所在。1906 年 12 月 2
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

演讲，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阐释，分别说明了民族主

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内涵和目标。他说: “我

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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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⑧
⑨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242 页。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50 页，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孙中山全集》，第 8 卷，第 266 页，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第 507 页。
⑥⑦ 《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445，478，577—578 页，中

华书局 2006 年版。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第 112 页，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⑩ 《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 9 卷，第 238，213 页，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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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故要民族革命; 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

革命; 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

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

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①这里诠

释了三民主义的内涵，也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目的和

归宿。1924 年 5 月 1 日，孙中山在广州工人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指出: “要实行解决中国的政

治问题，就要奉行三民主义。”②这里肯定了三民主

义的地位，实际上说明了中国革命需要三民主义的

指导。
( 二) 揭示革命任务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逐渐陷

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民

族独立，是中国民主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孙中山

利用纪念活动之机，呈现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种种事实，说明了反帝的必要性。孙中山在

广州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对于

反帝的必要性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 “中国现

在是做世界列强的奴隶，凡是和中国有约通商的国

家，都是中国的主人。这个原因，是由于从前满清

没有钱用，借了许多外债，和列强立了许多不平等

的条约，把他们主权都送了外国人。”“中国人民就

谋生一方面的经济说，完全是处在外国的经济压迫

之下。中国国家表面上虽是独立国，实在成了外国

的殖民地。因为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受了外国这样

大的经济压迫，所以中国工人便谋生无路。”③孙中

山从分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外国对中

国的经济侵略入手，阐释了反帝的原因。孙中山特

别强调，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

“现在中国不只工人要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就是

读书的人、耕田的人、做生意的人，都是受外国经济

的压迫”④。指明中国社会各阶级遭受外国资本家

压迫的事实，意在动员各阶级加入反帝的行列，以

壮大革命力量。1924 年 9 月 7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发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说明《辛

丑条约》的前因后果，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

种事实。在此基础上，强调“纪念国耻的目的，在于

昭雪国耻”。为此，首先必须认清革命对象，“如今

站在我们面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帝国主义”。⑤

孙中山借助纪念活动，阐释了反帝的道理，明确了

反帝的任务。
反封建是中国革命面临的另一任务。纪念活

动过程中，孙中山对民权主义的阐释，包含反封建

任务的申明。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

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其结果是“建立民

主立宪政体”。⑥这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反封建

任务的阐释，民主立宪政体是对封建专制政体的否

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没有完成

反封建的任务。1919 年 10 月 8 日，上海青年会举

办中华民国国庆庆祝会，孙中山莅会发表演讲。他

提出，改造中国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通过革

命清除满清时代的官僚、武人、政客，才能“建筑灿

烂庄严的民国”。⑦ 在韶关庆祝武昌起义十三周年

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时，孙中山指出: 十三年来，“四

分五裂，政府腐败，道德破坏，纲纪荡然，兵戈盗贼，

遍地疮痍，人民所受痛苦甚于满清”⑧。这里借武

昌起义纪念实行北伐动员，要求发扬以前革命志士

的奋斗精神，进取长江，赢得北伐的胜利，以完成反

封建的任务。
( 三) 确立革命主体

革命任务由谁来完成、由谁来担负，这是革命

动员需要明确的问题。军人是革命的主力，是孙中

山从事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因而其多次对军人进

行革命动员和训导。在韶关庆祝武昌起义十三周

年纪念会上，孙中山对军人说:“武昌起义不过拿两

盒子弹，便受人家纪念。我们现在拿了许多枪炮子

弹，可否从十三年双十节后，再开过一个新纪元，使

后来的人来纪念我们呢?”⑨在这里，孙中山力求通

过武器装备的对比，激励北伐各军英勇作战，以成

就北伐大业。
孙中山晚年，逐步认识到工人在革命过程中的

作用，企望通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动员工人参加

革命。1924 年 5 月 1 日，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与广

州工人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同时举行。孙中山在

演讲中，说明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认为五一

国际劳动节是“世界各国工人通行的一个纪念日”，

是“世界各国工人战胜了资本家的一日”。纪念五

一国际劳动节，要让中国工人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

地位，为此首先要知道中国国家现在所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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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现在是世界中最贫最弱的国

家，受各国的种种压迫，所处的地位是奴隶的 地

位”。“国家的地位既然是很低，我们人民的地位自

然也是低，做工人的地位当然更是很低。”在这次纪

念大会上，孙中山主张仿效各国工人的做法，“组织

一个工人大团体”。“工人既是有了团体，要废除中

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

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①这里从分析国

家地位、工人境遇入手，说明了工人参加革命的缘

由与路径，实际上是对工人所进行的革命动员。
学生是革命的生力军，孙中山晚年注意利用纪

念活动对学生进行革命动员，引导学生参加革命。
1924 年 5 月 2 日，孙中山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

上发表演讲。他指出:“七十二烈士为国牺牲，以死

报国，所立的志气就是要死后唤醒中国全体的国

民。”“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就是纪念他们当时的

志气，纪念他们以死唤醒国民、为国服务的志气。”
孙中山还鼓励学生养成“舍身救国，视死如归，为人

类来服务的那种道德观念”，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

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②这番对于学

生的 励 志 性 讲 话，实 际 上 是 对 学 生 进 行 的 革 命

动员。
( 四) 诠释革命方略

革命需要讲究策略，对革命策略的诠释是革命

动员的组成部分。《“九七”国耻纪念宣言》指出:

“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有全盘的计划准备，决

不是轻举妄动，所可以奏效，也不是侥幸尝试，所可

以成功。”具体来说，必须“确立一种主义，并严定实

行主义的步骤”;“纠合大多数的人民，团结一个牢

不可破的团体”，才能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如

果中国人民依然一盘散沙，只能永远遭受帝国主义

践踏。③ 这里说明了革命谋划、主义指导、人民团结

对于反帝的重要性，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略。
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

义。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讲中，孙中山指出: 列宁

逝世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

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

命党一样”④。这里借助列宁纪念，说明了政党领导

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中国革命是世界

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的联合、国际统一战线的

建立，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孙中山在广州

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倡导“世界各国

的工人都要联合起来，去和资本家抵抗”。在他看

来，“现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作战，所向的目标

都是 一 样 的 敌 人，所 以 中 外 的 工 人 应 该 联 成 一

气”。⑤中国革命需要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中外工

人的联合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广州庆祝

十月革命过程中发布的《庆祝十月革命七周年纪念

宣言》，也发出了国际革命联合的号召:“任何民族、
任何阶级，对于真正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之要求，都

是一致的。”所以应该建立“联合战线”，“向压迫人

的国家攻击，以实现国际革命之成功”。⑥可见，孙

中山在思考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时，具有国际视野

和国际眼光。
( 五) 涵养革命精神

革命需要勇气、胆识和毅力，需要冒险精神、进
取精神、牺牲精神支撑。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

生会武昌起义纪念会的演说中指出:“处于今日，不

当有悲观之念，务须坚忍冒险，发愤求进。即士、
农、工、商，见吾侪能忍苦如此，亦必愤志图强。如

是，则中国前途大有冀望。故‘畏惧’两字，自今日

起，消灭无有，从兹专心一致，合力以助新造之民

国。”孙中山认为，革命不能畏惧，“凡事须论公理，

放胆而自行公理，不必更有一毫畏惧心”。⑦ 这里强

调革命要有冒险精神、进取精神，畏惧则是革命的

大敌。在南北统一十三周年纪念庆典上，孙中山要

求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政要“牺牲权利，革去私

心”⑧，这是对牺牲精神的倡导和张扬。
革命目的、革命对象、革命主体、革命方略、革

命精神等革命基本问题的阐释，使中国社会各阶

级、各阶层明白了为何革命、如何革命的道理，孙中

山的革命动员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兴起。

三、借助纪念活动协调中苏关系

孙中山晚年确立了“联俄”政策，为促进中苏关

系协调，孙中山十分重视与苏联相关的纪念活动，

列宁逝世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成为协调中苏关

系的契机和途径。
( 一) 借助列宁逝世纪念协调中苏关系

孙中山十分推崇列宁。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

在莫斯科逝世时，正值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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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期间。孙中山获悉消息后，提议用大会名义致

电表示哀悼，并休会三天。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俄国十月革命是

世界革命史上的“奇功伟绩”，究其原因，“实全由其

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

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

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

范”。“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

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

在。”①这是对列宁历史地位、精神品格的高度评价。
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还请

鲍罗廷发表演讲，介绍列宁的为人。孙中山在致北

京苏俄代表加拉罕的电报中，也表达了对列宁的推

崇。电文指出: 列宁虽然离开了苏俄朝气蓬勃的生

活，“然而他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长存，人们

将继续珍视他那种造成最高度的政治家和有创造

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他的著作也将永存，因为他

的著作是建立在一定会掌握和统治未来人类的思

想和希望的这样的社会观念上的”②。2 月 24 日，

中国国民党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台上高悬孙中山亲

笔书写的“国友人师”的祭帐，孙中山担任主祭并致

悼词:“唯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
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③既

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又说明了苏俄对于中国

革命的支持。2 月 26 日，孙中山在致齐契林的信中

还表示:“列宁同志的逝世引起我深切的悲痛。但

是，幸而你们党的工作是奠定在广泛的基础上，因

而，我们伟大的同志的逝世不致影响你们坚强的手

所创造的大厦。”④因此，孙中山在列宁逝世后，多次

表达了对列宁的敬仰之意、缅怀之情。
( 二) 借助十月革命纪念协调中苏关系

十月革命是表征苏联历史地位、世界影响的重

大事件，十月革命纪念对于中苏关系协调具有标向

意义。1924 年 11 月 7 日，广州各公团举行庆祝十

月革命大会，孙中山莅会发表演讲，充分肯定了十

月革命后苏俄政府采取的对华政策。他说: “自俄

国革命以来，俄政府即将旧时俄皇所订立的一切不

平等条约及权利都归还中国。俄国革命成功以后，

反乎以前帝国主义的政策，实行平民政策，退回从

前侵略所得的权利，系一件破天荒的事。”与此同

时，孙中山充分肯定俄国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意

义，认为“俄国革命成功就是中国得到生机之一日，

俄国革命成功可为中国革命之模范”⑤。这次十月

革命纪念发布的《庆祝十月革命七周年纪念宣言》
更是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之成功，不独是苏俄革

命的成功，并且是国际革命的开幕; 不独是苏俄民

族的解放，并且是国际民族的解放起点。”十月革命

开启了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引发了世界革命潮流的

到来。《宣言》具体分析了十月革命的纪念价值: 一

是将政治革命发展为经济革命，实现了人类真正的

平等; 二是十月革命成功后，产生了“不压迫人也不

被人压迫的国家”，苏俄自己民族解放后，抱持“己

欲立而立人”的宏愿，来扶助弱小民族。⑥孙中山肯

定十月革命后中俄关系的变化和十月革命对于中

国革命的示范与支持，既是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

也是协调中苏关系的策略之举。
( 三) 借助其他纪念活动协调中苏关系

国民革命期间，苏联派遣大批军事顾问直接指

导、参与军事工作，来华的军事顾问共组成三个顾

问团，即广州军事顾问团、开封军事顾问团和张家

口军事顾问团。巴甫洛夫来华后曾任孙中山的军

事总顾问兼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团团长，1924 年 7 月

18 日，他赴粤东考察时，不幸在东莞石龙东江流域

落水牺牲。孙中山闻悉巴甫洛夫牺牲的噩耗，万分

震惊，致电苏联政府表示:“沉痛悼念巴富罗夫将军

逝世。他是俄国为着中国自由而战的第一位捐躯

者。我国近邻———贵国的这位勇敢崇高的儿子并

没有白白地牺牲。他的牺牲密切了俄中两国的关

系，使国民党更加坚定地把为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

进行到最后胜利。”⑦这一态度表达了对苏联军事顾

问的尊重，对于协调中苏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借助纪念活动建构历史记忆、实行革命动员、

协调中苏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孙中山对纪念活

动价值的确认和运用; 而从纪念活动的视角切入对

孙中山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则有利于拓展孙中山研

究的空间和视野。
( 作者简介: 陈金龙，湖南益阳人，历史学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肖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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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at－sen and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Commemoration ( by CHEN Jin－long)

Abstract: SUN Yat－sen pictured the fundamental memo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conducting commemorative speeches，writing commemora-
tive articles and constructing commemorative facilities． Through th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SUN Yat－sen explained the purposes，tasks，main popula-
tions，strategies and spirit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hus，th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have become an im-
portant carrier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SUN Yat－se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Soviet Union such as the commemorations of Lenin's death and the October Ｒevolution，which provide the opportunities and ways for coordinating
Sino－Soviet relations．

Key words: SUN Yat－sen;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function

“Sir”“Premier”and“Founding Father”: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Honorific Titles of SUN Yat－sen ( by MA Ke－fe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greatest figur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China，SUN Yat－sen was endowed with the honorific titles“Sir”“Premier”
and“Founding Father．”It was a consensus to call him respectfully as“Sir”or“Sir Zhongshan”within the Kuomintang，and the appellation was com-
monly accepted by all other political forces． The Kuomintang members highly agreed on addressing him as“Premier”and considering him the paramount
leader，while such an honorific designation was not unanimously acknowledged outside the party． The attempt to eulogize SUN as the iconic figure of na-
tional identity by honoring him as“Founding Father”had positive effect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did not receive universal approval among di-
verse non－Kuomintang political forces． The Kuomintang's apotheosizing of its leader hindered its vitality and innovative potential to some extent，leading to
the rigidity and decline of its organization．

Key words: Sir; Premier; Founding Father; SUN Yat－sen; historical survey

Ｒe－understanding SUN Yat－sen's View of Ｒevolution———Centering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the Overall Plan
( by SONG De－hua)

Abstract: One of the main lines of SUN Yat－sen's view of revolution i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SUN Yat－sen's
view of revolution clearly stands on democracy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revolution and strongly resists the erosion of ideology of imperial autocracy，

which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t insists on taking construc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o discuss the revolutionary purpose，

especially highlighting the necessity of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the follow－up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civil
welfare，which expanded and deepen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olution． It persistently discusses the revolutionary stage on the theme of the people's au-
tonomy，and stipulates that al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genuine realization of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which embodies the
thoroughness of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 SUN Yat－sen; view of revolution; democracy;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Five Main Featur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 by LI Cheng－xun)

Abstract: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of 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Marx and Engels
finished a significant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ics，and founded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of which five main features have gradu-
ally formed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of development． First，it takes the development law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its research objects，embodying the char-
acter of objectivity; second，it takes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and working people as its own duty，embodying the character of class; third，

it employ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research methods，embodying the character of logicality; fourth，it advances with the
times，innovates and develops continuously，embodying the character of openness; fifth，it takes communism a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s its argu-
ment target，embodying the character of guidance．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five features is the character of scientificity，and the unity of scien-
tificity，class and revolutionary is the esse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form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and it is the deepening an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 China．

Key words: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five main features

Four Leap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Discussing the Obsolescence View of Marxism
( by YANG Cheng－xun，YANG Ji)

Abstract: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a developing open scientific system，which keeps innovating in practice and will never become out of date．
There have been four leap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happening during the past 170 years: first，the leap fro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to scien-
tific political economics; second，the leap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from“breaking－dominant”to“constructing－dominant”; third，the leap realized in
the economic chang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big oriental country; fourth，the leap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ll keep developing in the future and remain youthful forever． Hence，the Obsolescence View of Marxism is absolutely
wrong and has to be eliminated．

Key word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novating in practice; four leaps; “obsolescence view”

Ｒe－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s of“Mixed Economy”and“Cross－Shareholding”in a Scientific Materialistic Way
( by Frank Long)

Abstract: How to correctly construe“mixed ownership economy”( or“mixed economy”)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economic science，it also convey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nature，purpose and direction of China's reform． Taking the connotation or designation of“cross－shareholdings”，a micro－level
capital structure of the enterprise，as a major prototype of the macro－level“mixed economy”distorts the concept of the latter and defies gener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Worse still，channeling private capitals directly into state－owned equity through government mandates as a form of 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