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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夫人宋庆龄（1893—1981）曾说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

府的主要任务。”①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民生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关注和

正视的问题。民生关乎社会稳定，民生若发生问题，社会矛盾就会接踵而至。使

人民获得幸福是孙中山、宋庆龄这些伟大的爱国者投身革命的目的，也是中国共

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

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

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

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今年 1月 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诞生 120

周年，在中国已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一特殊时刻，谨以此文纪

念这位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

战士，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 

孙中山发起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他的民生主义突出地强调

了维持人的基本生存的经济的重要性，所以他坚持民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后指归。宋庆龄追随孙中山革命，也是出于同样目的，

为此，宋庆龄毕其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中国

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周恩来总理曾

经称赞她是“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以博爱精神为思想基础 

宋庆龄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家庭的独特氛围使她自幼就深受基督教博爱精神

的影响。在基督教教义中，善是上帝的恩典，行善的目的是见证上帝的恩典，而

不是有求于上帝。爱是基督徒最大的美德，爱人就是爱上帝的表现，基督徒要爱

人如己，还须像爱他的弟兄那样爱他的敌人。宋庆龄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倪珪贞救

助贫困乡间妇女的善行，多年之后一直为人称道。童年的宋庆龄经常跟随母亲去

教堂听道，到乡间行善，自幼就在父母一味奉献、不求任何回报的善行中，体悟

基督教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博爱。 

基督教“牺牲自我，成全别人”的悲剧性意识在宋家表现得特别强烈。宋庆

龄的父亲宋耀如自海外归来后，目睹中国社会种种之黑暗现象，对清政府的统治

极端不满，为了把上帝的光明带给他的同胞，在中国实现基督教所倡导的自由、

平等和博爱，他在结识孙中山后，走上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他在家

中地下室的印刷厂里偷偷地为孙中山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并在经济上资

助孙中山。具有同样宗教情怀的倪珪贞亦不顾革命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默默承

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协助丈夫资助革命事业。父母尊奉基督教以人为本的博爱

平等精神，并因此而投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宋庆龄。

宋庆龄在童年时代就已经知道中国因为民不聊生而有革命运动，所谓的“长毛”、

“拳匪”其实就是被生活压得走投无路而被迫举事的穷人。这让她在青少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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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把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辛亥革命胜利后，远在大洋彼岸求

学的宋庆龄特意著文，歌颂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把四万万人

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自由和平等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字

眼，中国的共和事业不久又重遭挫折。1913 年宋庆龄大学毕业，宋家正因“二

次革命”失败而与孙中山等一起流亡日本，宋庆龄带着欧美华侨托付她转交孙中

山的一箱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来到日本。在日本，宋庆龄从父亲和孙中山的交谈

当中得悉袁世凯将把民国倒退到君主国，她感到非常痛切。自幼就表示要为别人

而活的宋庆龄同父母一样热爱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同情过着悲惨生活的同胞，

她要为拯救中国而出力，她认为孙中山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1915 年 10 月

25 日，宋庆龄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宋庆龄极愿意为中国革命奉献自己，嫁给

孙中山就意味着嫁给革命，她说：“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

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

和国而站立起来。” 

 

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渊源 

与孙中山结婚以后，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影响下，宋庆龄对民生问题有了

进一步的理解，她认识到：民生问题是一切问题之因；民生问题与民族问题和民

权问题密切相关；要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坚持孙中山

的三大政策。随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断探索，宋庆龄对民生问题的认识也逐步

深入和发展。 

孙中山说：民生问题就是人类的生存问题，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根本

原因，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主义有联带关系，是救国

目标中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主义是前提，民权主义是核心，民生主义是目的。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物质享受，所以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后指归。

在他的设计中，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联合苏维埃俄国

可以帮助他充实军事力量，容纳共产党可以帮助国民党改组，扶助农工可以培植

中国革命的基础力量，从而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

和国，达到改善民生的最终革命目的。 

在孙中山的教导下，宋庆龄非常推崇他的民生决定一切的观点。她曾经重复

孙中山的话道：“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的组织不能改

良，道德退步，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对工人的残酷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

压迫，都要发生，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

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①
 

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朴素地继承了孙中山一定要改善人民生活的遗教。面

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宋庆龄逐渐认识到孙中山的民

生追求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随着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不断深入探讨，宋

庆龄将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进行革命的思想，发展成为联合共产党共同

革命的思想，最终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的唯一动力。但是，宋庆龄认为中国

在现阶段仍然应该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她当时并没有过分强调要政府在

民生问题上“用马克思之法”。 

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再次重申孙中山的观点：中国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和经

济实力，则无力抵御外来侵略和压迫；如果不抵御外来侵略和压迫，则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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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平等和生活上的改善。她呼吁：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应该同

时并进，“为了提高民族意识并真正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就必须大踏步地实行民

生主义。”①她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办法在于促进我国的农村建设和工业化，

她建议向欧洲、美洲、特别是苏联的工业与农业的成就学习，改善和提高农业生

产中的近代技术，通过工业合作社的形式吸收大批难民和失业工人，以维持经济

稳定和内地市场。她要求政府在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原则下，鼓励私人企业

的发展、保护私人财产、欢迎愿意帮助中国的外国资本来华贸易和投资。同时强

调，要实现孙中山的经济政策，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箝制，发扬群众对建

设的主动性和热情，这是建设国家、稳步发展工业和交通以及改善农村经济的一

个先决条件。 

 

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为达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类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最终目的，宋庆龄不

断努力探索如何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最后指归——民生主义，如何实现人民最

大利益的途径和方法。 

宋庆龄说，孙中山正是因为同情人民的种种痛苦，所以曾经用自己的医道来

为人民服务，他组建国民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富人更富，而是为了让穷人都富起

来。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宋庆龄开创了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将一生

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1938 年 6 月 14 日，她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积

极争取国际援助，进行大量战时救济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

献。为了救济数以百万计失去父母、流离失所的战灾儿童，她曾向全世界发出“救

救我们的战灾儿童”的呼吁。通过“保盟”所架设的桥梁，美国洛杉矶的爱国侨

胞和友好人士用他们的捐助在延安的窑洞里建立起洛杉矶托儿所。宋庆龄认为，

抗战期间的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也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凡与抗战利益

不相矛盾，而能改善民生之计，均当努力实行。她积极支持外国友人路易·艾黎、

埃德加·斯诺等为支持中国抗战而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盛赞其有助于人类

复兴、经济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1939 年 1 月，她在香港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

员会，并亲任名誉主席，积极筹募捐款和物资支援中国工合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在上海宣布“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支持国内和平民主运动的工作。在上海，她领导中国福利

基金会先后设立三个儿童福利站，并成立中国第一个全部由娃娃组成的儿童剧

团，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她曾经举办“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

义卖展览会”，为救济流浪儿童筹集资金。1947 年 10 月 1 日，在中国福利基金

会举办的一次规模盛大的中秋游园会上，她献出部分孙中山遗物供义卖，她还为

来宾提供有偿签名。为了救济贫苦的文人，她签了一个又一个„„受到济助的文

化人纷纷致信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 

1946 年 7 月 22 日，在内战白热化之际，宋庆龄发表声明指出：“目前的危

机并不是那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

他们的团结、自由和生活的问题。”“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她强

调：“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土地问题必须作

合理的解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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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宋庆龄高兴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

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

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宋庆龄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

为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党，能够根据人民的最大利益来判断一切，使人

民获得最大的利益，因而真诚地表示，她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将“永远和党在一起”，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①
 

宋庆龄领导中国福利会，在新中国妇幼保健卫生和儿童文化教育方面，积极

开展实验性、示范性和科学研究的工作。中国福利会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份儿童

读物——《儿童时代》；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少年宫——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儿

童剧团改名“儿童艺术剧院”，上演了许多深受儿童喜爱的儿童剧。宋庆龄还把

自己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 10 万卢布全部捐赠给中国福利会，用

于筹建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目前，该院已发展成为一所具有一流水平的妇

幼保健专科医院，部分科研成果已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 

由于“左”倾思想的不断作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度出现波折和倒退。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

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转移，并且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提出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构想。宋庆龄欢欣鼓舞，她兴奋地告诉海外友人：“最

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我们在集中力量使我们的生产、学术和国防

现代化。”②在她临终前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宋庆龄表示，坚信中国现代

化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完成不断进步的任务”③。 

宋庆龄逝世时，中国刚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正如宋庆龄所说，社会主义把人

看成最为宝贵，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与结果“并不是少数人有了积累，而是大多

数人有了美好生活”。④如今，在中共四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建设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在宋庆龄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目标已经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到本世纪

中叶，我国要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

战略目标。这正是宋庆龄所期待的使人民获得幸福的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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