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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对宋庆龄人生道路的影响和作用 

朱玖琳 

《宋庆龄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1年 12月版，

第 47-67页。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使中国在形式上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意义

重大。辛亥革命爆发时，宋庆龄正远在美国留学，但是从革命爆发的原因、结果

来看，这场革命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纵观宋庆龄反对封

建专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足迹，辛亥革命对她人生道路产生影响和作用可以划分

为三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是宋庆龄蕴蓄共和理念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在清

末新政、个人教育背景、家庭及其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宋庆龄形成了自由、平等、

博爱的共和理念，成为一名反对清廷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支持者；第二阶段是宋

庆龄形成为共和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信念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她从一个革命支持

者转变为一名革命参与者，她帮助孙中山从事共和事业，并在孙中山身边接受“导

师”的亲自指导，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共和国，如何来建立一个这样的共和国；第

三阶段是宋庆龄在孙中山身后踏上政治舞台，直接投身丈夫毕生的事业，实现一

个真正的中华民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宋庆龄始终坚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

国的信念，追求人民民主和自由。但是，她没有死守孙中山的理论。她反对孙中

山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强烈要求国民党迅速结束一党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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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最显著的成就是清廷逊位，最重大的意义在于“至少在形式上中国

已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含有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专制政体消灭”，

但它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因为它没有实现“真正和绝对的民主政治”①。 

章开沅先生说过，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革命前一百年积累的历

史问题，革命至今一百年中国如何走过，未来的一百年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将何去

何从。 

的确，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绝非 1911年革命的结果，促成 1911 年武装

起义胜利的也绝非革命党一派的力量。虽然清王朝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

统治，但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对促进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实际

效果是不可忽视的。最终，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促使站在开明专制、君主立宪、

民主共和的三岔口上的中国各派主要势力联起手来，合力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

然而共和制度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继承了他的衣钵，“中

华民国”仅剩躯壳；蒋介石执政后，又长期施行“训政”……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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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造就了历史，而同时，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

昌，逆之则亡”，历史对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影响甚至决定着每一个人的人生走

向和最终命运。 

有关宋庆龄与辛亥革命主题的研究文章多侧重于政论，少有分析这场革命是

如何影响宋庆龄人生道路的。辛亥革命爆发时，宋庆龄尚在海外留学，但这并不

意味着这场革命与她的人生毫无关系或者影响不大，相反，从这场革命爆发的原

因、结果来看，它改变了宋庆龄的人生轨迹，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本文拟就此

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共和理念的蕴蓄 

1912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消息传

到美国后，宋庆龄于当年 4月撰文，热情讴歌辛亥革命是继滑铁卢战役之后“二

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结束了

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法兰西共和国。宋庆龄认为中国革命也给

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因为世界和平尚未实现，中

国还未从列强的爪牙中挣脱出来。① 

在宋庆龄成长的道路上，促成她形成“自由、平等、博爱”之共和理念的因

素有多方面，这其中既有历史大潮的推动，也有个人成长经历以及家庭和宗教信

仰的影响。 

    1.清末新政对宋庆龄人生道路的影响。 

宋庆龄出生时中国已深陷落后挨打的境地，清廷统治危机四伏，在内外交困

之下，清廷为自保不得不思变，慈禧太后在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后，仍然决定变

法。1901年 1月 29日，正在西安避难的慈禧下变法诏，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涉

及军事、经济、教育、政治诸方面。 

“中国认识到她大量需要受过现代教育的男女人才”②，教育改革是清末新

政的重要内容。这一改革对国家而言，“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族文化

的提高”
③
，对宋庆龄个人而言，则直接影响到她人生道路的走向。 

1906 年 1 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行抵美洲后，参观美国各种

学校，并与各校校长商谈有关向美派遣留学生的事宜，耶鲁大学、干尼路大学、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4页。 

②
 宋庆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转引自[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新

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0 页。 
③
 李维民：《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炎黄春秋》2010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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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表示愿赠给学额，但学生必须程度合宜方可免收学费。①端方

历来重视办学，考察归来后，他更是将教育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立宪国“国本”地

位，在向朝廷提出的宪政方案中指出：“欲修其政，必先智民；欲智其民，必先

兴学”。② 

是年 9月，回国后不久的端方即莅任两江总督，他随后下令在其两江范围内

的苏、皖、赣三地分科考试，评定录取赴美留学生。力主振兴女学的端方在继

1905 年首次选派女生赴日留学后，又在此次特别辟出名额给女生赴美留学，于

是中国历史上便有了首批官费赴美留学的 4名女生，其中之一是宋庆龄。 

这次考试于 1907 年 6月 11、12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一、初二日）在南

京举行，原定选取男生 10 名、女生 3 名，所考科目除了语文和英文外，还有数

学、理化、历史、地理。值得称道的是，主考官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维新

派思想家、时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的严复，他应两江总督端方电召，于 6 月 6日

（四月廿六日）赴宁。他既是该次考试的出卷人，也是语文和英文两门主科的阅

卷人。考试最初报名者踊跃，有 200 余人之多，其中女性也有 30 人左右，及至

临考，男性仅 70余，女性不过 10人而已。参与考试的宋庆龄曾自豪地说：“1907

年，教育部门为派遣女学生出国留学而举行了择优录取的考试。被选派的留学生

享受由威尔斯利提供的奖学金。这场考试的成绩使那些男主考官们认识到，女学

生在智力方面并不亚于男学生。”③但事实上，严厉的考官严复并不这么认为，他

批评男女考生程度都很差，“女子程度尤浅，接到题纸，与之对觑，不能下笔；

英文勉强写出半板，而文法亦多支离。”④严复的判卷结果仅有 5、6 人及格，女

生全不及格，但他最终还是照原议选定 10名男生和 3名女生赴美，并于 6 月（五

月）发榜。据江宁《学务杂志》丁末（1907）年第六期记载，这 10 名男生分别

为：胡敦复、辛耀庠、王钧豪、韩安、倪锡纯（即宋庆龄的小舅舅——作者按）、

陈达德、李谦若、郑之藩、蔡彬懿、侯景飞，由于王、侯二人想完成在北洋大学

的学业，遂由备取生杨景斌、杨豹灵递补；3名女生分别为胡彬夏、宋庆林（即

宋庆龄——作者按）、王季茝茞；当时备取的还有王季昭明和杨荫榆 2 名女生，

被送往日本。
⑤
经过严复的帮忙争取，在考试已结束的情况下，不属于两江范围

的浙江嘉兴人曹芳芸和曹云祥姐弟俩于 7月中旬（六月初）来宁补考，并补入此

                                                   
①
 端方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选派学生留学奏》，《端忠敏公奏稿》卷十，第 9-10 页。 

②
 转引自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3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6 页。 

④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29-846 页。 

⑤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年影印本，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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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赴美留学名单。所以赴美人数变成男生 11人、女生 4人。 

这 15人虽然在严复眼中“程度极低”，但端方预言他（她）们“学业气质均

堪造就”①。的确，他（她）们日后几乎个个都是中国的栋梁之才。男生名单里

的胡敦复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韩安是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李谦若是交

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郑之藩是著名数学教授。女生也不让须眉，除宋庆龄

外，胡敦复妹妹胡彬夏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

一；王季茝茞日后成为生物学家，是近代中国科技女杰之一。备取女生杨荫榆

日后成为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他（她）们日后有此成就无疑得益于在美

留学的这段经历，得益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2.清末新政对宋庆龄思想的影响。 

1911年 11月，宋庆龄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

一文，从第三者的角度归纳了海外教育对留学生个人的作用：中国政府派留学生

到西方学校学习和吸收西方的思想，“实际上，是去接受促进埃及、巴比伦和亚

述这些古老国家当今社会进步的一切事物。”② 

清廷自洋务运动始派留学，这些海外留学生大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在

清末新政阶段，他们深感救亡图存的迫切性，在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后，更加厌恶

清廷的专制腐败，逐渐倾向于革命，宋庆龄便是其中一员，她和所有爱国者一样，

心中一直“蕴蓄着反满情绪”③。 

《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发表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一月，但从文章的内

容可以判断，该文撰写于清廷当道之时。在文中，宋庆龄大胆批评清廷统治道：

“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一直以任人唯亲和弄虚作假为特征。政府的要职都为御

用文人、朝廷亲信以及靠‘政治交易’青云直上的人所把持。他们对朝政一窍不

通，甚至连一点装模作样的治国本领也不具备。人民悲惨的境况，层出不穷的暴

动和起义，是这种选拔‘能干官员’的可耻方法带来的后果。”④ 

她认为：“‘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靠更为普

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宋庆龄当时尚不满 20岁，但已经体现出她思想

的深邃性。 

欲社会进步，思想启蒙是基础，所以，教育家严复力主“鼓民力、开民智、

新民德”；变法家梁启超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结为中国民智未开，故努力宣传“新

                                                   
①
 端方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选派学生留学摺奏》，《端忠敏公奏稿》卷十，第 9-10 页。 

②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 70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 页。 

④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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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说”，希望中国人民从帝国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清廷重臣端方

也说“欲修其政，必先智民”。 

革命家孙中山同样认为中国“昏睡的人太多了”，“蒙上眼睛毫无反应的人实

在太多了”，“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将来沦为欧美列强、白种人的奴隶的命

运，也是不可避免的”①。但与严复、梁启超不同的是，他主张革命新民。他曾

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借助西方的“天赋人权论”，批驳保皇派所谓“中国人无

自由民权之性质”，必须实行“开明专制”的言论，指出：中国人历来禀有民权

之性质，“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但经过革命必然会使中国由“野蛮之自由”进

到“文明之自由”，革命才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捷径。② 

宋庆龄当时的观点更接近严复和梁启超，强调教育和思想启蒙对社会进步的

作用。在这一思想主导下，她认为留学生在清末新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

由于他们的巨大影响和孜孜不倦的努力，一个国民议会（宋庆龄原文为 National 

Assembly，准确译法应该是“资政院”——作者按）已经形成，摄政者已颁布一

项法令：中国将于 1917 年成立议会（宋庆龄原文为 Parliament，准确译法应该

是“国会”——作者按）。”③ 

密切关注祖国命运的宋庆龄触及到了清末新政的根本性问题，虽然她将清廷

已宣布提前实现立宪的年份仍写作 1917年。 

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迟迟未触及根本的立宪问题，慈禧直到

1906年 9月方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计划从 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 1917

年正式实行君主立宪。摄政王载沣执政后，于 1909 年 3 月下诏，再次重申预备

立宪，并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 

资政院是清廷仿照西方法规体制设立的中央谘议机关，在地方，这样

的机构称为咨议局，是为成立两院制的正式国会奠定基础的过渡性立法机

构。按照既定步骤，资政院于 1910 年 9 月成立，其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

共 200 人，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推选，议员大多出身地方绅民。 

成立咨议局、资政院是清廷在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上迈出的重要步伐，中国的

民主政治始见端倪，宋庆龄对清廷的这一举措持赞赏态度，并骄傲地认为是归国

留学生促成了这第一步。宋庆龄的这一观点当然带有片面性，促成这第一步的并

不全是归国留学生，但这支力量对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①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杜 1990 年版，第 121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235 页。 

③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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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及宗教信仰对宋庆龄政治思想的影响。 

宋庆龄之所以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不仅仅是因为她经受

了“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①，还与她的家庭及其宗教信仰对她的影响密

切相关。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早年在美国接受神学高等教育，曾是一名基督教传

教士，在近代中国历史大潮的推动下，他逐渐从一个“土洋人”转变为一位爱国

者、革命者，成为孙中山最早的同志和朋友之一。正是在他的建议和催促下，孙

中山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他不仅帮助孙中山从事反清大业，还

从基督徒的角度为中国争自立，号召基督徒投入到救国运动中，在现实社会中实

现《圣经》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②具有同样宗教情怀的倪珪贞亦

不顾革命可能遭来的杀身之祸，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协助丈夫“资助革

命事业”。③宋耀如认为外国教育是达到解放中国目的的手段，于是他把他的孩子

们不分男女均送往美国接受教育。④他经常给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们写长信，寄

剪报，让她们了解国内的形势。因为家庭的关系，宋庆龄自幼就沐浴在上帝的光

环之下。在父亲的影响下，她在童年时代就知道革命，“熟悉他（孙中山）的名

字和志向”⑤。收到父亲寄来的一面崭新的共和国五色旗后，宋庆龄随即扯下寝

室墙上挂着的清朝龙旗，用脚踩了又踩，并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把龙拽下来！

把共和国五色旗挂起来！”⑥ 

 

二、共和信念的形成 

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高举宗教改革的大旗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启蒙思想

家们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然而中国政治并不像

西方政治那样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中国长久以来都是以人治国，“神”根本没

有能力影响“人”的国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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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宋庆龄认

识到要在中国实现共和非革命不能成功，于是她投入革命者的行列，决心为共和

事业而工作。她将个人理想与人类共有的理想相融合，将个人幸福与人类共有的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208 页。 

②
 详见拙文：《“行善、敬人、赞美上帝”——论宋耀如在基督教影响下的特殊人生轨迹》，《“宋耀如及其时

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见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宋母

倪太夫人讣告》。 
④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 51 页。 

⑤
《宋庆龄自述》，《档案与史学》1997 年第 1 期。 

⑥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 9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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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相融合，为建立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勇敢地克服个人障碍，嫁给了

她忠实崇拜的“中国政治改革家”、“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 

1.决心为共和事业而工作。 

1913年 3月 20日，一心追求共和政治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正在日

本考察实业的孙中山随即回沪，准备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

孙中山回沪后，直接下榻宝昌路 491号宋宅。宋耀如不仅为孙中山提供生活起居，

还负责打理孙中山在九江路的一处不为人知的私人办公室，宋蔼龄也在该处为孙

中山工作，就连宋家的私人车夫也在该处充当第一道门卫。① 

4月 26日，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 5 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善后大借款”的条件有损国家主权，初始就遭到国民党人及各界人士的强烈反

对。而袁世凯借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北京政府的政治、军事力量，解散南方

的军队，这更激发了南方各省的不满。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

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6 月，北京免除李烈钧、胡汉民、

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7月，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在江西湖口举兵讨袁，宣

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二次革命”不久失败，宋家与孙中山均逃亡日本，宋庆龄此时正在毕业回

国的途中，接父亲急电，她中途转往日本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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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决心为共和事业而工作： 

从我父亲与孙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

袁世凯想阴谋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

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

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

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之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

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

业而工作。
②
 

于是，宋庆龄在初到日本后不久，就开始同宋耀如和宋蔼龄一起去孙中山处，

协助他们为孙中山工作。 

2.将个人命运与共和事业相维系。 

                                                   
①
 详见拙文：《孙中山 1912 年至 1913 年在上海行馆的考释》，《民国档案》2003 年第 3 期。 

②
《宋庆龄自述》，《档案与史学》1997 年第 1 期。 

http://baike.baidu.com/view/3997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3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98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9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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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 3 月，宋耀如由于宋蔼龄准备与孔祥熙结婚，不再担任孙中山英文

秘书，而自己又身患肝病，不能长时间跪坐在日本矮桌边从事书写，因而急电召

已陪母亲回国治病的宋庆龄来日接替宋蔼龄工作。① 

1914 年 7 月 8 日，孙中山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就

任总理。中华革命党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建

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 3至 4月间，宋庆龄同宋蔼龄一起频繁去孙中山处为孙工

作，4月后则单独频繁赴孙处为孙工作，姐妹俩应该为筹备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

会出了不少力。 

担任孙中山秘书期间，宋庆龄还同宋耀如和廖仲恺一起，为孙中山起草、打

印条举袁世凯罪状的材料。当时，中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发行的报刊刊载了中华

革命党首领揭露袁世凯迫害国民党的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应袁政府要求，禁止这

些报刊在美发行，并拘禁记者。此案辩护律师要求美国驻日大使馆，调查目前在

东京之中华革命党首领们在新闻报刊上所揭露事实是否属实。为回答美大使馆的

询问，孙中山准备用书面材料，条举袁世凯的罪状及其迫害国民党的毒辣手段。

② 

宋庆龄“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③。1915 年 10 月，她不顾父母

的强烈反对，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与孙中山结婚是宋庆龄个人的命运，她

在致友人阿莉的信中坦言她是勇敢地克服了她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的，但宋

庆龄是将个人命运与共和事业维系在一起的，她对阿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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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婚后的宋庆龄感到非常幸福，她体悟到“自己的理想得以作为人类的理想而

实现，随之幸福必将到来。”并说：“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

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中，这就足够了。”⑤ 

3.对孙中山建设共和国之目标、方法与步骤的理解。 

孙中山是宋庆龄的“英雄”，她是他“忠实的崇拜者”，在同孙中山的十年婚

                                                   
①
 详见拙文：《从日本外务省档案看宋庆龄婚前在日沪间的往来》，《档案与史学》2003 年第 3 期。 

②
 俞辛焞、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 年 8 月—1916 年 4 月）——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

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5-238 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 907 页。 
③
 据朱卓文 1915 年 2 月 2 日致孙中山函，转引自杨天石：《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

复孙中山英文函》，《百年潮》2001 年第 12 期。 
④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 页。 

⑤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 20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2432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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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中，宋庆龄“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从丈夫那里“学到很多学问”。① 

1921 年 4 月，宋庆龄曾应《字林西报》的要求，撰文介绍孙中山的思想和

工作，此文相对集中地论述了孙中山建设共和国的目标与方法，全引如下： 

因为孙博士主张民权，所以他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政府，必须

真正是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孙博士希望从给予人

民地方自治权着手，以每个县或地区作为一个单位。 

这个地方政府应给予人民直接的权力，用表示他们意愿的 4种现代方法管理

他们的地方事务。这 4种方法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 

在地方政府全部组织起来后，给予每个县选举权，选出一名代表去指导县以

上的中央政府。这名有任期的代表被授权使用上述 4种方法，来指导中央政府的

公务员。 

至于中央政府，孙博士打算采纳美国宪法的三种权力，保留中国宪法的两种

权力，创建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机构。 

虽然政治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仅由一种权力组成，即皇权，但是孙博士发现除

了皇权之外，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两种权力，即考试权和监察权。现在这两种权力

已被欧洲最好的政府部分仿效。 

这个五权宪法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权组成。通过这五权宪法，

可使中央政府成为一个完善的政府机构。人民行使政治权力指导和控制中央政府。

这种政治权力就是上述 4种方法。 

政治权力完全在人民手中，我们公务员的职责就完全起作用了。不像欧美政

府的职责是政治和职能的一种结合。人民具有直接控制政府的权力，每个公务员

都是本行业的专家，结果就是一个高效负责的政府。 

自 1917 年以来，孙博士发表了三部著作，两部中文版，一部英文版。论述

了议会法、中国政治心理学和中国的实业发展。中国通过实业发展，可以变成一

个富裕的国家，为全国人民谋取福利。当他的两个目的达到时，中国将成为一个

既繁荣又善治的国家。这样孙博士的毕生目标就实现了。 

首先，宋庆龄表明孙中山的建国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宋庆龄此文中说的“民

有、民治、民享”虽然是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但其所指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曾多次演讲说他的三民主义和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

完全是相通的，宋庆龄 1939 年在应《新闽日报》编辑要求，阐述辛亥革命的历

                                                   
①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 19页；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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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和孙中山从事的革命目标时，明确说：清廷逊位，使中国在形式上成为亚

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因为真正和绝对的民主政治还没有实现，“清廷退位

之后，并不能建立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政府”①。 

其次，宋庆龄表明孙中山创建“权能分治”说来建立共和制政府。“不像欧

美政府的职责是政治和职能的一种结合”，孙中山把国家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

权两部分——政权“完全在人民手中”，人民享有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

决权这四种直接民权，“指导和控制中央政府”；治权归中央政府，由考试、立法、

行政、司法、监察五院组成，五院相互牵制，“中央政府成为一个完善的政府机

构”。 

1924年 4月 2日，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赠“贤妻庆龄”。大纲定建国之

首要在民生、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建设之步骤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

4月 12日，孙中山再书《建国大纲》以付石印，宋庆龄书跋于后谓：“先生建国

大纲二十五条，实为施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基础，而图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也。”

② 

 

三、对共和国的追求 

孙中山生前，宋庆龄以“贤妻”的身份，精心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并为丈

夫从事一些秘书工作，“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③。她与孙中山同忧

乐、共死生，辅佐孙中山建立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孙中山身后，对

孙中山的忠诚和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宋庆龄从幕后走向台前。她说：“我试求

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并誓言：

“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④ 

孙中山在去世前一年，实行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他去世

后不久，国共分裂，三大政策被弃置一旁。宋庆龄认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

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⑤，因而不同意分共。以后，她在反

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道路上政治立场逐渐转变，并最终由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

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⑥
。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295 页。 

②
 孙中山治丧处编：《哀思录》，1925 年版，初篇插页。 

③
 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 

④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 53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4 页。 

⑥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 514，目录号 2，卷宗号 224。转引自杨奎松：《宋庆

龄何时加入共产党？》，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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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但宋庆龄并未放弃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念，她

认为“国民党一直没有执行三民主义，而共产党领导人在实行。”“中国共产党是

孙博士三民主义的真正的拥护者。”① 

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间接地提出了反对，认

为不应该实施训政。 

根据三阶段论，孙中山规定从革命军起义到宪法颁布前这段时期，“一切军

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②1917年，他在广州成立军政府。1928年 10月

3日，国民党在统一中国后颁布《训政纲领》，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

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

表大全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依照总理建国大

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

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

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自此，国民党结束军政，实施训政。 

对此，宋庆龄持反对态度。1929年 8月 10 日，戴季陶奉蒋介石之命来与宋

庆龄疏通意见，他对宋庆龄说：“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

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

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

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

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

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宋庆龄反驳道：“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

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

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

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

《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

游泳的呢？”③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道路上，宋庆龄起初的活动基本上站在国民党的对

立面进行，她甚至曾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④。

                                                   
①
 [美]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子星》（英文），第 316—318 页。转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

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76—378 页。 
②
《中华革命党总章（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全集》第 3 卷，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7 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78—79 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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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宋庆龄借孙中山民权主义一词，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反对蒋介

石的独裁、蔑视民权的法西斯政治”①。同盟以保民权为号召，“支援为争取结社、

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②，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等人的响应。当时，胡适、罗隆基、张君劢等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很不满意，

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批评。1929年 7月 20日，胡适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

法》，对孙中山手拟的《建国大纲》提出疑问。该文认为，民国 13年（1924 年）

的孙中山“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该文由此进一步地批评

孙中山“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的参政能力”，其言论中有“根本性大错误”。文称：

“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

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胡适

明确地要求迅速制定宪法。他说：“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

只是专制。”③由于同盟同时致力于营救和援助政治犯，致使同盟内部分歧严重，

并终因总干事杨杏佛遭暗杀而终止活动。④因为同样的原因，宋庆龄在这一时期

先后出面参与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组织，均有共

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背景，因而被国民党视为变相共党组织而加以阻挠和破坏，

最后不得不停止活动。她参与筹备召开的上海反战大会同样如此。⑤ 

随着形势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

国民党的态度，从坚持世界革命到促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抗日讨蒋

到联蒋抗日。宋庆龄也转而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时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共产党人潘汉年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

的提议”至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动各实力派签字。宋庆龄、何香凝随即

以自己的名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间开展了征集签名的活动。1937 年 2 月 12 日，

宋庆龄同何香凝一起将该提案面交蒋介石。2 月 14 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又一起

亲赴南京，要求冯玉祥修改提案，“把（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政策。”

⑥于是，正式提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案由原名《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

                                                   
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9 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91 页。 

③
 转引自杨天石：《“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 

④
 详见朱正：《鲁迅和胡适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炎黄春秋》2005 年第 12 期。 

⑤
 详见邵雍：《伊罗生、〈中国论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市社会科学届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

年度）（哲学·历史·文学学科卷）》；邵雍：《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述略》，《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

第 3 期；邵雍：《1933 年上海反战大会始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8 年第 4 期。 
⑥
 详见杨天石：《史海钩沉：九一八后宋庆龄为国共合作募集签名》，载《光明日报》2004年 11月 24 日；

拙文：《宋庆龄抗战思想之演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 年度）（哲学•历史•人文

学科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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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案》改为《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内容亦相

应调整，从原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

竟革命之功业。”调整为：“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急起直追，扩大总理三大政策，

外与英、法、美等国进行联络，以接外援，内则全国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共同对

外。更设法扶助农工商各行业，使与救亡图存之大业相适应；举全国之人力、财

力、物力，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未完之功业。”①但是该提案被“密交常会”

②，仅限于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层面，未得以在全会上讨论，冯玉祥为此而感叹道：

“孙夫人提的案子，很可以告知大众，本无什么不可说的，何必如此呢？”③2

月 18 日，宋庆龄在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在沪各外国报纸发表致国

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并附上已向三中全会提出之原案全文。公开信题为

《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宋庆龄在信中主张：“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

国民会议，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要改变选举制

度，实行普选，“为了便利选举，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

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

实。”④ 

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抗战建国纲领》强调全国抗战力

量应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对内“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

对外“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宋庆龄随

即与何香凝共同署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的纲领，实行抗战到底》声明，表示拥

护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 

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组成了国民参

政会，《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

政报告、询问、建议、调查之权，但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其所通过决议案的

权力。对此宋庆龄并不满意，她呼吁，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现在虽有两个大

党和几个较小的党派，但是并没有一个充分的民主的代表机构，使每一个党派都

能够根据它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大小而在战时政府中担当适当的任务。”
⑤
 

                                                   
①
《新中华报》1937 年 3 月 13 日；台北“党史馆”档案，类别：会议纪录，类别序号： 5.2/17.9.9，标

题：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 
②
 见台北“党史馆”档案藏“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主席团成员王法勤在提案封面之毛笔批注。 
③
《冯玉祥日记》第 5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页。 

④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167 页。 

⑤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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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夕，1944 年 9 月，中共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

张，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与之相对应，蒋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还政于民”。与

此同时，随着国共两党围绕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争论日趋公开化后，民间的民主呼

声日益高涨，支持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对此，蒋采取了打压政策。宋

庆龄对此十分不满，她认为建立联合政府是“当前政局的唯一出路”①。1944 年

10月 31日，她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说：“眼下政治形势十分紧张。

国民党会不择手段，不惜冒任何风险以求达到目的。特工部门已经在公开镇压民

主运动了。他们破坏进步分子的所有活动，加强镇压和逮捕共产党人与左派。国

共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蒋介石不会同意共产党增加其势力。他也不会让人民和政

府民主化。”
②
 

1945年 5月 5日至 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

定于 1946 年 11 月 12 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了，但

是宋庆龄对此却并不乐观，虽然被大会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但她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她在会前就曾针对即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代

表的选举说：“从种种迹象看，代表将由上而下地指定，而不是选举产生。所以

期待大会在真正民主化方面有什么结果，显然是错误的。”③5 月 30 日，她就国

民党六大的结果，对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说：“代表大会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

成果：无论当权者还是政府都没有改变。一切照旧。”当彼得罗夫说毕竟代表大

会还是决定召开国民大会时，宋庆龄回答道，由于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在抗战前

选举出来的，由于他们并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那就很难期望大会能有什么成果。

④ 

虽然宋庆龄一再对苏联外交人员表示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国民党一

党专政的，但是她还是希望国共谈判能够成功，多党制的联合政府能够建立。在

美国的干预下，1946 年 1 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

协商会议。政协会议讨论了政府改组问题、过渡时期施政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

国大代表资格问题、宪草修改原则问题，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

                                                   
①
 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

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2 页。 
②
 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

辑，第 209 页。 
③
 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

辑，第 212 页。 
④
 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

辑，第 213 页。 



15 

《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问题案》等 5 项有利于推进民主的协议。

在这次会议讨论宪法问题时，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受到疑议，结果大会通过的

是一个仅保留五权宪法理论外壳的偷梁换柱的方案。对此，宋庆龄未在媒体公开

发表任何意见。究其原因，一、宋庆龄非理论家，她对宪法问题从未有理论探讨，

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能力介入其中；二、她之不表态已经是一种态度，这种态

度就是不管是谁的理论，以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政协会议民主讨论的最后结果为定。 

虽然国民党对政协会议协议十分不满，但还是为适应政协会议后的政治形势

陆续实行了改革，蒋介石于 1 月 28 日在国民党中常委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

议上提出一项议案：“现行法令中与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各项自由抵触者，应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①
2 月 14 日，蒋介石在从重庆

回上海的三天后，于上午 11 时往访宋庆龄，宋庆龄赠他孙中山 1924 年 4 月 12

日手书之《建国大纲》。②《建国大纲》第二十四条谓：“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

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

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第二十五条谓：“宪法颁布之日，即为

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

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细品之下，可知宋

庆龄选择这一时机相赠之期许所在何指。此举也显示出，宋庆龄对蒋这一时期的

表现是相当满意的。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憎恨根深蒂固，要他同意容纳共产党

参加政府几乎不可能。当日上午有大学生约 300 人聚集在蒋的“爱庐”外请愿，

要求见蒋，蒋气愤至极，谓此“乃为共党指使”③。 

国共短暂停火之后，6月四平战役爆发，内战再起。7月 22日，宋庆龄公开

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

党的声明》。她提出，“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了。”“联

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

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

个统治集团指派。”“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

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

                                                   
①
 转引自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20 页。 
②
 见邵铭煌：《另眼看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关系》，《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 50—51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6 年 2 月 14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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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

己手里的。”① 

1946年 11月 15 日至 12月 2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共产党和民盟缺席的情

况下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次年元旦，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

国宪法》，定于是年 12 月 25日施行。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代，正式进入宪

政时代。但是，正如宋庆龄曾说的，建立联合政府才是“当前政局的唯一出路”，

制宪国民大会将共产党和民盟排斥在外，所制定的宪法必然遭到共产党的强烈反

对。1947年 9月 16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

谓：“我并无任何从事政治运动以图参加（蒋）政府的意图。”②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庆龄以及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三位非共产党人士同共产党人朱德、刘少奇、高岗一起就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庆龄难以抑制欢欣，她想起了许多为

了这一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同志，她认为：“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

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③ 

结    语 

纵观宋庆龄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足迹，辛亥革命对她人生道路产

生影响和作用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分析： 

第一阶段是宋庆龄蕴蓄共和理念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历史大潮的推动、

个人教育背景、家庭及其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宋庆龄形成了自由、平等、博爱的

共和理念，成为一名反对清廷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支持者。 

第二阶段是宋庆龄形成为共和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信念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她从一个革命支持者转变为一名革命参与者，她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

共和国，她视这一理想的实现为她个人最大的幸福，因而将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

了革命。她帮助孙中山从事共和事业，并在孙中山身边接受“导师”的亲自指导，

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共和国，如何来建立一个这样的共和国。 

第三阶段是宋庆龄在孙中山身后踏上政治舞台，直接投身丈夫毕生的事业，

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宋庆龄始终坚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信念，追求人民民

主和自由。但是，面对国内政局的现实情况，在共产党人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下，

                                                   
①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16页。 

②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37页。 

③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 4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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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死守孙中山的理论。她反对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强烈要

求国民党迅速结束一党训政。当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被 1946 年政协会议偷梁换

柱后，宋庆龄在媒体上未置一言。 

宋庆龄虽然在政治立场上转向了共产党，但随着形势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

主要矛盾后，她重又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从内部督促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她

对国民党作出的团结抗日努力表示拥护和支持，并寄予希望，要求国民党发扬更

多的民主。在国军豫湘桂大溃败，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她力主建立

联合政府，认为这是唯一出路。但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令宋庆龄十分无奈的破坏

性道路。宋庆龄最终决定留在大陆，当宣布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她认为她和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建立了。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