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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五四运动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 李丽

100 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

件。此时，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寓所（今香山路 7 号上海孙中山故居）撰写《实业计划》等著作，欲从思

想上启迪国民，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很快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关注和重视。

声援和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

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北京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

传回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强烈愤怒。5 月 4 日，北京大学等学校 3000 多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四

运动爆发。

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 5 月 5 日晚在看到北京发来的有关学生示威游行的新闻电讯后，及

时在《民国日报》上报道，并用电话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立即指示：“《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

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首先是复旦大学。”于是，邵力子手拿《民国

日报》赶到复旦大学，自己打钟，在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的帮助下，紧急集合全校同学，亲自

上台宣读报上的头条新闻。他慷慨激昂地鼓动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忱，难道我们上海没有？”

邵力子先生的讲话，激起了复旦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同学们当即决定筹备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以领

导上海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上海学生纷纷发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多次

集会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邵力子晚年在《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孙中山先生五四时在

上海，对全国学生总会起了领导作用。我到各校演讲，也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民国日报》是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于 1916 年 1 月以讨伐袁世凯为主旨在上海创办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从 5

月 7 日到 17 日，《民国日报》连续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题报道运动的进展，并广泛登载各地学生

运动消息。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多次提议并致电当局呼吁释放被捕学生。1919 年 5 月 9 日，在孙中山的

建议下，他与军政府各总裁（唐绍仪除外）联名致电徐世昌，希望政府能“洞明因果，识别善恶，宜为平情

之处置，庶服天下之人心”。当月，孙中山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责以不能为卖国者庇护；且

不能妨碍学生与各界爱国运动。”7 月，广州桂系军阀也对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员进行武力镇压，拘捕了工人

和学生代表。孙中山闻讯后，立即伸出援手，致电广东军政府，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工、学界代表。



1919 年 5 月 8 日，孙中山对正在上海民众中努力工作的陈汉明的来函批示：“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

一分之力也。”明确指示革命党人要投入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5 月 12 日，孙中山又复函陈汉明：“对诸

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

国魂。” 信中表达了对学生爱国行为的支持，并愿意做学生的后盾。

5 月 11 日，来自上海的 60 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举行上海学联成立大会，会上通过学

联章程与宣言。宣言指出：“期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复

旦大学学生何葆仁被选为主席，朱仲华为总会计兼总干事。1919 年 5 月 29 日，孙中山派代表在西藏路

老金龙菜馆约见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何葆仁及总干事朱仲华，转达对学生意见的支持赞成。5 月 30 日，

孙中山在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又会见了朱仲华等人，朱仲华对此回忆：“这一年 5 月 30 日,我和另一位

上海学联代表同去孙中山先生家中，向孙先生表示感谢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孙先生在他的书房里接见我

们，当面嘱咐我们要扩大阵线，尽可能设法使上海商界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要敢于向帝国主义盘踞的租

界进军。孙先生表示，如果租界工部局干扰或逮捕学生，他会出来讲话,作学生的后盾。这是孙中山先生给

予我们巨大的鼓舞。” 第二天也就是 5 月 31 日，上海学生破天荒闯进租界公开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在社

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显然是与孙中山的推动分不开的。

1919 年 6 月 2 日，孙中山在莫利爱路 29 号寓所又接见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何葆仁、总干事朱

仲华，这次孙中山详细询问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市 44 所大中学校 2 万多名学生示威游行的情形，特

别对上海学生粉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破坏爱国救亡运动的阴谋活动表示赞赏，还说：“你们能攻破上海

这个帝国主义的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这是同学们团结一致的力量。”6 月 10 日，孙中山仍在莫利爱

路寓所接见朱仲华，赞扬了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朱仲华对此回忆说：“当时孙中山先生住在上海

莫利爱路（今香山路），我因工作关系时常去那里向孙中山先生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因此得以多次面聆孙

先生的谆谆教导。”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还在寓所接见了来自北京的学生代表。北京学生为扩大运动，推选许德珩、

黄日葵为代表南下。5 月底，许德珩、黄日葵及其他几位学联代表前往上海拜会孙中山。对此，许德珩回

忆道：“当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学生因反帝、反卖国军阀的示威运动，我们三十一个学生和一个市民

被逮捕的事件发生以后，孙中山先生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当这年的五六月间，各地学生代表聚集在上海组

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扩大学生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是支持学生的，他曾多次邀集我们到他的上海住

宅谈过话，我个人曾经两次参加过这样的谈话。他每次都是很亲切的，慈爱地帮助我们，鼓舞我们。“6 月

16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段锡朋、许德珩、蒋梦麟等全国各地

30 多个单位的学生代表 200 多人参加，孙中山也参加了大会，据与会者回忆：“会后，他向北大同学恳切



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8 月 5 日，孙中山出席全国学生联

合会评议部闭会式时，发表了 20 多分钟的精彩演讲，演讲中称学生的爱国运动“皆属一种牺牲精神”。

孙中山不仅在思想上精神上鼓励和支持上海学生运动，而且为支持学生运动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当时，

上海租界里的工部局不允许学生在租界里游行。爱国学生为发动“三罢”和游行示威经常出入租界，但是一

旦和租界当局发生纠纷，依据领事裁判权的有关规定，中国律师不得在租界里的法庭上为学生辩护。为此，

孙中山先生聘请了好几位外籍律师，一名是英国律师穆安素（意大利籍），一名是法国律师达商，准备随

时出庭为学生辩护，并派专人及时地把这一消息转告给上海学生联合会。

6 月 11 日，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因起草、散发《告北京市民宣言》被捕，震动全国。进步刊

物《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关闭，胡适被捕的谣言也传至上海。9 月上旬，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到上海进

行南北和议时前来拜访孙中山，孙中山向许世英郑重提出了陈独秀被捕之事：“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

弱点，你们做的‘好事’，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但是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身体不好的，或

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听了这番话，

口口声声地说：“不该，不该，我这就打电报去。”过了没几天，也就是 9 月 16 日，陈独秀获释。

在沪创办刊物宣传新思想

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为响应运动，指示属下在上海《民国日报》开辟副刊《觉悟》，创办《星期评

论》《建设》杂志，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开始重视舆论宣传作用。

学生运动对孙中山的启发很大，他从中看到了学生群体的奋起是受新思想的启发，所以决定宣传本党

的思想、促进国民觉醒作为革命党活动的主要方向。为此，孙中山指派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创办《星

期评论》。1919 年 6 月 8 日，《星期评论》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在上海创刊，该刊为周刊，周日

出版，用白话文刊行，编辑处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 5 号，到 1920 年 6 月 6日停刊时，共出版了 53

期。除戴、沈、孙负责编辑外，星期评论社的成员还有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俞秀松等。《星期评论》

是早期国民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致力于介绍和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

思潮，创刊后不久赢得了很多读者的追捧。它是“五四”时期上海地区的重要刊物之一，与李大钊、陈独秀

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此外，孙中山还指派胡汉民等人于 1919 年 8 月 1 日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并撰写了《发刊词》。

《建设》从创刊至 1920 年 12 月停刊，共出版 13 期，由朱执信、廖仲恺等主编，亚东图书馆出版。《建

设》杂志除连载孙中山所著《实业计划》的部分内容外，较多介绍西方国家的建设经验，以启迪中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建设难题，尤其是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阶

级斗争的研究等内容，积极响应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于 1919 年 6 月 16 日创刊于上海（日刊），主编邵力子，陈望道协助

编辑，主要撰稿人有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沈泽民等人。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

义思想，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情况，译载恩格斯、列宁等的重要论著，深受读者欢迎。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以实际行动支持、指导和推动了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发展。

不断深入的运动，使正在总结革命经验、探索革命道路的孙中山看到了民众中蕴藏的伟大力量，并影响了

他晚年的思想转变和革命方针的调整。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顺应历史潮流，

关注工农运动，改组中国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最终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