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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复兴公园西侧，淮海中路以南，有一条静谧的小路。它很短，被法国

梧桐包围，却承载着两个伟人一段重要的历史。它曾经叫“莫里爱路”，属于上海

租界时期的法租界，以法国戏剧家“莫里哀”之名（Rue  Moliere）命名，而“香

山路”则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家乡“香山县”于1943年改名而来。

上海香山路因有孙中山曾经的“莫里爱路寓所”而特别耐人寻味。孙中山故

居承载着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是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生活的见证地，《建国方

略》的完成地，国共合作的发源地。

一、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生活的见证地

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一楼的客厅东墙上悬挂着“孙大元帅蒙难一周年纪念”的

照片，那是孙宋夫妇“精诚无间”、生死与共的见证。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第二年，为“讨袁护法”

夫妇俩便从日本回到上海。但是因居无定所，曾租借在法租界环龙路63号（现南昌

路59号）一幢二层小楼。由于孙中山长期没有固定寓所，1918年，孙中山的侍卫副

官黄惠龙号召华侨力量，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购买了莫里爱路29号的住宅送给孙

中山。在他们恳切地劝说下，孙中山不便推辞，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6月迁入新

居，直至1924年11月离沪北上。

从此，伟人夫妇便有了环境幽静的安身立命之处，使孙中山能认真思考革命

前景，总结经验教训，并潜心研究革命理论。宋庆龄用她的英文打字机为先生记录

谈话、打印书稿和文件，是孙先生的“贤内助”；宋庆龄悉心照料先生的生活起

居，用门球具陪伴先生锻炼身体，使先生原有的胃病也得以调理，是先生的“贴心

人”；殊不知，宋庆龄在生死患难时刻，仍然把先生放在第一位，是先生的“共死

生”之人。

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失败后，于1918年5月离开广州来到上海，他为了继

续“护法”，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事业，决定首先打垮桂系军

阀，夺取广东根据地。上海寓所作为革命活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孙中山回到上海

便制订了“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的中心任务。于1920年11月，粤军攻克广州后便

携夫人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主持政局。谁知原粤系军阀陈炯明由于与孙中山

北伐意见不合，公然反叛。也因此孙宋二人经历了一次生死患难。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队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凌晨二时，睡梦中的宋庆龄

突然被丈夫唤醒，得知陈炯明已经叛变后，宋庆龄却义无反顾地让丈夫先行撤离，

自己留下掩护，一句“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让原本柔弱的女子显

得如此的大义凛然，同时也掩饰不了宋庆龄对孙中山满满的爱。尽管对爱妻不舍，

时局所迫，孙中山最终同意了先撤。孙中山辗转登上“永丰舰”参加平叛，而经历

九死一生的宋庆龄终于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会合，由于旅途劳累，宋庆龄也永远失

去了做母亲的机会。经历生离死别的夫妇俩回到上海寓所后，孙中山亲手书赠宋庆

龄“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题词，来表达一个大丈夫的深切之情。

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一生中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他回到上海莫利哀路寓

所后，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和思考，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孙中山在寓所

内为蒋介石所撰《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而夫人宋庆龄则在上海的《民

国日报》上全文发表了《粤变纪实》。就在回来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孙中山先

后在寓所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

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则继续“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继续“投身

丈夫毕生的事业”。

二、《建国方略》的完成地

在上海寓所的二楼书房里，随处可见先生为规划中国“物质建设”的手绘地

图、规划中国“心理建设”的参考书籍以及走廊里的《中国铁路全图》（图3）。

进入书房则是四周墙上11幅地图，其中一张“上海吴激间水陆交通图附军队配备地

点”和另一张用毛笔画的军事示意图，都是中山先生亲自绘制的；书桌上，除了

文房四宝，还有当时现代化的测绘工具“曲尺”“圆规”“印泥”等等。而卧室阳

台门口正对着卧室大门的沙发椅，则是先生撰写《孙文学说》时最爱的椅子。这一

切，都把我们带到了1918年、1919年，看到先生深居简出、著书立说的忙碌身影。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也是孙中山

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理想目标。

《建国方略》由三本著作汇集而成，即《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和《实业计

划》。《民权初步》是《建国方略》的“社会建设”，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

论著。它是1917年在上海租界的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中完成的。在推翻帝制后，

孙中山为实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特别重视议事法则，所以此书原名《会

议通则》。叙述了政府管理和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

反映了孙中山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

《孙文学说》是《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是孙中山的哲学代表作。入

住上海莫里爱路寓所的1918年年底完稿。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理论

化了“行易知难”的观点，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该书宣扬了“行而后

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全书对“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说有所批驳，告诉革

命党人要在革命中“勇于行用于实践”，所以在当时对革命起了一定作用。

《实业计划》是《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是孙中山为建设一个完整的资

产阶级共和国而勾画的蓝图。1919 年2月完稿。该书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10年远

景规划。其中包括建设中国铁路10万多千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港口10个大的

项目。《实业计划》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

思想。

就在上海寓所，孙中山完成了阐述他思想体系的《孙文学说》及指导中国经

济建设的《实业计划》重要著作。与此前在环龙路寓所完成的《会议通则》绘编成

《建国方略》于1920年出版，成为先生把中国构建成一个“完整”国度的重要著

作。

三、国共合作的发源地

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不仅著书立说，潜心研究革命理论，还得到了中国工人阶

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1922年8月，深受陈炯明叛变的重大打击的孙

中山回到上海，多次邀请共产党人李大钊来寓所会谈，探讨“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

国”等问题。故居二楼书房的六角桌便见证着国共合作的这段历史。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

出，中国的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此提出了“打倒帝国主

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做了积极的评

价，同时也坦率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缺点和错误，指出了“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

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

民主革命中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它还指出：“中

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

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坚决

斗争”。
1在随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指明了当前的基本任务

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

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纲领、决议对孙中山

无疑是最有力的推动和最大的帮助，让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党内的各种问题，并进行

研究和反思，着手改组国民党。

1922年8月，孙中山回到上海寓所后不久，共产党人李大钊便来访，随即和先

生进行交谈。探讨如何改进国民党、如何“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

此后便在故居书房的六角桌旁谈了好几次，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孙中山对这种诚

恳和热情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李大钊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后便亲自主

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第一个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分

子”，也成了国共合作的桥梁。孙中山也虚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议，决

心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就在上海寓所前的草坪，1923年9

月、11月、12月分别三次召集国民党代表召开会议。其中十二月中旬先生第三次召

集会议审查国民党改进案宣言以及党纲党章。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

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及党纲、党章的工作，并接受孙中山的邀请，派出一些共产党

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力量。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今后中国革命必

须依靠民众的力量，指出“今日革命，则在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可以看

出孙先生在共产党的建议主张的提携下，开始有了向民众靠拢的思想转变，为此后

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即奠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主

张。宋庆龄那时曾问孙中山为什么要联共，孙中山回答：“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

要死的人，急需要新鲜的血液注入，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流动。” 

1923年元月元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

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第二天，在孙中山领导下，中国国民党改

进大会在上海召开，并通过了党纲和总章。孙中山在会上做了有关政治、军事、党

务的重要发言。

孙中山经历了屡次挫折和失败，吸取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在俄国十月革命的

影响下，中国工农群众运动推动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

新的力量，坚定地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

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生前最后居住的寓所，虽一共居住年限并不长才六年，却

见证了伟人夫妇的真挚爱情，见证了孙中山的思想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

变，也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起和酝酿。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居此，直

到1937年7月，会见赴庐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拥护支持中

共提出共同抗日主张，完成先生未竟的遗志。

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文物掠影
郑　妍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宣教部　上海　200020）
[摘　要] 本文结合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几件馆藏文物，对该名人故居在当代的历史意义进行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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