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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盛衰强弱 常在海而不在陆——孙中山海洋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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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可以说家喻户晓，孙中山还是伟大的海洋思想家和历尽沧海的航海

家，却鲜为人知。尽管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孙中山的海权思想进行研究探讨，但对孙中山

海洋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海洋思想的内容、特点、实践及其历史地位还未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为了弘

扬中华民族宝贵的海洋思想遗产，唤起国民的海洋意识，向海洋进军，建设海洋强国，笔者就孙中山的海

洋思想研究作一家之言，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对孙中山海洋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 

一、孙中山海洋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海洋思想家，是中国近代海权运动的先驱。孙中山用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取代了封建革命思想，创立了以“民主、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思想，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

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纵观孙中山的海洋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

略，保卫中国海权，建设强大的海军和倡导发展海洋实业。其核心是以海兴国的思想。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源于开放性的海洋思想。这一思想明显地区别于封建革命思想，它是建立在

走出国门的基础上，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用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潮、用暴力革命来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制

度，建立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政府。而传统的封建革命思想则是农民革命，推翻一个封建王朝，

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这种封建革命由于受封建思想、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闭农业经济思

想的影响，总是新桃换旧符。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

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严格地讲，作为一派人物，孙中山可以和洪秀全、康有为、严复等人相提并论，但从对中国历史社会的影

响来看，孙中山可以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躯。孙中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诸多第一，如：他第

一个在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

会；他亲自为同盟会制定了著名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

他又把这个纲领归结为“民主、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更加鲜明地举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

孙中山作为埋葬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掘墓人，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他的一切纲领、主张以

及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民主革命思潮来源于走出国门，得益于海洋，具有明显的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的海洋思想特征。 

孙中山认为反对列强侵略的首要任务是收回中国的海权。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有掌

握了海权的国家才可能强盛，国家独立、恢复主权是争取海权的前提。孙中山认为“国家之生存要素，为

人民、土地、主权。”其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近代中国主权丧失，海权为列强掌握，

沿海港口、岛屿、商埠、海上交通权、海关权、海洋外交、海上贸易等主权丧失殆尽，海洋不仅没有为民

造福、保卫国家安全，反而成为列强入侵的通道，成为国家的致命弱点。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

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同外国立了种种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主权、领土送与外国，所以，中国与外人订立通

商条约之日即中国亡国之日。”孙中山为了强烈反抗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的海权，派南方革命政府代表参

加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并致函美国国务院，指出“夫远东问题，实以中国为枢纽”，这关系

“我国生死”，要“取消不平等条约”。1923年l2月，广东人民掀起收回海关主权的反帝爱国运动，当列

强20多艘军舰停泊在黄埔江面进行武力恫吓时，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支持广东人民爱国行动，发表了《关于

海关问题的宣言》，并明确指出：“列强对于此事，绝无干涉之权”，郑重申明中国收回海关主权的决

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向国人阐述了世界海权的发展走向，尖锐地指出：

“欧战告终，太平洋远东为世界视线之焦点”，“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

移于太平洋矣。……盖太平洋之中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为了保卫和

争取中国的制海权，孙中山从中国近代的教训和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形势出发，提出了“海军建设应列为

国防之首要”，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躯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并为此进

行了不懈努力和奋斗。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把建设强大的海军列为巩固海防、保卫中国海权

的当务之急。孙中山在走马上任临时大总统的当日公布命令：“以红旗右角镶青天白日，日有十二芒为海

军旗。”两天后，任命黄钟瑛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9个部之一的海军部部长，突出了海军的重要地位。他在

复陈其美的一封信函中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阐述了建设强大海军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之海军，合全国

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

可。……故中国欲勤修军备，然后可保障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也。”他告诫国人：“所谓太平洋问题，即

世界海权问题也。……昔时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

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

即争中国之门户权。”他主张将琼州即今天的海南改设为省。因为琼州“东瞰小大宋，西连东京湾，南接

安南，北倚雷州半岛”，“为大西洋舰队所必经之路，南洋之门户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必须致力于

建设，以巩固海防。他以英、美、日、俄等国海军竞相发展而警醒国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

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呼吁建立琼州省，建设天然海军根据地

榆林港，加速发展海军，以扼守这一战略要冲，牢牢把握住制海权。     

孙中山所提出的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通常被理解为专指制海权，笔者认为还应包括海

洋实业。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是孙中山海洋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为“振兴中

华”漂洋过海，奔走在世界各地。海洋作为连接世界市场的纽带，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为此，孙中

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应积极对外开放，向海洋求生存、求发展，特别是以港口为“发

源地”，外通内联，带动国家整个实业的发展。实业的发展离不开海军的保护和制海权的巩固，同样，没

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海军的强大和制海权的巩固都将无从谈起。孙中山把发展海洋实业作为恢复和

保卫海权的基础，把发展海军和掌握制海权作为支持实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思想在建设中国海洋实业

方案中得以充分体现。 

孙中山高度重视港口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称港口“为国际发展实业计

划之策源地”，“为世界贸易之通路”，是“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在《实业计划》中他亲自规

划的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构成了“连合中国全海岸线”的海港群体。与此同时他总结了中国

历史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等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要面向世界市场，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航运业和造船

业。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强调以沿海港口为中心，以航运业和造船业为依托，加快中国对外开放与交

往，对内通过发达的交通网带动国家整个经济建设。综上所述，都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思

想。     

二、孙中山海洋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源于走出国门。l2岁，孙中山随母亲离开故乡，来到檀香山他的哥哥那里，

并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开始接受资产阶级的系统教育。在那里他不再读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

了，而是学各种新鲜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学了地理，知道世界上原来除了有中国、美国之外，还有许许多

多的国家和民族。这种资本主义教育使孙中山接触到了近代的科学文明，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

想。他亲眼目睹了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吞并的斗争。身临其境，他更加怀念不断遭受外国侵略者欺凌的苦

难深重的祖国，逐渐滋长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意识，萌发了反对殖民主义和要求民主独立的思想。 

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拔萃书室学习，后来又先后在中央书院、南华医学堂、西医书院学习，

l892年获医科硕士学位。这一时期，孙中山除了致力于医科学习外，还广泛研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

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著作，尤其爱读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革命史》、达尔文的《物

种起源》以及华盛顿、林肯的传记，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十分向

往。 

中法战争中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更使孙中山气愤不已，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面

对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孙中山再也拿不住听诊器和手术刀了，在没有采取革命行动以前，他仍希望以改

良道路挽救祖国。l894年初，他写了一封长达8 000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建议清政府采用先进科学技

术，发展工、农、商业，改革教育制度，以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可是，上书如同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这时的孙中山方才意识到：社会的痼疾靠保守治疗不行，须动大手

术了。他毅然摒弃改良幻想，踏上了暴力革命的艰险征途。 

孙中山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为了躲避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被迫多年侨居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并与

航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南洋群岛、欧美大陆，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檀香山、东京、横滨、芝加哥、

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到处都是他宣讲民主主义思想的讲坛。当时的世界，铁路交通还不发达，飞机

尚未用于国际民航，孙中山的旅行全靠轮船。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

6次横渡大西洋，7次到檀香山，4次到美国本土，4次到英、法，7次到越南，8次到新加坡，l0余次到日

本……总共航海约20万千米，相当于绕地球5周。 

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在走出国门、探索救国之路、实现三民主义理想、建立近代

化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植根于海洋，升华于海洋，是海洋让孙中山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与

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二)孙中山以海兴国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的以海兴国，即海权思想来源于对列强的憎恨及对屈辱历史的总结。 



孙中山(1866-1925)，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正像村名一样，这里负山临海，翠木碧水，格外

秀丽。孙中山的故乡，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区。林则徐的抗英大旗曾经在香山县的城头飘扬过，水师

提督关天培也曾在香山所属的洋面上痛击过英国侵略者，距翠亨村不远的花县更出过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

洪秀全……一系列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英雄故事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对童年时期的孙中山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走出国门眼界的开阔，孙中山对近代中国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是英国列强

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海上大门，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后，苦难的祖国有海无

防，西方殖民主义列强肆无忌惮地进犯中国的海疆，以武力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写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一页，将一度强盛于世的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黑暗时代。中

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84次，入侵舰艇达1 

860多艘，入侵兵力47万人，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60年

间，帝国主义以战争赔款等形式，共向中国勒索白银l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6年收入的总和。这一连串的

数字记在了孙中山的脑海中，使这个热血男儿夜不成寝。 

孙中山苦苦地思索，为什么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仍得不到海权?为什么中国近代海军的强大仍换不来中国

的兴旺发达?当孙中山把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分析时，终于找到了答案。当我们的祖先还沉浸在黄河孕育的

农业文明中时，西方国家早把目光投向了海洋，为占有海洋、利用海洋和争夺海洋权进行着激烈的、频繁

的斗争，并由此带动了海军的逐步强大。尤其是19世纪以后，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

与海洋权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海洋权和海军实际上成了国家战

略问题。而此时的中国统治阶级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只是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映，是一种军事防御

对策，说到底仍然是为闭关锁国的政策服务。孙中山认识到了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有掌

握了海权，尤其是掌握了制海权，国家方可强盛。     

1912年12月孙中山给海军部长黄钟瑛的挽联写道：“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南都俦侣；屈指

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从而表达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海洋权的由衷感叹。到20世纪20

年代中后期，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思想形成，从而奠定了其为我国屈指可数的伟大海洋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三、孙中山海洋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 

孙中山的海洋思想在中国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海洋思想家，他的

以海兴国思想，即海权思想对近代中国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并将直接影响21世纪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

国家的盛衰强弱。 

孙中山的海洋思想同我国历史上具有海洋思想的领袖人物相比，从内容到形式有质的区别。首先，孙

中山的海洋思想是以海兴国、以海强国为目的，可以说他是把海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第一

人。孙中山把对海洋的认识上升到国家政治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指出“国家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

在陆”，从而把以海兴国的思想突出出来，把发展海洋权与制海权、发展海军与发展海洋实业同国家民族

兴衰紧密相连，这与一般的海洋忧患意识和以“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等

传统海洋农业思想有质的区别。前者是一个领袖人物的对海洋政治作用的高度概括，具有政治家的敏锐眼

光，战略家的宏阔胸襟。 

其次，孙中山在海洋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以海兴国的思想指导下，抓住了中国独立、民主

两个根本问题，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提出发展中国的海洋权与制海权，提出发展中国海

军和海洋实业，并亲自领导了推翻封建帝制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伟大实践，是孙中山用先进的三民

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孙中山是近代化中国的缔造者和奠基人。 

当然，在充分肯定孙中山海洋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也要看到孙中山海洋思想的局限性。由于时代

或个人认识上的限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仍属于海洋农业文明的范畴，或者说是不成熟的海洋商业文

明思想。另外，尽管孙中山提出了以海兴国、振兴中华海权的思想，但可惜的是，他的宏图伟业尚未开

始，大权就很快旁落到袁世凯之手。中华民国首任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黄钟瑛英年早逝，规模有限的海

军力量全部沦入袁世凯的掌握之中而难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在他著名的《实业计划》中，

主张在中国的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以

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但这些美好的设想因孙中山积劳成疾，过早去世而成为泡影。 

孙中山以后，仍有不少中国人在致力于中国海军的振兴。1915年，便有人提出裁撤旧军舰，发展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崭露头角的海军航空兵和潜艇兵力。南京国民政府一度想扩充海军，曾提出：“要挽回国家

的权力，必须建设强大的海军，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上一等海军国……”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

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态势，时任海军司令的陈绍宽数次主持制订海军发展计划，谋求在立足防御的同时，

海军能够在海上与入侵之敌作战，“获得中国海之制海权”。但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

下，海军经费得不到保证，计划屡屡落空，及至l939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海军有大小舰艇仅120余

艘，总吨位为68 200吨，尚不足拥有航空母舰的日本海军总吨位的l／30。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支弱势海军

既无力同日本海军在海上正面作战，也无力扼守海口以阻敌海军内驶进犯。遂决定将海军主要舰艇和其他

船只沉于长江下游的江阴航道，借以阻挡日军的进攻行动。1937年8月11日和9月25日，中国海军总司令陈

绍宽指挥将228艘舰船沉人江阴航道的最窄处。海军的主力舰船损失之后，日本兵舰直驱武汉、宜昌，中

国出现了船毁海防摧、国破山河碎的局面。l948年，当国民党海军从英国接回的第一艘轻型巡洋舰“重



庆”号驶抵中国的时候，偌大的上海港竟没有自己的一泊之地。这一严酷事实进一步印证了孙中山以海兴

国思想的重要性。 

四、弘扬孙中山海洋思想的战略意义 

首先，弘扬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战略思想，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是顺应全球海洋开发大潮、建设21

世纪海洋强国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孙中山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反思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海兴国的战略思想，这是对人类向海

洋进军历史的科学而理性的总结，深刻地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政治、海洋与国家经济、海洋与国家安全、海

洋与社会进步的重大战略关系，历史已充分证明了孙中山这一理性总结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海洋是生命的源泉，海洋是资源的宝库，海洋是人类新的生存空间。21世纪是海洋世纪，人类将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海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争夺、控制与研究、开发、利用、保护海洋将成为21世纪的主旋

律，海洋必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要贡献。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我国的空间发展战略必须进行大的

调整，即从重陆轻海转向海陆并举，优先开发海洋。进军海洋，以海兴国，以海强国，这是时代的召唤，

是人类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民族，龙归大海方能尽显其威。笔者相信，只要我们

进一步弘扬孙中山以海兴国的战略思想，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基本国策，抢占海洋这个21世纪发展的制高

点，必定能够迎来民族的振兴与腾飞。 

其次，弘扬孙中山的海权思想，强化海军建设，增强海防实力，构筑海上万里长城，是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和国防安全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 

正像孙中山、郑和所言，“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

上”。21世纪，海洋问题将成为与国家利益攸关的重要政治问题，任何沿海国家的兴衰都离不开对海洋权

益的统一筹划。21世纪海权进不了历史博物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围绕争夺、控制海洋而展开的维护

海洋权益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以海军为主体的海洋武装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突出。之所以强调海洋

武装力量是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海洋武装力量担负着保护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海洋

历来是沿海国家的屏障，也是霸权主义国家侵略别国的通道。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海洋的

政治、经济、战略地位日益提高，海洋已成为国际战略争夺的新高地。世界斗争的焦点将从陆地向海洋转

移，沿海国家纷纷加强海军建设。目前，海洋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的发展已呈现出以海制陆的巨大优势，

日益影响到军事乃至政治战略格局，海洋对国家的安全显得格外重要。 

二是海洋武装力量担负着保卫国家海洋权益、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重任。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生效，海洋由传统的“领海”与“公海”之分，改变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不

同的海洋区域。当前，世界各国围绕海洋权益争夺，已由过去的争夺军事目标、战略要地和海峡通道为主

变为以争夺经济利益、岛屿、海洋资源为主，由过去的超级大国为主争夺，变为广大沿海国家竞相参与。

海洋成为国土的一部分，全球性“圈海”运动此起彼伏，在世纪之交或21世纪初必将形成高潮。作为海洋

武装力量也由所担负的保护国家领海主权安全，拓展到保卫国家海洋国土、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即国家主

权权利和海洋利益等诸多方面。 

由此不难看出，要保卫国家安全，要反对海洋霸权主义，要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就必须建立一支强

大的海洋武装力量。 

第三，弘扬孙中山发展海洋实业思想，加速海洋的开发利用，是建设海洋强国和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海洋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人类将依赖于海洋

来保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小，国家经济发展的后劲在

相当大程度上将倚重海洋这个资源宝库和借助于海洋的全球大通道作用。开发海洋，大幅度提高海洋经济

的贡献率，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开发利用海洋，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可以缓解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危机的压力。人类正怀着对海洋

的期待迈向21世纪，而对于承受巨大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压力的中国，这种期待显得更为强烈、更为

突出。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更新发展观念和思路，开拓发展视野，从单纯地在陆域经济上做文章，转移到

向富饶的海洋寻找出路。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只要我们积极做好海洋开发这篇大文章，海洋将会

为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问。     

充分发挥海洋经济优势，全面扩大海洋开放，可以增加经济的外向度，带动内陆腹地的经济发展，改

善和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重视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和利用

内资，开发利用海岸带及邻近海域资源，积极发展海洋经济和其他经济，初步形成了一个沿海外向型经济

带。如果我们进一步发挥海洋区位优势，扩大海洋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将使沿

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海洋产业还具有渗透力强、辐射面宽的特点，利用这一特点可以密切

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技术协作，优化资源(含剩余劳动力)配置，带动内陆腹地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快海陆一

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步伐，缩小沿海同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 

 

(参考文献略，l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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