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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政治文化传播的三条途径 

作者： 陈邵桂  

┊阅读：479次┊ 

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翻帝制，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由于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在

国内积极发展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并与改良派进行激烈论战；同时也是与他极端重视并创造性地进行政治文

化传播分不开的。他说：“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

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

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①孙中山进行政治文化的传播主要有三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是秘密串联谈话和集会演讲。  

1887年，他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后，阅读了不少介绍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书籍，加上香港当时特殊的社会生活环

境，深受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经常利用节假日往来于港、澳两地，结交有识之士，传播进步思想，特别是

与杨鹤龄、尤列和陈少白来往密切。后来，孙中山回忆在香港西医书院的经历时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

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有陈少白、尤少纨(尤列——

引者注)、杨鹤龄三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

等为‘四大寇’。”②如上所述，在孙中山之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已经在中国开始传播，但那时的宣传都是以维

护封建皇权为目的。孙中山本人也曾受到过影响，他也曾寄希望于上书李鸿章，通过朝廷重臣的力量达到使国家变法图

强的目的。上书失败以后，他迅速奔赴檀香山，进行秘密串联传播革命思想，终于有20多人接受他的倡议，并于1894年

11月24日共同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旋即回国，在回国途中一路航行一路宣传。陈

少白后来回忆说：“孙先生那时革命思想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

命。”其中，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一名广东南海侨商，实际也是推销员，名叫陈清，在船上听到孙先生的演

讲，备受感动。在横滨下船后，陈与前来接应的三位朋友一见面便说及此事，他们急不可耐地登船邀孙中山上岸交谈。

因船即将离岸，孙中山未及上岸，送兴中会章程等一些文件给他们。后来，这几个人到香港参加了兴中会，并捐资3000

元。③从有关收录孙中山著作文集的统计中，也可说明演讲和谈话是他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重要途径。《孙中山全

集》收录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演讲13篇，谈话25篇。此外，陈旭麓和郝盛潮主编的《孙中山集外集》(该文集收录《孙中

山全集》未收录的文稿——引者注)收录了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演讲5篇，谈话39篇。  

第二条途径，是领导创办革命报刊。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创办的重要报刊有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兴中会成立以后，孙中山于1900年1月25日在香港领导创办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该报直到1913年才停刊，是辛

亥革命前后出版时间最长的革命报刊，从创刊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前是兴中会的机关报。这是中国第一份资产阶级革

命报纸。该报将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作为重要任务，发表了《论民权》等重要文章，宣传和颂扬欧美的民主政治，指

出欧美的民主制度都是通过流血争取到的，中国要实现“民权之治”，也必须“流血以争”。④  

1905年8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并于1905年11月26日在东京

创办机关报《民报》，出刊至1908年10月。由于日本政府阻挠被迫停刊，1909年又复刊出版两期。孙中山具体指导了

《民报》的创办和前期编撰工作。在《发刊词》中，他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简称三民主义，并明确宣布《民报》的使命就是将革命的主义“灌输于人心”。《民报》积极宣传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

中心的民权主义，迅速成为进步舆论的领导中心，发行面十分广泛，在海外的销售点有东京、横滨、旧金山、纽约、檀

香山、澳门、西贡、河内、新加坡、香港、吉隆坡、芙蓉、麻坡、霹雳、槟榔屿、庇能、马六甲、加拿大、印尼、菲律

宾、比利时、德国等地。在国内的四川、云南、广西、广东、湖北、安徽、江苏、福建、直隶、江西、山西、甘肃、河

南、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等地都有过《民报》的流传。⑤《民报》创刊号先后印刷6次，发行6000份，最高的一期

发行17000份，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会员人数就增加到10000人。  

此外，当时在孙中山领导、帮助和影响下创办的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报刊还有：报纸类主要有原由美国洪门致公堂

在旧金山创办的《大同日报》，孙中山在1903年将它改组为反清宣传报；原由檀香山华侨创办的《檀山新报》，孙中山

在1903年将它改组为檀香山兴中会机关报；1904年在香港创办的《世界公益报》；1904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

报》；1903年在上海创办后1904年改名的《警钟日报》；1904年创办的《广东日报》。杂志类主要有1899年在日本创刊

的《开智录》；1900年在日本创刊的《译书汇编》；1901年在日本创刊的《国民报》，1902年在日本创刊的《游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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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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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1903年在日本创刊的《江苏》；1903年在日本创刊的《湖北学生界》；1903年在江苏创刊的《觉民》；1903年在

日本创刊的《浙江潮》；1904年在浙江创刊的《萃新报》；1905年在日本创刊的《二十世纪之支那》。⑦  

第三条途径，是与人函电往来和发表论著。  

《孙中山全集》收录他在辛亥革命以前与人往来函电257篇，论著25篇。其中包括重要论著如《伦敦被难记》，《檀香山

兴中会章程》、《〈民报〉发刊词》等。陈旭麓和郝盛潮主编的《孙中山集外集》收录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与人往

来函电12篇，论著3篇。其中包括重要论著如《中国之司法改革》等。  

孙中山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传播不是机械搬运，而是根据中国国情的需要，突出宣传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同时把外

国先进的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并且创造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三民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⑧三

民主义是中国化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如列宁所说：“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⑨它引导了辛亥革命的

爆发并取得伟大胜利。上述历史过程证明了一条科学性原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

运动。”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0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56页。  

③陈廷一著：《孙中山大传》(上)，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2页。  

④⑥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21-122页。  

⑤贺渊著：《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⑦李殿元著：《共和之梦——孙中山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页。  

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作者单位：湖南株州工学院传播系 邮编：412008)  

【责任编辑：胡智锋】 

（责任编辑：）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收藏本文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0213  

 *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发表评论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