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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
历史已经证明，伦理学的友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有着必然的的、密不
可分的联系。
所以，在建设百中国特色社会主火的过程中，伦理学将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特别重要的学科。
于是，我们撰写了这本书，以便向人们普及伦理学的一殷知识，为国家的伦理道德建设出一份微薄的
力量。
    这本书是乏于伦理学的通俗读物。
本书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前五聿的内容，主要论述了有关伦理学的概念和起源、伦理学发展
的历史簪基本知识：第二部分为后六章的内容，主要论述了道德实践的有关内容。
    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精英为普及科学所做出的智慧与心血!本套丛书从每个学科的起源谈起，
再发展到该学科的演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均给予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论述。
理论与概念的讲解清楚、直白，实例的论证透彻深刻，同时书中还配有大量与内容相关的图片供读者
阅读。
 认真读完本套书，您将掌握人文科学的精髓。
它将有助于你成为一个知识广博、心智聪慧、人格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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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政治思想　　孙中山先生一生既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社会主
义革命的影响，更受到改良、革命等多种其他思想的影响。
但是，他在世界观上不同于这任何一种思想。
在对构．成人类世界的基本单位的认识上，他既不同意西方自由派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也不同意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他认为应该是民族。
他认为现代世界各国还处于不断发生冲突和斗争的时代，主要的冲突原因仍符合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也就是强者凌虐，弱者屈从。
孙中山的这个认识是与当时我国处于民族危亡之中的状况紧密相联的。
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此时的地位最危险，⋯⋯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
"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我们所期盼和需要的并不是什么世界大同，而首先应该是民族主义。
没有民族的富强，何谈世界的大同呢?我们首先要达到民族的富强，然后才有可能去支持其他民族，才
有可能实现所有民族的平等，也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实现大同世界。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世界观，而三民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观点上的。
　　(一)旧三民主义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
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这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旧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符合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社会改革三大历史任务和要求，是符
合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中外历史和革命经验的总结。
这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在当时大大鼓舞了一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指导了
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1、民族主义　　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出发，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要求世界上所有民族平等
，对于民族压迫要用民族革命主义来进行反抗，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独立和和睦。
正如他在《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国家》中所说的那样：　"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
对不能为其他种族所压制，如满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余年，我汉族起而推翻之，是即民族革命主
义也"，孙中山反对满清专制。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山并非一般地反对异族统治，他认为造成中国缺乏民族意识的主要原因是
满清的专制。
自满清入关以来，为了巩固他们对汉人的统治，满清非常有计划的消灭中国人的爱国情操，这使中国
在面对外来的侵略时也缺乏民族意识。
因此要进行革命，就必须排满，这样才能更加激起汉人革命的斗志。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让这种思想走向民族复仇主义的道路，因为他认为满清是无能治理中国。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
只要满人放弃专制的特权，汉满两族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从这些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要以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取代旧的封建
专制主义国家，这其实是民族主义的精髓。
　　孙中山在坚持民族主义的同时却犯了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错误，他认为西方国家会支持中国的资
产阶级革命，因此不断地希望帝国主义国家援助中国革命，却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正是
最大的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应该反抗这种压迫，而不是像羊寄希望于狼一样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国
家，最终只是耽误了革命大业。
　　2、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政治理论纲领的核心。
民权主义就是在中国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孙中山所主张的民主不仅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实用主义的想法。
他认为民主制度有助于民族的统一，就会防止出现大家都想做皇帝，为了争夺皇帝的宝座而进行不停
的征战，这样国家就不会统一、人民也不得安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何谓伦理学/人文科学荐读丛书>>

实行民主制度权力归人民，大家就不会再争夺，国家就能和平就能统一。
因此孙中山十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认为推翻帝制是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
　　孙中山所设想的革命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
第一个阶段是"军政"，即军政府统治时期，军政府统治的主要作用就是统一全国，使全国得以集中在
一个中央政权之下。
然后就是"训政"阶段，这个阶段政府由一党执政，任务是努力发展经济，实现工业现代化，提高产量
；在精神上培养民主的基础和氛围。
这些都是为最终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而做准备的，是民主健康发展所必要的先期条件。
孙中山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很有远见的，并没有急于求成地去建设民主。
当这些先期条件都已具备时，　"宪政"阶段就到来了，民主宪法经过审慎的讨论和议决而产生；政府
被一个自由又能自制的新闻界所监督和制衡；政府的治权是五权分立的，也就是在行政权、立法权、
司法权三权之外加上考选权和监察权，考选权保证合格的官吏得到任用，监察权保证不合格的官吏得
以罢免；政府由两党轮流执政，这样有利于保证政府的贤能；人民主权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是分立的，
即"权能区分"，人民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而政府则拥有管理社会的权力。
　　孙中山所设计的这个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并不是对欧美政治制度的盲目
照搬。
孙先生曾经说过，在主张民权时，我们不可以盲目模仿欧美，虽然西方的科技是优越的，但是在政治
体系中仍然是有缺陷的，西方社会所坚持的绝对自由与绝对平等，还有人民与政府间所存的敌对意识
，大大地削弱了政府的能力。
孙先生的民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是为创造一个富强团结的新中国而设定的。
　　3、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政纲中的社会革命纲领，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的需要
而设定的。
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放在一起，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完成政治革命和社
会革命，防止出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冲突激烈的情况。
它的基本口号是"平均地权"。
因为孙中山认为土地问题是许多祸患的根源，因此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解决劳资矛盾。
孙中山的解决办法是定地价，在革命胜利之后，现有地价，仍归原主所有，以后社会改良，地价提升
，提高的部分归国家。
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排除一个误解，　"平均地权"并不是平分土地。
但这只是主观设想的乌托邦[注]，不可能同时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否则就违背了客观规律；同
时，孙中山的这种观点也忽略了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愿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因此
也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条件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具有一定的阶级特征。
　　(二)新三民主义　　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开始与共产党和国
际无产阶级合作，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也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在标志国共两党合作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就此诞生
，而且与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
　　与旧三民主义相比较，新三民主义更是突出强调了反帝、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任务，更符合当
时中国社会最急迫的矛盾与问题。
新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争取中国的独立，免除外来侵略，对内则反对民族压迫，把对外
的矛盾提升到了最高的高度。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提出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主义赋予人民民主主义的新内容，这较之旧三民
主义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孙中山还申明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和团体拥有自由权利，而卖国的个人
和团体则不享有国民应享有的权利，这就又一次将爱国提上了最高的高度；另外，还召开国民会议，
实行新的选举制度，使政权机构民主化，从而使人民能够真正参加管理政权。
在民生主义方面，代替平均地权"的是"耕者有其田"，这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进步，看到了农民的疾苦
和对土地的渴望，他也因此在反封建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了；还有一项就是"节制资本"，限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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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垄断，努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更多地为国家整体和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是仅仅为
少数资本家谋福利，这也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之一。
　三、评价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他的爱国精神和赤子之心，成为后来人的典范。
他为了改造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至今仍是民族的丰碑，为所
有的中国人所铭记。
　　在政治思想上，他也总是选择有助于建立富强的新中国的理论和理念，根据这些理论，再结合中
国的实际和革命的实践，孙中山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独一无二地提出了一整套的救国治国的体系，
内容丰富而周密，而且许多思想十分有远见。
孙中山也并不拘泥于自己已有的思想，能够不断地学习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发展自己的理论，惟一的目
的就是建立富强的新中国，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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