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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的评论，热情洋
溢地赞美了中美两国的友谊和共同的价值观：“我们离得很远。
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
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
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
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
”浩淼连天、碧波万顷的太平洋，早已把中美两国连接在一起；对民主与科学各自追求，又使这两个
区别极大的国家都对世界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中美两国作为两大政治实体，近代以来有过许多恩恩怨怨，这是因为两国的政治传统、政治理念、政
治制度、政治架构、政治举措乃至政治语言、政治逻辑、政治色彩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少方面
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中美政治之“对立统一”，曾有一度使得矛盾双方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相斗争得“天昏地暗”。
但社会发展到了当代，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智慧，正不断推动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为2l世纪的中
国、美国和世界各国带来光明与幸福。
当然，目前两国之间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之外，还横亘着台湾、贸易、国家形象等诸多“巨型水
雷”。
但是，中美两国的联系和依存不可能被任何力量嘎然切断，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更是源远流长，历
久弥坚。
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内政和对外工作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弘的和平发展的时代画卷
。
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向我们提出了很多实际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促成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也使美国感到非常困
惑。
目前，很多美国人感觉到，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几乎是每一个美国国内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应对中国的发展，从军事到政治，从贸易到文化，美国国内开始了十分认真的针对中国的观念及
体制上的变革。
⋯⋯丛书的策划是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启动的，后期的编撰则是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完成
的。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对我的培养和清华大学对我工作的支持。
感谢杨泰俊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李伟国总编辑和赵荔红主任。
杨泰俊先生的鼓励和引见，李伟国总编的支持和安排，赵荔红主任的认真和协调，都是这套丛书得以
问世的关键。
蝇头小字，却绵绵亘亘、不绝如缕地为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书海沧桑，
当龙腾虎跃、伟力万钧地为中美与世界的进步，再奉上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
蓝天作纸凭勾画，凌云健笔任纵横，我们欢迎每一个关心中美关系发展、致力和谐世界建设而又有决
心与能力的专家朋友，加入丛书作者的队伍，为共同的事业携手并进；言为抒情嘤鸣意，文以会友无
惮多，我们也欢迎每一个关心中美关系发展、致力和谐世界建设而又有余力和激情的朋友，进入丛书
读者的队伍，互激互励、互动互补，为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和人类共同文明的建设共同携手，为和谐
世界的建设奉献绵薄之力。
孙哲2007年9月10日于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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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中山是自清末签定《中英南京条约》以来，开眼看世界并试图与西方列强对话的力行者。
其中心思想与终生目标无他，即追寻中国复兴之途与富强之路。
革命初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在北美大陆游历。
美国进步主义掀起的国家再造运动，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落实与国格，历任总统的理念与贡献，均成
为孙中山打造新中国蓝图的重要参考。
但他饱受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列强政客的一再冷遇，即便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西方亦从未看好新政府，
这终究导致孙中山英明地做出联俄联共的决策，使广州革命政府得以发展壮大。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明晰的论述，详尽描述了清末民初，孙中山与美国互动的恩怨情仇，同时涉及
分析西方列强及苏联对待中国的态度，充分展示孙中山的建国理念与构想以及遭遇的困难与挫折，呈
现当时中国各种势力各种人物在祖国命途走向中表现的不同姿态，以及当时社会的纷繁复杂状况。
本书是研究清末民初早期中美关系的重要参考物，在孙中山研究领域也有重要的价值。
对于关注中美关系史、清末明初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国民革命与孙中山的研究者、学习者都有参考
价值，一般热爱历史文化的读者，也能从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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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习贤德，1951年出生，江西省萍鄉市人，现为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
获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文学士（1975）、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法学硕士（1978）、博士（1997
）学位。
 主要工作经历包括： 台湾《联合报》编辑部驻菲律宾记者、《自由时报》副总编辑、台湾政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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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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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策略  6.3　孙中山争取美国援助受挫的原因  6.4　“联俄容共”策略的争议及解析第7章　孙中
山与美国的宏观反思　7.1　孙中山的美国观的实像与虚像　7.2　孙中山回应美国形象的特质　7.3　
孙中山的美国观呈现的困境参考文献附录1　孙中山七次赴美国游历简表附录2　美国派驻中国历任使
节及任期表附录3　中国派驻美国历任使节及任期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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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早期对华政策，常受商人与传教士对中国形象认识程度的左右，商人与传教士常有机会成为美国
外交机构或与中国官方接触时的传译或正式成员，他们在部分清廷官员的印象中，是列强中“最为恭
顺”的，但事实上，美国商人与美籍传教士只是该旁观的时候保持缄默罢了。
根据刘广京的研究，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厌恶心理可追溯到早年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国人著作，鸦片战争
以前到过中国广州的英美两国外交事务人员的作品，及新教传教士连篇累牍的谩骂讽刺；商人总的来
说，只限于把中国人当作善意嘲笑的对象，办外交的认为中国人腐败堕落，传教士则谴责他们精神上
和道德上的卑劣行为。
许多美国人在19世纪中叶就已认为中国人奸诈、狡猾、盲从、专制、仇外、残杀婴儿、智能与性格上
的乖张。
这样的刻板印象，似乎使美国朝野只重视，也只愿意和中国掌权者交涉，他们不曾把中国改造的希望
寄托在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上。
美国传教士同情中山先生革命运动者颇不乏人，或许基于必要的顾虑，包括中国籍的牧师在内，对革
命运动的支持绝大多数只能做到掩护或适时营救，亦即“可以暗助，不可明帮”。
在特殊的个案中，练达成即以护士身份伪装美国牧师，“每逢下乡，必乘三人夫轿，携带旧新约全书
一部，美国旗一面，洋装革履，俨然宣教士”的“借教排满”，令人约略体会到：清末在美国国旗引
导下四出传教，可能产生的附加效应。
以下分别论述美国在华从事的商业利益竞争，及为传播基督教义达成的文教与医疗方面的成效与影响
。
中美两国依据正式条约的贸易往来，虽至1844年7月3日才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即
《望厦条约》)34条，但美国在列强竞逐的中国市场上，从未怯懦缩手，且善观风向争取最高利益，而
此第一个中美商约就是不费一兵一卒即获得与英国发动战争才取得的平等贸易的利权，使得中美商约
一开始，便是庆祝美国建国68年的贺礼，更是美国帆船越洋与中国通商60年的重大红利。
在中美交往的两百多年中，自“中国女皇号”首次抵达广州至签定《望厦条约》，双方关系以商贸为
主，且少有书面记载，故探讨中美关系应自鸦片战争爆发至中美首次订约为起点。
1827年至1830年间，美商在中国得白鸦片的利益是当时对华贸易的九分之一；中英于1839年5月至次
年6月对峙期间，美商具结遵守林则徐的禁令，致使林对美国人大有好感，在虎门销毁鸦片时，在场
观看的外国人全是美国籍。
其实，部分在广州的美商在此之前，已联名向国会请愿，除坦承参加了鸦片贸易，要求速派商务代表
来华谈判，派海军来华保护美国利益之外，更建议立即联合英、法、荷等国海军向中国示威，相信必
可不流血即可迫使中国签约。
美国东印度舰队来华后的成效是：美国国旗成了非法贸易的唯一掩护者，英船均悬上美国国旗运输鸦
片。
1844年7月3日，中美签定《中美五口贸易章程》。
美方代表顾盛(Caleb Cushing)是年6月18日首次与清廷全权代表耆英见面三天后，即提出与中英《南京
条约》相同的47款草约，且以美国并未如英国占有香港，表明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
其后半个月内，美方利用清廷厌惧外国人北上进京呈递国书的心理，胁迫耆英接受了双方认可的34条
条文，其中有关贸易者即占17条之多，而其他有关财产纠纷、人身安全、诉讼事件等条文，无一不与
欲向中国打开更宽阔的贸易机会和必要的保障息息相关。
由此可知，美国在19世纪中叶对进军中国市场是如何的渴望。
中美签字的望厦村观音堂，如今成为前往澳门观光者的景点之一，现改名为“普济禅院”，寺门对联
为“贝叶传经西天竺境，莲华妙法南海潮音”，说明了此地的确是当年观音堂。
据当地百姓及导游指出，禅院内进花园中的一张石桌便是中美第一个条约的签字处，由于石桌系以两
个大小有异的半圆石板接合成桌面，因此，由谁坐在较小的一面，成为美方很在乎的细节。
澳门民众至今煞有介事地认定：美国人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不肯吃任何的亏，硬是反客为主，坐上了
桌面较大的一方，因此《望厦条约》自始就有欺压中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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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史记载签约双方是在室内进行，完成中英文各四份约本后，还举行了宴会，顾盛并于次日美
国国庆日向全体在华美商通知此项好消息。
自望厦条约签订至中华民国成立，中美至少还签订了其他六项重要条约：(1)咸丰八年(1858年)：《中
美天津条约》、《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2)同治七年(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
(3)光绪六年(1880年)：《中美续约》附立条款。
(4)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美续订华工条约》。
(5)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和约》。
(6)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前述条约几乎无一不是美方主动或为应对新局势而要求修正的，中美条约自始就是商业挂帅和列强利
益均沾的模式，直到1900年3月30日美国照会各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为止，美国从未放弃任何列强能够
享有的在华特权。
美国在整个19世纪要求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享有其他国家已经得到的同等权利，是一贯的。
19世纪结束前的百余年中，中美交流虽日渐频繁，但美国方面对中国事务的接触与认知的主要媒介，
还是靠3m：船员(mariners)、商人(merchants)及传教士(missionaries)。
特别是商人与传教士的在华利益，一直都是美国外交人员捍卫的国家尊严与象征。
而具有知识和谋略的传教士，更是美国势力在华扎根的利器。
1844年2月顾盛谈判代表团行抵澳门时，还刻意穿上少将军服以装点首次来华谈判者的威仪；巧合的是
：代表团搭乘抵华的船名为Brandy-wine，似乎预示了美国将有美酒可卖的潜力。
谈判开始后，1830年前后即行来华的三位牧师裨治文(E.C.Bridgman)、伯驾(Peter Parker)及最后加入的
卫三畏均为美国首次对华谈判的智囊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中山与美国>>

后记

如果有人扳脸问起：都已经是21世纪了，孙中山这位作古已久的人物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笔者依旧会信心满满地答复：因为研究孙中山，就是透过孙氏的双眼并继承其脚踪，试图探讨中国的
民族苦难的根源和民族复兴之道。
孙中山走过的崎岖道路和挑过的千钧重担，绝非一介腐儒闭门造车式的受想行识，而是针对西方霸权
自工业革命后恣意宰制全球的两百年间，一再加诸穷困愚弱者的掠夺、剥削、凌辱的最严正回应。
自宏观角度省察，世界革命家与开国元勋名单中，孙中山的定位是相当独特的。
他不像马克思，埋首书卷拥有正式的博士学位，建构其绵密而细致的一家之言；也不如华盛顿，能在
对英血战八年取得独立后，于北美新天新地以身作则奠立每人以担任两届为度的总统制。
孙中山所代表的不朽贡献应是：他是在20个世纪，唯一以最少的流血牺牲代价，一举推翻迫其亡命海
外的世界最古老帝国，并敦促中华民族昂首走向共和的思想巨人。
政治人物的历史评价，势必随着时代巨轮前进而不断翻新。
但立志以西医救人之术做为其“人世之媒”的孙氏，生前很难预料：“三民主义十六讲”演说稿到了
台湾之后，竟被捧上类似神坛的高度，不但成为政党誓必实践的口号，还顺势成了高中生考大学和甄
选公务人员的考试科目。
而被称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巨幅遗像，则于每年五一前夕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有如默默叮嘱、
祝福着熙来攘往的人群。
无论海峡两岸某些人对于国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便有千丝万缕不易厘清的爱恨情仇，但只要提
起“孙中山”这三字，大概任谁都不致立即口出恶言。
史上不惜毁家赴义的革命者，大抵都称得上是乐观到不行的梦想家。
孙氏能至今受到广泛尊敬，固因推翻清延有功，但其最大贡献，应在民族前途还是一片茫然、国家地
位尚处朝夕摇摇欲坠之际，他独能号召并晓谕国人，以其个人坚定的思想，转化为民族应有的自信和
信仰，共同挺身力抗帝国主义群狼之逼迫。
他在绝大多数同胞还在温饱难求、文盲遍地的不堪岁月，便欣然推出了中国崛起的蓝图，并剀切训示
同志：务必宝爱自己的无尽家藏！
孙中山何止是一位洞悉世局变幻及走向的前瞻思想家、一位民胞物与并能奋斗不懈的革命家，更是全
球第一位预见中国终将复兴壮大的预言家！
但在这些赞词得以确认之前，孙氏毕竟一度只是放弃行医，空无所有，被迫浪迹天涯，屡屡身陷绝境
的革命者。
北美大陆之所以吸引孙中山一再前往宣讲革命大义，乃因自清代中叶便有大量苦力华工远渡重洋在彼
岸谋生，形成了饱受白人鄙视、排斥、剥削的下层华人帮会；但美加两地华侨社会对孙氏赞助的规模
和力量，仅次于南洋侨界。
本书之作，即系着眼于透过广泛考证、力求还原百年之前，孙中山眼中的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
？
以及，美国朝野又是如何看待孙中山这位至今备受推崇的中国革命领袖？
虽然美国势力自二次大战结束才真正勃兴，迄今不过六十余年，但美国结束南北内战之后，国家再造
所凝聚的蓬勃朝气，早已具备了俟诸异日必当崛起的雄厚潜力。
彼时正逢中国濒于列强瓜分噩运的年代，对于广州首义后，不时苦思中国出路的革命首脑孙中山而言
，自然成了描绘新中国蓝图的重要借镜。
由于全球中国城落脚处几乎都在都会精华区，因此，中山先生当年呆过、看过的北美华埠景象，容或
早已摧毁改建；但即便是今天的纽约、旧金山，中国城的市集里所特有的壅塞、脏乱和气味，依旧百
年如一。
可就在如斯喧嚣的环境下，孙氏如常的住进廉价旅馆，叫一碗家常广东面果腹，但却能终年精神抖擞
，以绝佳口才向侨胞灌输革命精神，令闻者莫不动容，甚至让某些人宁可自己分文不存，包括孙氏自
己的长兄德彰公在内，都曾不惜散尽所置家产，热烈支持祖国的复兴。
为实际考证并亲自感受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时的见闻，笔者三年前专程飞往美国，以寻访19n年“武昌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中山与美国>>

起义”爆发时孙氏在中西部山城科罗拉多州(Colorado)首府丹佛市(Denver City)停留的相关事迹。
彼时幸有丹佛大学水利工程专家郭纯园教授(Prof.James C.Y.Guo)热忱接待，并于百忙中导览孙氏曾落
脚的各市集社区，及1892年8月开业于市中心的著名旅店“布朗宫”(The Brown Palace)。
郭教授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专攻水利工程，但1990年率先发掘了丹佛市立图书馆馆藏英文报刊中，
有关中国“武昌起义”和以思想领导这场惊天动地革命的领袖孙逸仙恰巧路过当地住宿、演讲，和随
后转往堪萨斯市(Kansas City)、圣路易市(St.Louis City)等地的连续追踪报导，而成侨界闻名的业余史家
。
由于丹佛是美国西部开拓史上的金融重镇，也是铁路干线翻越洛矶山脉前后加水添煤必停的中途大站
，地近车站，设备华丽的“布朗宫”乃名流商贾居停最佳选择，而“布朗宫”也极可能是孙氏流亡期
间所住过的最高级饭店了。
至今建筑除于对街略有增建，其暗红色的风貌一如旧观。
距前方广场不远处，还矗立着一座1888年启用的宏伟教堂，悠扬的钟声，想必亦曾召唤身为基督徒的
孙氏前往静思默祷。
“布朗宫”为纪念中国革命元勋进驻时欣逢“武昌起义”这件亚洲百年一遇的头等大事，于是孙
氏1911年10月10日人住的签名簿亦成了珍藏，其下榻过的321房则改成会议室，以利永久公开展示。
为搜罗清末民初革命史料，笔者曾节衣缩食，排除万难，前往华府美国国家档案中心(NARA)钻研月
余，另赴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I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申请调阅档案，试图进一
步发掘中山先生一度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以掩护革命工作的文件。
唯受限于个人条件，其间收获相当有限，但总算见识了先进国家保存档案的制度，而民国史料之多元
繁复，待解谜团所涉之庞杂有如星河的各式典藏，亦令初见者咋舌不已。
感慨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出入各研究单位孜孜不倦的人潮中，尚可偶尔见到日本人、韩国人，但偏
偏两岸中国人脸孔永远居于少数，甚至就一直只有笔者孤单的身影。
这是本书出版前，笔者最耻于表白的至痛！
中国自古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三不朽”。
西班牙人则以下列三件事情，视为人生最值得用心完成的大事：“生个儿子，种棵树，出本书。
” 何以生个儿子会跟一棵树、一本书等价齐观？
重男轻女，虽有标举男性沙文主义之嫌，但基于传宗接代，芸芸众生为延续基因香火而有所偏袒，何
须苛责？
种树，则裨益水土保持、造景绿化与生态环保，兼具多重的经济和人文效益，怎么算计都是好事一桩
，又岂有异议之理？
但出书这档看似平凡的使命，恐怕就很难单从正面设想了。
如果作者学艺欠精，见解习庸，又草草终篇，那还只是殃及枣黎而已。
笔下一旦误信偏听，恣意杜撰，甚至走火入魔，妖言惑众，就难逃千古骂名了。
笔者驽钝无才，至今只有两个乖巧的女儿，年轻时虽自栽自收过不少果蔬，但独欠拔地而起的巨木；
另虽出版过十多本著作，但率皆敝帚自珍的货色。
如此卑微成绩，已距吾国不朽标准远甚，若与西班牙人生愿景相较，则落差更大。
但这一切一切的缺憾，均因此书问世而烟消云散，北京清华大学孙哲教授是第一位必须申谢的大恩人
，因为若非孙教授于复旦大学任职时慧眼独具，主动发掘提携，并推荐了这本考证中山先生与美国的
蒙尘论文，又几度耗时费心审视，逐页削删润色，务求趋近于完美，则此书绝难享有在大陆正式出版
的机缘。
其次，若非上海人民出版社赵荔红女士凭藉其专业与罕有的耐性，一再将原文中的笔误和遗漏悉数剔
除补正此书必定干疮百孔，难以服众。
此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先生与赵晓阳女士惠赐多等补正资料，如斯之情高谊，不知何以回
报。
至于台北辅仁大学研究生何毓菱小姐数度应命协助校订，亦属功不可没。
忆及当年撰写论文时，幸有指导教授胡佛先生、周阳山先生共同包容指引，笔者始能于新闻职场奔波
困顿中，以此研究勉力取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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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虽已愧为人师多年，但每每回首前尘思及浩荡师恩，犹深感愧疚，不知何以为报。
当年口试赐予教诲的另六位恩师：胡述兆教授、孙同勋教授、曹俊汉教授、冯启人教授、阎沁恒教授
、葛永光教授，亦一并重申谢忱，谢谢师长们的谆谆训示，鞭策我至今不敢自大狂妄、逾越知识分子
必须谨守的正道。
最后，由衷地盼望各界读者能藉此书，约略重温孙氏一生革命救国的志节风范，进而共同检视中华民
族挣脱亡国噩运的艰困历程。
至于未来的中国，应如何秉持王道与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严肃省思强盛后的目标、角色与抉择，显
然犹有重重阻难横梗于前。
谨愿吾土吾民，永怀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训，并以此与普天下仁人志士共
勉之！
习贤德谨志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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