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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祖国统一思想的当代启示
□ 朱卫东

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爱国

主义者，在两岸中国人心中始终享有崇高威望，受到

全体中华儿女的世代景仰。他毕其一生的理想就是

实现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面对当时中国的

积贫积弱痛心疾首，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

的口号 ；面对军阀分裂割据和帝国主义外侮，他对

国家统一念兹在兹，矢志追求，殚精竭虑。中国梦、

统一梦是中山先生一生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谋求

祖国统一的实践中，孙中山逐步形成了丰富深邃、知

行合一的国家统一观，成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当前，推进中国统一的战略环境和内外条件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台海局势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断谋

“独”挑衅和美国等外部势力加紧“以台制华”而陷

入持续的紧张动荡中，面对复杂严峻的两岸关系形

势，海内外关心中国统一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忧心

忡忡、扼腕叹息，热切期盼两岸关系能够回到和平

合作双赢的健康轨道上来。值此当下困局 ,我们重

温两岸共同推崇的孙中山先生的国家统一思想，探

寻其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精神内核，

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思考破解之道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两岸中国人而言，相信必能从中获得宝贵的精神

动力和有益的经验启示。

一、统一的意义 : 统一便享福、不统一便受害

孙中山始终认定“吾国必须统一”，并确信“中

国终究能统一”。1922年8月，他在《统一宣言》中

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

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

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过去它遇到了许多

破坏的力量”。强调，“中国国土统一已经数千年矣”，

“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

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现象，是由于武人的

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它”。可见，他认为，统

一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大势，也是“全体国

民”共同坚定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识”和

“使命”。关于中国统一的意义和好处，中山先生将

国家能否统一同全体人民的福祸利害联系起来，以

非常直白通俗的语言说到，“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

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 ；不能统一，便

要受害”。他在《三民主义》中反复论证 ：“统一之时

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统一是中国社会进步、

民族振兴的基础。

“统则强、分则乱”“统享福、分受害”，中山

先生百年前清楚论证了国家分合与国家强弱、人民

福祸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谆谆告诫国人“统一便享福、

不统一要受害”。这一历史定论已经为百年后的两岸

关系发展历程所验证。其实，当下美台勾连挑衅“抗

统谋独”引发台海危机所带来的祸乱不正是“不统一

便受害”的真实写照吗？当前，统一的道路虽然艰辛

曲折，但是未来的前景依然光明。中国统一是新时

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和必然归宿，相信

两岸一旦实现和平统一，必将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

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

定新的利基，既是中国人之福也是国际社会之福。

二、统一的阻力 ：必须排除内部障碍和外部干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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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未能实现统一的

两大障碍和阻力主要是封建军阀和外国干涉势力。

指出，“中国迭起纷乱、统一不能实现之根本原因，

即在对华抱有野心之列国……利用部分武人使然耳”，

“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

国( 主义 )”。 1924年9月，他在《北伐宣言》中一

针见血地点出要害 ：“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

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11月又强调 ：“革命以来迭

次发生乱事，均因各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

致。故非排除扰乱中国之外国势力，中国之统一和

平乃不可能。”因此，要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和长治久

安，唯一的根本办法“便要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

即“第一点就是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是要打破援

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所以，孙中山明确提出，要

废除十三国对华不平等条约。1924年国共首次合作

时，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

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及外人在

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犯中国主权者，皆

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可见，孙

中山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消灭封建军阀的割据，消

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才能实现国家统一和民

族振兴。

时至今日，中国统一面临的主要障碍与孙中山

时期面临的内忧外患在本质上仍有诸多相似之处，

其内部主要阻力来自岛内民进党当局等“台独”分裂

势力的抗拒破坏，外部突出障碍仍然是改头换面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干涉阻挠。要实现国

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和清除这两大障碍，这是推

进统一无可回避的目标任务。

正如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

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近代以来，中

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国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的

悲惨历史，所有中华儿女对此刻骨铭心。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是我们对历史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切分裂国家的

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我们绝不

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的确，中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大势所趋。

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旧中国了，在拥有坚强决心意

志和强大实力手段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面前，世界

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两岸统一的步伐，也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挽救“台独”失败的命运。

三、统一的方式 ：和平与武力两种手段交替使

用

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上，孙中山根据当时内

外形势的复杂变化交替采用和平与武力两种办法。

一方面，孙中山多次主张以和平手段实现国家

统一，和统思想十分明确。他一再表示“愿尽力于和

平统一之事”，强调“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

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解决时局，以不用兵力

为最宜。”早在1912年他就表明 ：“文不忍南北战争、

生灵涂炭，对于和议之举并不反对。”1918年10月他

提出 ：护法各省为“求根本之统一与和平”，虽“不

得已而用兵”，但战祸不可再延，和平急待恢复，故

余定“以求和平之根本解决为救国之唯一方针”。

1922年后孙中山又再三强调 ：“余素来主张中国南北

和平统一”，“解决中国问题，余之政策在以各种和

平方法统一国家”。1924年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

变”，结束第二次直奉战争，他又提出“召集国民会

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重大主张，并不顾

个人安危，毅然抱病北上，途中他还宣布：这次“我

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为全国人民

谋和平统一”。

另一方面，如果用和平手段难以实现统一时，

为了民族利益，必须运用武力手段实现统一，以维护

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孙中山在南京国民政府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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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总统任上及以后三次开府于广州执政时，一再表明

要以北伐武力来统一全国。强调 :“北伐之举，吾等

不得不行，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可以用和平手

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统

一南北，必以革命之道行之，打破武人专制，是我向

来的主张，欲贯彻主张就不能不出兵北伐”，“非以

武力声罪致讨 ,歼灭群逆 ,不足以清乱源 ,定大局”，

“舍此实无良策”；吾辈“最终的高于一切的目的是举

行北伐，统一全中国”。1922年、1924年，孙中山两

次派兵北伐，都是为着这一目的。

可见，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根据形势变化采取

和平与武力两种手段是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与实践

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下祖国大陆在统一问题上采取

的两手策略与中山先生的国家统一思想是一脉相承

的。正如中国政府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

一事业》白皮书所指出的，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

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

动留下任何空间。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

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

同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

择”。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唯一性决定了实现手段方

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四、统一的模式 ：实现“五大统一”、联邦制

不适合中国

孙中山对国家统一的具体内容有完整的构想与

表述，主张中国统一应做到“五大统一”，而各民族

的大团结是振兴中华的首要条件。1912年1月辛亥革

命成功，帝制废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历史

上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中华民族出现新前景。孙中

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明确提出“民族之统

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

政之统一”等五大目标。认为“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汉、满、蒙、

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认为，实

现民族统一、民族团结是实现其他统一的基础。只

有国内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国族团体 ,

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民的大力量共同去奋

斗 ,无论我们民族处于什么地位 ,都可以恢复起来”。

民族统一和领土统一，是实现国家统一的首要目标，

而各省“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的军

政统一，也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当然，其他统

一也必不可少。“五大统一”主张是中山先生对国家

统一的通盘谋划，民族、领土、军政、内政和财政

的完全统一缺一不可，这是对国家统一范畴的全面

设计，体现了国家主权全方位的落实。可以说，追求

统一的完整性是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的鲜明特征。

面对中国当时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的局面，孙

中山认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对于统一的模式，

孙中山在《国民党宣言》中主张 ：“保持政治统一，

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中之制。”民国时期，有些人

鼓吹在中国实行“联省制”或照搬美国“联邦制”的

谬论，孙中山坚决反对这些分裂国家或有可能导致

分裂的主张。他在《民权主义》演讲中说 ：“中国原

来既是统一的，便不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万不能再

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 在《孙逸仙

宣言》中又强调，“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

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许多小

的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他并愤怒地斥责说 ：“提倡分裂中国的

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不是

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他认为，“单一制

与联邦制其性质的判别，尽人皆知。吾国今日当采单

一国制，已无研究之余地”。

概言之，孙中山关于中国统一的模式和内容，

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基本目标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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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政和财政”五方面的完

全统一，要结成“国族团体”、建立“单一之国”，而

不应采取联邦制形式。

百年后的今天，祖国大陆早已将“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确立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它是顺

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

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最佳方式和最佳模式。2019 

年1月2日，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纪念会上提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

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

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

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

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

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

充分保障”。这是大陆方面对两岸统一后的制度安排

提出的更具发展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论述，充满

了极大的诚意和善意。如果台湾方面能够正确看待、

珍视和接受“一国两制”，而不是歪曲污蔑抗拒它，

我相信这个体现“和平民主、务实共赢”的构想方案，

一定能够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不断生根开花结果。而

一旦两岸能够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内涵必

将得到大大丰富和发展，定将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造福于中华民族。

综上所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

圣职责。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并为之奋斗终生，直到

他卧病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

呼吁国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

仍须努力”。今天我们追寻中山

先生的中国梦、统一梦，就要以

他的爱国思想为纽带和动力，大

力促进祖国统一。当前世界大变

局加速向纵深发展，台海变局

的演变也进入关键阶段，给两

岸中国人提出了严峻挑战，危与

机总是并存共生，关键是如何

把握机 遇，善于化危为机。孙

中山先生的国家统一思想为我们

正确认识和把握台海形势和统

一进程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宝贵

启示，那就是，无论风云变幻、

沧海横流，面对百年大变局始终

不变的是，中国人民对于早日完

成国家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都有着强烈意愿和

坚定意志，任何力量都无法阻

挡两岸统一。/ 南京中山陵。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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