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云南社会科学6 2000年第 1期

论孙中山的民权观

李  永  伦
(云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本文根据孙中山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基本态度, 从分析孙中山民权主

义的具体内容入手, 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方面主张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必须加以

学习和借鉴, 另一方面又反对盲目地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 就是贯穿和体现在民权

主义中的孙中山的民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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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 贯穿和体现着孙中山既主张学习、借鉴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

和政体, 但又反对盲目照抄照搬, 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为我所用, 有所创新的民权观。

本文的这个不成熟的看法, 请学术界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一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是主张 / 效法欧美0、/ 向西方学习0 的民权主义。他认为只有学习欧美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 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主义。孙中山之所以主张在民权主义上要学习欧美,

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来源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从欧美传到中国的。特别是民权主义的思想 ,

是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介绍到中国后才产生的。因此, 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

体, 实现民权, 就必须学习欧美。/ 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 改良

政治, 都是仿效欧美。0 [ 1]由于欧美的民权革命比中国早, 并取得了胜利, 民权比中国发达, 有许多值得中

国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中国要实现民权主义, 就不能不学习欧美, 其中包括欧美民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他说: / 要借鉴于欧美, 要把欧美以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清清楚楚, ,。如果不参考欧美以往的经验、
学理, 便要费许多冤枉功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0 [ 2]而且, 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

政体并没有发展到顶点, 还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新的理论和新的做法不断出现。其中有许多东西也是中国

在实现民权主义中应当学习和借鉴的。因此, 孙中山明确地提出: / 中国革命以后, 要仿效欧美实行民

权。0 [ 3]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就是在学习和借鉴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上提出来

的。

  孙中山吸取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认为在民权主义中应当贯彻这些思想, 并以这些思想来

构建民权主义。孙中山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平等的思想。根据平等的思想, 孙中山认为人在政治

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但封建专制却是人压迫人, 造成人们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因此, 要通过民权革命,

推翻封建专制, 使人们政治上都平等。/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 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

位都是平等的。0 [ 4]孙中山接受了美国林肯的民治思想, 并把民治和平等相结合。他认为, 所谓民治就是人

民来共同治理国家, 使国家成为人民的国家, 而不是个别君主和皇帝的国家。而民权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

要实现民治。要实现民治, 人们在政治地位上就必须平等。他说: / 吾党之三民主义, 即民族、民权、民生

三种。此三种主义之内容, 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 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0 [ 5]孙中山又接受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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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权在民的思想。主权在民的思想反映在民权主义上, 就是中华民国必须贯彻主权

在民的原则。他说: / 主权在民, 民国之通义0。[ 6]根据这个原则,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制定 5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6 时, 明确地规定: /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0。孙中山还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思想。
他认为三权分立是欧美民主共和政体的关键和基础。三权分立通过分权制衡而有效地防止了专制, 但又分

中有和而不妨碍政权的统一, 是民主共和政体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民主共和政体。

因此, 他非常推崇三权分立, 认为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精华, 是民主共和政体的 / 致治之本0。/ 三

权分立, 为立宪政体之精义。0 [ 7]这些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孙中山认为: / 中国应该建立共和国0。而要建立共和国就必须学习欧美的民主共和政体, 以欧美民主

共和政体为蓝图来规划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 /以民立国之制, 不可不取资于欧美。0 [ 8]在欧美各国的民主

共和政体中, 孙中山又特别推崇美国和法国的政体, 提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应当是 / 汲取美利坚合众国
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各自长处, 选择一种间于二者的共和体制。0 [ 9]为此, 孙中山在建立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

的问题上确定了学习美国和法国民主共和政体的方针。他说: /至到今日 , 始成共和, 采美利坚、法兰西之

美政, 以定政治之方针0 [ 10]根据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共和政体, 孙中山构建了中国民主共和政体的具体方案。

这个方案集中地反映在孙中山制定的 5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6、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6 和 5参议院法6 中。
1906 年秋, 孙中山在 5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6 中根据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共和政体, 提出了中国民主共和政

体的初步构想: /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 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

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人人共守。0 这个构想包括了国民的平等民主权利, 实行议会

制、总统制、选举制、民主立宪制等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基本内容。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又制定

了 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6 和 5参议院法6 , 对 5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6 中所提出的民主共和政体的构想作了
深入地展开和具体的规定, 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 颁布全国实行。这些具体规定, 构成了中国

的民主共和政体。这个民主共和政体不仅包括了议会制、总统制、内阁制、选举制、民主立宪制的具体内

容, 而且充分体现了平等、民治、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思想, 是欧美民主共和政体在中国的移殖和具体

化, 是学习欧美民主共和政体的产物, 充分地体现了孙中山学习欧美民主共和政体的思想。

  孙中山不仅学习了欧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总统制、民主立宪制、选举制等间接民权, 而且还要学习

瑞士和美国西北部十多个州所实行的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四大民权的直接民权。/ 国民
党之民权主义, 于间接民权之外, 复行直接民权, 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 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

权也。0 [ 11]
根据这个思想, 孙中山在 1923年 1月制定的 5中国国民党宣言6 和 5中国国民党党纲6 中明确

规定: / 民权主义: 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 人民有左列各权: 11 选举权 21 创制权 31
复决权 41 罢免权0。1924年 1 月他又在国民党一大阐述 / 国民党之政纲0 时指出: / 自治之县, 其人民有

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 有直接创制反复决法律之权。0 以后 , 在 5国民政府建国大纲6 中, 又对在训政

时期和宪政时期怎样具体实行直接民权作了具体规定。学习欧美的直接民权, 是孙中山学习欧美民主共和

政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孙中山认为, 要实现民权特别是直接民权, 就必须实行地方自治, 特别是县一级的地方自治。他说:

/ 分县自治, 行直接民权。0 [ 12]怎样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美国克利夫莱城和上海的外国租界作出了榜样,

值得中国学习。美国克利夫莱城在实行直接民权的基础上, 由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县议会, 行使立法权。县

长也由人民选举, 县长之下设立六个局, 分别处理各种事务, 而县长则 / 根据议会所定之法令以支配六
局0。这种地方自治的 / 民权特张之点0 , 就是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 实现了直接民权。

上海的租界, 各国商人 / 自己就组织出自治的团体, 管理自己的事业0, 这种租界既不由中国政府管理, 也

不由外国政府管理, 由自治团体管理得井井有条, /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0。根据美国克利夫莱城和上海
租界的情况, 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地方自治的设想。1920 年 3 月, 他制定了 5地方自治法6 , 对我国的地方

自治作了具体规定。中国的地方自治以县为单位, 在一县的范围内人民可以行使选举权, / 由人民选举职
员, 以组织立法机关 , 并执行机关0。在立法机关下设立专门的局, 清理户口、核定地价、修道路、垦荒

地、建学校、办合作社, 处理具体事务。而在地方自治中, / 凡成年之男女, 悉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

权、罢官权0。1924 年 1 月, 孙中山又在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和 5国民政府建国大纲6 中对中国的地方自治又

77



作了深入地阐述和明确的规定。

  孙中山还主张学习欧美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他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而要实行政党政治, 就必须学习欧美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度, 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两党制。正是以英美两党

制为楷模, 孙中山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有如雨后春笋, 建立了三百多个政党的情况, 主张在这些政党

的基础上实行合并, 并成二、三个大党, 建立两党制, 实行政党政治。/中国也已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事

实上, 中国的党、社 , 已经太多, 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0 [ 13]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 由孙中

山促成, 1912 年 8 月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行会合并为国民党, 作为

两党制的一个大党。对 1912 年 5 月由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统一党合并而成的为袁世凯政府服务

的共和党, 孙中山也表示支持, 并希望国民党和共和党都以英美的两党制为榜样, 成为中国最大的两个政

党, 建立两党制, 实行政党政治。

  不难看出, 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许多思想和主张, 都是学习和借鉴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

共和政体的产物。学习和借鉴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来实现中国的民权主义, 是孙中

山民权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 与所谓 -天赋人权. 者殊科, 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0。[ 14]孙中

山虽然主张民权主义要学习欧美, 但又认为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不能不看其情况

和适不适合中国, 一概照搬, 步其后尘。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适合于中国的就学,

不适合中国的就不学, 有所创新, 以适应中国民权主义的需要。孙中山认真地研究了欧美, 认为欧美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并非十全十美, 有许多弊端。他说: /余游欧美 , 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

失, 知选举之弊, 决不可无以救之。0 [ 15]对于这些弊病, 当然不能学。同时, 中国的情况和欧美的情况不

同, 各有各的国情。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是根据欧美各国的国情提出来的, 在欧美

适用, 在中国就不一定适用。因此, 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欧美。/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 所以管

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 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照样去做, 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0。[ 17]孙中山还
认为盲目照搬照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并不能使中国的民权主义完善和发达。照搬

照抄欧美不能搬出抄出中国的民权主义。/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 步欧美的后尘, 把欧美的东

西完全抄过来, 中国的民权便算是很发达 , 便可以算是止境。0 但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欧美的情况, / 可以证
明我们以前以为学到了象欧美便算是止境, 那便是不对。0 因为, / 欧美对于民权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今日我们要解决民权问题, 如果仿效欧美, 一定是办不通的。欧美既无从仿效, 我们自己便应该想一种新

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0 [ 18]唯一正确的方法, 就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创新, 为我所

用, 才能建造中国的民权主义。为此, 孙中山在民权主义中提出了许多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

主共和政体不同的思想和主张。

  孙中山分析了欧美的天赋人权的理论, 提出了新的民权革命的理论。他考察了民权发展的历史, 认为

民权发展经历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在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和君权时代都没有民

权。在君权时代, 封建君主总揽大权, 把国家和人民当作自己的私产, 政治上压迫人民, 经济上剥削人民,

/ 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 弄到人民不能忍受。0 残酷的封建专制激发了民权革命, 使民权革命成为世界潮

流。民权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专制, 人民才获得了民主权力, 人类历史才进入民权时代。而这只有一、

二百年的历史。/ 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 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 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0 既然民权
是人民通过革命争来的, 所以天赋人权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 /推到进化的历史上, 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

种民权事实, 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0 [ 19]孙中山认为在中国进行民权革命 , 实现民权主义, 完全是由

世界的民权潮流决定的。在世界潮流已进入民权时代, 中国仍然保持封建专制是违反世界潮流的。只有进

行民权革命, 实现民权主义, 才能顺应世界潮流。/世界的潮流, 由神权流到君权 , 由君权流到民权; 现在

流到了民权, 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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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分析了欧美的自由思想, 提出了新的自由思想。他认为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资产阶级的

启蒙思想家和人民群众都把争取个人自由放在首位, 作为革命的目标来追求。这是由于欧洲在历史上封建

专制非常厉害, 人民没有自由, / 思想不自由, 言论不自由, 行动不自由0 , 深受封建专制统治之苦。因此,

欧洲人民对个人自由的渴望相当迫切。/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 解除那种痛苦。0 因此, 欧洲

应当用革命去争个人的自由。但这种思想不适合中国, 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不同。中国在周朝封建制度

就结束了, 以后的历朝历代只要人民纳粮完税, 其他的什么都不管, 人民做什么都行, 非常自由。/ 中国人
的自由老早就很充分了0。相反, 个人自由非常充分, 结果走到反面, 使中国成为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状

况使中国人民不能结成一个坚强的团体, 对外国列强的侵略不能抵抗, 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我们是因为自
由太多, 没有团体, 没有抵抗力, 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 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0 [ 21]因此,

中国所需要的并非是个人的自由, 而是要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 把人民 / 造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0。为此,

孙中山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自由思想: 在中国不能以革命去争个人自由, 而是要打破和牺牲个人的自由 ,

使人民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争得民族和国家的自由。他说: /在今天 , 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

么样应用呢? 如果用到个人, 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 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

由, 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要这样做去, 便要大家牺牲自由0。[ 22]

  孙中山不仅认为欧美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不适合中国, 而且平等的思想也不适合中国。欧美资产阶级

和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把争平等作为革命的目标来实现。这是因为欧洲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等级制森严,

人们被分为帝王公侯伯子男民不同的等级, 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力, 人与人之间毫无平等可言。特别是一般

人民在封建等级制的压迫下, 处在社会最底层。因此, 在欧洲都把 / 平等和自由看得一样的重大。0 但中国
的情况不同。中国在二千多年前就打破了封建制度, 专制也没有欧洲厉害。除皇帝外, 公侯伯子男都不是

世袭的。而且, 欧美革命争平等己产生了弊病, 为争平等而争平等, 忽略了争民权。人民表面上争到了平

等, 但实际上没有争到民权, 民权没争到, 结果最终平等也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 至今还要去争民权。/ 欧

美争得平等以后, 为什么缘故要发生流弊呢? 就是由于民权没有充分发达, 所以平等自由还不能够向正轨

道走去。因为自由平等没有归到正轨, 所以欧美人民至今还是要为民权去奋斗。0 因此, 中国就不能仿效欧

美以革命去争平等。他认为,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民没有民权, 所以中国革命是要争民权。平等是民权中

的一个问题, 民权是实现平等的保障, 没有民权就不能有真正的平等。他说: / 平等自由是在什么地方立足

呢? 要附属到什么东西呢? 是在民权上立足的, 要附属于民权。民权发达了, 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 如果

没有民权, 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0 [ 23]

  孙中山接受了欧美三权分立的思想, 但认为三权分立有弊病, 在中国不能照搬。/ 美国的三权宪法到底
如何呢? 研究的结果, 觉得他那不完备的地方很多, 而且流弊亦不少。0 [ 24]第一个弊端是用选举制和委任制

来选拔官吏和工作人员。由于欧美的选举制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有种种条件限制, 特别是财产的限制, 所

以许多人丧失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违背了普遍选举的原则。/ 要有若干财产才有选举权, 没有财产的就没

有选举权。这种限制选举权和现在平等自由的潮流是相反的。0 而且这种选举很容易作弊, 结果使许多有真

才实学的人不能当选, 而那些营私舞弊的无德才的人相反当选。由于官吏和工作人员的委任都由政党一手

包办, 委任的人由党派首领决定, 都是任用私人。这样, 随着政党的更迭上至政府首脑, 下到勤杂人员统

统都要更换 , 造成政治不稳定, 而且还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 美国政治腐败散漫, 是各国所没有的。0 [ 25]

第二个弊端是监察权由国会兼任, 这不仅使监察权不能独立, 议会不能很好行使监察权, 至使监督不力。

而且议会也往往利用监察权来挟制政府, 使得行政机关也不能独立, 成为议会的附属物, 造成议会的专制。

/ 美国纠察权归议会掌握, 往往擅用此权, 挟制行政机关, 使他不得不兆页首总命, 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

制。0 [ 26]怎样克服这些弊端呢? 孙中山认为对第一个弊端最好的方法是学习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 通过考试

来选拔官吏和工作人员。这样不仅 / 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0 , 而且还可以公正、平等、不拘

一格地选拔人才。对于第二个弊端, 最好的方法是学习中国古代的弹劾权, 让监察权从议会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监察权。何况, 司法权是针对一般人的违法, 监察权是针对官吏的违法, 司法权可以独立, 监

察权也应当独立。为此, 孙中山得出结论: 在中国不能照搬三权分立, 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学习中国古

代政治中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 把考试权和监察权作为两个独立的权力, 使之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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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立, 成为五权并立。孙中山把这种五权并立称之为五权宪法。/中国相传考试之制, 纠察之制, 实有其

精义, 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 故主张以考试、监察二权, 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 合为五权

宪法。0 [ 27]他认为, 实行了五权宪法, 就能使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超过欧美的三权分立, 成为世界上最先进

最完善的政体。

  对欧美各国实行的通过人民选举议员, 由议员组成议会行使立法权管理国家的代议制, 孙中山也提出

异议。由于选举出来的议员仅是少数, 少数议员在议会决定和管理国家大事, 绝大多数的人民仅仅是选举

议员而已。所以在代议制下, 只是少数议员享有民权, 广大人民没有民权。/代议制度之下 , 有权者仍为少

数人, 大多数依然在被治地位, 此不过较君权稍差一间耳。0 [ 28]由于议员要选举产生, 资本家为能选出自己

的代理人, 往往操纵选举, 贿赂选民, 使选举失其公正性。/ 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0 这样选出的议员
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为人民办事, 成为人民公仆。而是营私舞弊、贪脏枉法、争权夺利, 成为 / 猪仔议
员0 , 使议会乌烟嶂气、政治腐败。/ 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 -猪仔议员, , 有钱就卖身, 分脏贪利, 为全国

人民所不齿。0 代议制的弊端完全不能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 不是真正的民权。在中国实现

民权怎样才能避免代议制的弊病呢? 孙中山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人民以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

权这四大民权, 实行全民政治。使人民有权直接选出能代表人民意愿的有德才的人来管理国家, 直接罢免

不能代表人民不称职的议员和官吏, 直接创立和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法律, 直接废除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法

律。/ 其人民对行政且有选举权、罢免权, 前者所以举贤才, 后者可以救济误选。又对立法方面有创制权、

复决权。创制权以补法律所未备, 复决权所以矫法律之不善。0 [ 29]这样, 人民就能直接参加国家管理, 真正

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国也就实现了真正的民权, 成为全民政治的国家。/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 才叫做全

民政治。0 [ 30]

  针对欧美 / 在民权发达的国家, 多数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 民权不发达的国家, 政府多是有能的0 弊
病, 孙中山提出了政权和治权的理论。他认为在法国革命中由于人民有充分的民权, 性恶的人便拿民权去

作恶, 用国家政权谋私利, 政治成为暴民政治, 出现无政府主义。结果政府没有权, 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

民权出现障碍。而美国独立战争后, 权力都集中在国家, 特别是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使政府能有效地管

理国家, 而人民仅只得到有限制的选举权, 民权也出现了障碍。法国的情况是人民有民权而政府没有治理

国家的能力, 美国是政府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而人民没有民权。这又是欧美在民权问题上的弊病。怎样才能

使中国实现民权后人民有充分的民权而政府又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孙中山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只能实行权

能分开。权能分开, 一方面要给人民充分的民权。/ 什么叫做民权呢 ? 简单地说, 民权就是人民去管理政

治。0 [ 31]也就是给人民管理政治的权力, 人民有了管理政治的权力就成为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 由于人民

绝大多数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不能治理国家, 因此不能让人民治理国家。谁来治理国家呢? 孙中山认

为可以由有治国能力的专家组成政府治理国家, 给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政府是万能政府, 有能力

治理好国家。/ 国民是主人, 就是有权的人, 政府是专门家, 就是有能的人。0 人民有权管理政治但不治理

国家, 政府治理国家而无权管理政治。权和能既不集中在人民手中, 也不集中在政府手中, 而是分别在人

民和政府手中, 这就是权能分开。权能分开使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成为阿斗和诸葛亮的关系, 股东和总办的

关系, 主人和车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既使人民有民权, 又使政府万能, 从而克服了欧美国家人民有权

政府无能或政府有能人民无权的弊病。怎样才能做到权能分开? 孙中山认为关键是要把政权和治权分开。

由于民权就是人民去管理政治, 而 / 政治两字的意思, 浅而言之, 政就是众人的事, 治就是管理, 管理众

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 便是政权。0 [ 32]这样, 在政治中就有两个力量。由于 / 政是众人

之事0 , 所以政治中有一个 / 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0 ; 由于 / 治是管理众人之事0, 所以政治中有一个 / 集
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0。前者就是政权, 后者就是治权。政权是管理政府的力量, 也就是民权, 治权是

政府本身的力量, 也就是政府权。/政治之中, 包含有两个力量, 一个是政权 , 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

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 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0 [ 33]实行权能分开实际上就是把政权交给人民, 由人民行

使政权, 管理政府, 实现民权。而把治权交给政府, 让政府中的专门家充分发挥作用, 为人民做事, 治理

好国家, 成为万能政府。而要使人民有政权、政府有治权, 孙中山认为就必须给人民直接民权, 就是人民

要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而给政府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实行五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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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权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要有四个权, 这四个权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

权。在政府一方面的 , 是要有五个权, 这五个权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0 [ 34]这样,

人民可以通过四大民权管理政府, 实现民权; 而政府可以通过五权宪法治理国家, 为人民做事。人民管理

政府的四大民权就象人控制机器的 / 四个节制0, 政府替人民做事的五权宪法就象机器为人做功的 / 五个门
径0。/四个节制0 有效地控制 / 五个门径0 , /五个门径0 奋力地做功, 这就能使政权和治权 /各有各的统
属, 各有各的作用, 要分别清楚, 不可紊乱。0 这样, 人民有权, 政府有能, / 彼此保持平衡, 民权问题才

算是真正解决, 政治才算是有轨道。0 [ 35]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并不是照搬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

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产物, 而是在分析研究其弊病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反对盲目地

照搬照抄欧美, 主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为我所用, 有所创新 , 这是孙中山民权主义

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在民权主义上, 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学习和借鉴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 另一方面

又主张这种学习和借鉴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 而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 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为我所用, 有

所创新, 以适合中国民权革命的需要。这两方面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把这两方面的思想结合起来, 就是

孙中山的民权观。

  应当指出的是,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孙中山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缺乏全

面而深刻的认识, 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 还有许多错误的认识, 特别是对欧美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阶级实质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同时, 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和认识

也不够全面、正确和深刻, 有许多模糊错误的认识。这就使得孙中山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

共和政体应当学习什么不应当学习什么; 应当借鉴什么应当批判什么, 哪些东西在中国适用哪些东西在中

国不适用,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的认识就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在许多具体主张中

也有片面性和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是, 这些都没有影响孙中山民权观的正确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孙

中山能具有这样的民权观, 是难能可贵的。他远远地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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