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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份款4革曝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黄宇和

青导

孙中山尝言..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

政治风俗，并交结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

得，始知徒敖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

斯民于极乐之乡也。 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 予

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

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

三民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相当重要地位。 首先，孙

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在 1920 年代国共合作时期被大力宣传

下，凝聚了澎湃的爱国情绪，发挥了无穷力量。 北伐战争，就

是在这种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之下，发动并统一中国的。2 尽

管 1927 年后国共分家，但是有学者认为，此后中共所作的一

切，都可以解释为复杂的民族主义理论系统当中一种特殊表

现。3 更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推动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发

展。4 已放的费正清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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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必须搞清楚"。5 无可否认，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这种现象，

发韧于孙文学说。 其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也在

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 因此，探索孙中山

"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6 是一个甚有意义的课题。 但是，

孙中山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日记、游记，甚至简单的笔记。 谁

知道他见过什么、闯过什么?更逞论探索他心里想什么及如何

完成其三民主义的腹稿。 这问题是多年以来困扰着史学界的焦

点之一。 这个难题是否永远没法解决9

近世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古人著书立说.皆有

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

学说不易评论..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

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

家欣赏古代绘画院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

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

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

论。 "7

陈寅恪先生的话，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 陈先生的话，可

以理解为..对古人之立说'\是可以达到"真了解"的境界

的。 而途径有二。 第必须"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第二，必须"神游冥想"以便明了其"持论之苦心孤诣"。 关

于第一点的妙用，则太史公司马迁早已说过"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 至于第二点，即"神游冥想"的重要性，则牛津大学

前皇家近代史教授 (Regius Profo曲曲r of Modcm HislOry) 核·特瓦

若袖(Hugh Trevor-Roper ) 说得更直接了当 。 他说..没有想像

力的人不配治史。 "8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古代史的专家;特瓦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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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教授是欧洲近代史的专家。 可见，无论是古今或是中外的历

史，如果要对它达到"真了解"的填界..神游冥想"是不容

或缺的阶段。

从研究近代史人物之如孙中山及其思想来源的角度来说，

上述两个途径，在具体实践起来时，如何走法?窃以为如果要

达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则最好是亲临孙中山活

动过的地方，体验生活，观察环境，浸淫于接近当时的实际条

件当中。 再结合文物、文献等，重建当时的各个历史细节。 然

后在这个基础上..神游冥想..把各个表面上似乎毫无关连的

细节，像积木那样，重新架构起来。 所以，在过去的 24 个寒

暑当中，笔者每年都必定重访伦敦一趟到两趟。 每趟都一步一

脚印地、三番四次地 、 "跟踪"孙中山走过的地方。 在伦敦市

区内"跟踪"孙中山，则无论多远，笔者都是靠两条腿和一部

自行车。 市区以外的、当年孙中山也要坐火车的，笔者也坐火

车。 每一次"跟踪"后所得到的感受，都与前一次不一样·是

一次比一次深刻了。 可以说.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感受

与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 重新架构起来的"积木..越

来越比较像样了 。 学问功夫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信焉。

接着，在这个"积木"的基础上，结合孙中山后来见诸文

字的理论和行动，作"神游冥想..探索其三民主义思想的渊

源，也越来越多了点滴信心。

下面比较具体地谈谈，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对上述三个途

径一-RP实地考察、文献钻研和神游冥想一一的体会。

实地考察-
就以孙中山伦敦蒙难这件事情为例吧。 孙中山最初以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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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无疑。 后来竟然又能选出鬼门关。 这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

验，对他人生观以至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会有什么影响?在

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必须搞清楚他被幽禁的整个过程。 而弄清

幽禁过程的第一步，又必须查清楚他是如何被绑架的。 伦敦这

么大，又人海茫茫。 为什么孙中山在到达伦敦的第 12 天早上，

就在公使馆的正门被绑架迸入公使馆?孙中山别的地方不走.

为什么偏偏就要走过公使馆的正11? 公使馆的人员，从何得知l

他们要绑架的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不错，公使馆是雇了一家

名叫史雷特的私家侦探社，让该社派人跟踪孙中山 。 但是侦探

的报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线索。 正如罗家伦教授很早以前

已发现的，当孙中山被幽禁在公使馆后，那饭桶侦探还坚称孙

中山一直足不出户地留在旅寓睡大觉 r 9

孙中山为什么偏偏就要走过公使馆的正门?如果我们亲临

其地，沿着孙中山走过的地方，一步一脚印地"跟踪"他;再

结合文献记载，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就很有帮助。 孙中山到达

伦敦当天，已是深夜，人住旅馆后，就没有再外出活动。 第二

天早上，他去探望恩师康德黎医生。"他从旅馆到康家是怎么

走的?笔者经过实地考察、比较各种交通工具和路线等，判断

出孙中山是徒步去的。 11 而徒步到康家，则必须由南往北走地

经过公使馆的正门 。 12正门旁边有两道很大的窗户，通过这两

道大窗，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

同时.该公使馆位在钵兰大街 (Portl8l1d P!BCe) 与娓密夫

街 (We归刷出 Sb回t) 交界的西北角。 而公使馆向南的侧面，

即面向娓密夫街这一方向的那部分，每一层都有窗户，让公使

馆里边的人，有很长的时间，细心观察由南到北、横过娓密夫

衔的行人。 而且.公使馆每层楼都有三道窗户、向着娓密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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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五层共 15 道窗户 。 13当孙中山沿钵兰大街西边、由南往北

走而横过娓密夫街时，公使馆里的众多人员当中，只要其中有

一位从 15 道窗户当中的-道窗户往外望，就会看到孙中山 。

为什么孙中山要在钵兰大街的西边走?因为，接着走到下一个

街口再往西拐，就是康德黎医生的寓所。 如果孙中山早知道公

使馆的准确位置，他可能会绕道而行。 但当时他并不知道。

最后.公使馆的华籍员工似乎有个习惯·他们爱在附近逛

街。 早在第一任公使郭揭焘的时代，就有该公使馆的华籍员

工，因逛街而闹出事来。 14这也难怪，当时的英国与消统治下

的神州，分别是这么大 1 任何稍具好奇心的人，都会经常到街

上逛逛。孙中山只要在街头遇上公使馆众多华籍员工中任何一

位，都会引起怀疑。 因为，当时的钵兰大街，极少华人涉足。

其实，整个伦敦，当时也极少华人。 有么也多数在东伦敦部的

码头区当工人。 孙中山的突然出现，肯定马上引起怀疑。

当孙中山到达伦敦第二天( 1896 年 10 月 1 日)的早上，

第一次由南往北走过公使馆正门时，公使馆的人是否已注意到

他?我们不知道。 当天稍后，康德黎医生带着他，前往康德黎

自己过去当大学生时寄居过的格雷法学院坊，为他找廉宜寓

所。 15经笔者实地考察，他们所走的路线，也必须从北往南地

经过公使馆大门。 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鬼门关16外晃来晃去。

1896 年 10 月 4 日星期天，孙中山早上再访康家 17第三次

走过公使馆正门 。 过了一会，孙中山踉康家大小一道走路上礼

拜堂。 康家有固定的礼拜堂.那就是圣马丁教堂。"经考证，

该教堂位于特拉法加广场(Trafal伊句uare) 的东北角，从康

家走路去不远。 但必须路过公使馆的正门 。 如果是坐马车去，

还没什么。 但是如果徒步去，则一个东方人，在一家洋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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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有两三个小孩蹦蹦跳跳地Y走过公使馆正门，怎不引

起里边的人注意?经笔者考证，当时他们是徒步去的!承康德

黎医生的幼子却肯讷夫·康德黎上校(Colonel Kenneth CanÙ ie) 

相告，他爸爸从米没拥有过一部私人的马车 。 如果不是有急事

或目的地太远，元论到伦敦任何别的地方都是走路，很少坐出

租马车。 他的外婆，住在伦敦西南部的班斯区(Bam四) ，走路

去，单程得走上五六个小时。 但是，他妈妈经常都带着保姆、

领着孩子们走路去的 。 星期六去，星期天回来。 圣马丁教堂近

在咫尺，他肯定上教堂时，是走路去的。21

在教堂守过礼拜以后，于回家路上，又是这么一个东方

人，亲亲热热地走在一家洋人当中，更有两三个小孩蹦蹦跳跳

地，走过公使馆正门，里边的人还看了没有?

在康家吃过午餐，畅谈过后，孙中山在回家途中，第六次

走过公使馆正门 。 但这次是单形只影者，公使馆的人，注意了

没有?

1896 年 10 月 6 日星期 二，孙中山再访康家。 上午去，下

午回 。2去时第七次走过公使馆正门 。 国时第八次走过公使馆

正n 。 翻查公使馆档案，公使馆在当天下午 15:∞时，就给

史雷特私家侦探社发了一封电报，要求该社暗中偷拍孙中山一

张照片。 难道这是偶然的?公使馆的目的很明显。 如果侦探成

功地偷拍了该侦探所跟踪的目标的照片，就可以用来对照一

下。 这样可以证实，这个从 10 月 l 日起突然出现的、此后不

断在公使馆面前摇来晃去的陌生人，是否就是前一天 (9 月 30

日) ，在该侦探监视下、于利物浦登岸的孙文。 因为，侦探社

发给公使馆的、有关孙中山行踪的报告中，绝口没提到过该目

标曾走近公使馆，也没有提到他曾多次探访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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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那侦探社回答说"待天气好转再说吧。"刀就是不

爱想办法。 公使馆没奈何。 只好干焦急。 接着，孙中山应邀到

恩师孟生医生( Dr Patrick Man皿n) 家里晚餐;日期，据孟生医

生回忆说，要么是 1896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要么是 1896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P经实地考察，孟家也非常靠近公使馆，与公

使馆和康家大约成品字形。 公使馆的人，今天又注意了他没

有? 1896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六，孙中山再访康家。2让我们可以

肯定他第九、第十次走过公使馆正门 。 其他不能肯定的次数不

算。

189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天清早，当孙中山正要作第十一次

(我们能肯定的)路过公使馆正门时，公使馆里的人终于采取

行动，把他诱骗进去。 重建当时公使馆人员的心思与布局，是

很有趣味的。 第一，钵兰大街是使馆区，星期天使馆人员不办

公，行人极少。 尽管有些居民吧，星期天的早上都睡晚点。 清

早时分大家还在梦乡，外来客就更少。 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

最适合不过。 上个星期天孙中山来过一趟，与康家大小上礼拜

堂。 今天会不会再来?第二，如果再来，预先会有什么兆头?

承该街一位老居民相告，钵兰大街南端路中心有一座圆形的教

堂.两旁所有建筑物的前部都是半圆形，行人从南到北进入钵

兰大街.必须绕过该教堂。 在绕行的过程，就会发出回响。杨

如果有人站在钵兰大街等候，还未见到来人，早已听到脚步

声，好做准备。 钵兰大街的星期天清晨，平常是静悄悄的。

1896 年 10 月 11 日的清早，再二次来了脚步声.九成是这个陌

生的东方人重现了 。

如果没有作实地调查，上述的关键情节，笔者就无法知道

并作联想，更无从解决为什么孙中山会遭到绑架的问题。 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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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的是.从探索三民主义渊源的角度来看，贝~跟踪了孙中山

10 天，收获同样丰富。 光以孙中山在伦敦活动的第一天( 1896 

年 10 月 1 日)为例，就发人深省。 正如前述. 当天早 t.他

徒步往访康德黎医生。 通过实地考察，笔者发觉，他沿途见到

的，是英国建筑业辉煌的成就。 甚至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是大

英帝国鼎盛的象征(见第三章"图策" ) 。 日不落帝国，称霸全

球，到处欺负弱小民族。 这些雄伟建筑，部分是被剥削民族的

血汗。 当时的中华民族，就是被踩在地下的民族之一。 孙中山

民族主义的心弦，有没有被扣住?通过实地考察，又发觉当天

康德黎为孙中山找到的旅寓，位置就在格雷法学院的边t.日

后孙中山多次跑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 叫"南院 5 号"的，

其实就是到该法学院去 ， 与 一位念法律的英国学生讨论问题

(见第二章 "日 志") 。 讨论什么问题?民权的问题? 由 于实地

考察，又发现当天黄昏，孙中山参观了伦敦大学著名的英王书

院(见第三章"图篆")。 教育与民生息息相关。 当时的神州大

地，还没有→所现代的高等学府。

若赚参观大学的例子还不够直接了当地显示州它与民生的

关系，贝IJ第二天， 孙中山在霍尔本区 ( Holhom ) 活动。 该区既

有辉煌的格雷法学院，也有查里斯·狄更斯 (仙町les Dickens) 

所描述的贫民m(见第三章"因篆"中的 5 月部分)。 孙中山

见了没有?第三天，他跑到老远的水晶宫( Crys凶 Palace) ，花

了一整天参观由英国皇家园艺协会 ( Royal Horticultural 坠lCiely )

所举办的全国水果展览(见本章第七节"本书脉络") 。 第四天

(1896 年 10 月 4 日星期天)，同样通过实地考察，笔者发觉 ，

孙中山与康德黎一家步出教堂时， 目睹英国罢工工人示威的盛

大、 动人场面(见本章第五节"神游冥想") 。 这全都与民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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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后者当然与民权也有密切关系)。

在短短的四天之内，有关三民主义的例子，就通过实地考

察，排山倒海而来。

关于实地考察对三民主义探源的关键性，让笔者再举一个

例子。 侦探报告说，孙中山逃出后，即在"查灵十字的税氏酒

肆接受记者采访"。白这不是一般的记者会.而是轰动世界的

"宣言"。 这"宣言..让孙中 IU从一个落荒而逃的反叛者，摇

身一变而成为"当世大英雄.. (the hero of the great generation of 

由e day) 。坦它把孙中山推上世界性的政治舞台，充实了他的使

命感。 而作为一位世界性的政治人物，不能没有自己的政治主

张。 光有行动，没有理论，是不能领导革命成功的。 对孙中山

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体会。 他本来打算在英国逗留 10 天左

右，就赴法国，目继续其环球旅行。 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决

定暂时留在英国多多学习，终于"完成"了他的三民主义 。到

他之所以改变主意，很可能就是因为有了上述那种崭新的体

会。因此，发掘当时他谈话的内容固然要紧(笔者觅到了，见

第四章)，但是找出记者会举行的地方 税氏酒肆 的具

体方位，考察它的外型，研究它的内部布置，则同样为重要。

因为，以孙中山当时的政治素养来说，作没有准备的仓促谈

话，不可能谈出什么政治理论。 倒是他在-个陌生的地方，人

生第一次地面对甚有学问的记者轮番发问时，深刻地体会到有

政治主张的必要，尽管当时他在这方面不多说(见本书第四

章) 。

但是，税氏酒肆在哪儿?现代伦敦的街道图.却没有查灵

十字，只有查灵十字路。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现代的伦敦电

话簿根本没列上"税氏酒肆"这名字(侦探报告所用的具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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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是Shad臼Public House) 0 31 1979-1980 年度，笔者休假整整

一年，在伦敦做研究.沿查灵十字路反反复复地走了不知多少

遍，都属徒劳。

后承英国大律师协会的庸林先生 (Mr A. J. Tomlin) 相

告， <伦敦邮政便览} (Kel秒 ， s l.ondon Post O./fice Direc归1)')可供

参考032笔者追查该《便览}，则证实 18% 年的伦敦，的确有查

灵十字这个地方。 而税氏酒肆就位于查灵十字 27-28 号 。33 因

此， 1983 年 5 月，笔者兴冲冲地又跑回伦敦，在 《便览》 提

及的地区内.即河滨路 (Strand) 与白厅(Whitehall) 大街之

间 34把每条街道、每家招牌都仔细看个遍，仍不得要领。 但

是，有了一点头绪.在该区内某栋高大房子的墙壁上，钉了一

边牌子"查灵十字"。 这牌子虽然与现代街道图相悖， {13 证明

地区是找对了 。

后来，探得英国皇家建筑设计师协会 (Royal Inslitute of 

British A陀hitects) ，珍藏有税氏酒肆的铭刻l铜片(∞pper engrav

ing) 0 35于是修书求助。 承其提供了该铭刻铜片的照片 ， ~Il获至

宝。36于是， 1987 年 1 月，又兴冲冲地再飞伦敦，并把搜索范围

扩大到自厅。 从北往南地，在臼厅的东边慢慢走。-边走， 一

边把马路对丽、即臼厅大街西边的建筑物， 一座一座地与手中

的图片比较。 走到自厅大街南端尽头，立即横过马路。 再从南

到北地在自厅大街西边慢慢走。一边走， 一边把马路对面、即

臼厅大街东边的建筑物， 一座一座地与手中的图片比较。 在快

接近特拉法加广场时，对面呈现的一座建筑物，与于中图片雷

同!该建筑物挂有一道招牌..古老税氏加灵顿" (Old Shades 

Charrington) 。 名字虽有增加，但仍保留了税氏二字。"正由于它

加了"古老" ( Old) 二字在前面，难怪在现代的电话部中的 5

530 

鸟
，
-
+
创
纪
的
中
画
『



辛
亥
革
今
与
二
+
世
纪
的
中
晴

三民主义份11:.探曲'

部分找不到 Shad回(税氏) ! 
怎么税氏酒肆从查灵十字跑到自厅大街了?很可能自厅大

街的北部，过去原叫查灵十字:且看附近就是查灵十字火车总

站和查灵十字医院。 为了证实这种推想，到大英博物馆查核有

关典籍。 结果，找到一本书，由伦敦市政厅出版的。 其中有一

部分，有这个标题"自 1929 年 8 月 1 日，取消了的街道名称

以及其新名字"。 查阅之下，证明查灵十字，已改为自厅大街

的一部分。到这种改动，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同是一条大街，

为何商银北辙呢?接着，笔者迫不及待地函请税氏酒肆的老

板，准许笔者前往考察及拍照。 多年宿愿，终于得偿!

应该重申，笔者写本文这一节的目标，是要说明:为了解

决有关问题"实地考察"非常有助于我们"与立说之古人处

于同一境界"。

文献钻研一--
实地考察，脱离不了文献钻研，更代替不了文献钻研。 应

该说，实地考察与文献钻研，是相辅相成的， 二者不可缺其

一。 对于这-点，笔者体会是很深的。 譬如，侦探报告开头第

二天就说，孙中山坐"雄伟"号轮船到达英国，在利物浦的王

子码头登岸 。到这王子码头是怎生模样?这不是-般的问题，

因为王子码头所给他的，是他对英国的"第一印象" 。 而第一

印象对一个人的总的观感，有时候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所

以，笔者决定亲往考察。 在 l锦4 年到利物浦，买了利物浦市

区的街道图，按图找到王子码头。好荒凉啊!整个海港没有一

条远洋船。 码头静悄悄的。 孙中山当年登岸的情景，肯定不是

这样。 但当年情景往哪儿找9 心中一片茫然 。 惆怅之余，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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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禁地在码头区不断地簸方步，直到日落西 IÜ而不自觉。 突然

眼前出现一位中年人.对笔者说..先生，码头区入夜不安全，

我开车送您回旅寓。"咽

退而求其次，第二天查访所谓国lway omnibus。 因为，侦

探报告说，孙中山是从利物浦的王子码头坐 railway omnibus. 

到密德兰火车站 (Midland Rai lway Station ) 的 。41Railwaymmbus

这个名字好古怪 ! 直译的话，就变成"火车路公共车"。 翻阅

前人研究成果，则有把它翻译成"公共汽车"者。42窃以为这

是不准确的。 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普遍使用汽油和汽车。

笔者在起程前，也曾预先函询利物浦市立档案馆。 该馆摸不着

头脑，让笔者转向英国的国立火车 博物馆 ( National Railway 

Museurn ) 查询 。4J笔者照办，同样没有结果。 所以，笔者这次

亲访，希望多少能找到些头绪。 但是，向当地的专家请教，带

来的都是莫名奇妙的反应。 又是徒劳无功的一天。

第三 天， 按图欲找密德兰 火车站 ( Midland Rai lway Sta

tion ) 。 因为，侦探报告说，孙中山坐"火车路公共车"到达密

德兰火车站后，就从该站乘火车前往伦敦的f但是，找了大

半天，就是没有密德兰火车站这个名字。 笔者也曾预先函询利

物浦市立档案馆和摩斯赛区政府( Mer田yside County Council) 

档案部。 前者回信说，密德兰火车站即中央火车站( Cen田l

sutlon) 。45后者回信说，密德兰火车站即利物浦当今惟一的火

车总站一一那著名的莱姆街火车总站 ( üme Str回，t Station) 046孰

是孰非 ， 笔者希望通过这次实地考察，能把问题搞清楚。 但

是. 地图上没有密德兰火车站这个名字，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笔者决定下午亲访摩斯赛区政府档案部主任格顿 · 李德先生

(M r Cordon R幽d) 。 翻查 1896 年的利物浦电话簿，证实密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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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即中央火车站。 就匆匆地赶往中央火车站旧址。 好荒凉

啊!所有大门窗户都用木板钉得死死的，墙壁上的污垢黑压压

的，脏得让人作呕。 加上时过黄昏，笔者觉得不宜久留 ， 故拍

过照后，就赶快离开。 这样的照片，怎能反映孙中山当年看到

的景象?又是让人失望的一天 !

钻研文献去!多次到利物浦向当地的专家请教.承利物浦

各档案馆的众多好友不厌其烦地帮忙，通过各种途径，找来当

年图片与有关文献， 一步一步地解决了不少疑难:当年王子码

头的图片找到了! 一看，好热闹啊!当年中央火车站的图片找

到了，好帅!当年的街景也找到了，好繁华啊!甚至当年孙中

山乘坐的那只"雄伟"号轮船的图片也找到了!只有那"火车

路公共车..仍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笔者也不恢心，终于，

在 1994 年 3 月某天，与同事沃特教授(Dr 10hn O. W国-<1)闲

谈时，承他指引，得阅有关典籍，方知是当年利物浦土话，所

指乃有轨马拉车。47 于是又请利物浦市立档案馆的朋友帮忙，

找到有关图片，孙中山当年所处的环境 、 气氛等等，跃然人

目 。 可见，光靠实地考察而不作文献钻研，是无法重建当年景

象的。

不能以今况古四

孙中山从伦敦公使馆被释放后，不久即参观了在皇家农业

馆 (Royal Agricultural Hall)举行的圣诞育肥家畜展览会。 因

此，该馆是笔者重点考察的地方之一。 在 1984 年，笔者第

次亲往该馆旧址时.则与利物浦的前中央火车站旧址同样地被

封闭了。 其肮脏荒凉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1985 年旧地

重游，贝11 已开始装修。 1986 年再去，则该建筑物已修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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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改为长期展出各种电脑的场地。 原来笔者初时见到的，只

是该馆的后门 。 开放后，笔者可以从后门走到正门 ，则别有洞

天。 正门可壮观!但可惜，笔者所看到的，正门外边泊的是小

汽车而不是马车。 里边挤得满满的是电脑而不是牛羊。 更听不

到公鸡啼母鸭叫 。 元论笔者怎么样努力地..神游冥想

法重建当年情况。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笔者找到 19 世纪

末皇家农业馆展出鸡鸭牛芋的图片.虽然不是 1896 年 12 月 8

日孙中山亲眼见过的那批畜牲。

孙中山也参观过伦敦的水晶宫。 该宫是为了 1851 年在伦

敦举行的第-届世界博览会，而在海德公园 ( Hyde P.缸k) 建造

起来的。 它也是大英帝国向全世界炫耀其工业革命辉煌成就的

工具。 所用的材料，全都是钢条和破璃。 放名水晶宫。 博览会

举行过后，全宫拆掉，建筑材料搬到郊区悉鼎纳姆( Syden
harn) 地区重建，并有所扩充，作为永久展览馆。 新址连花园

占地共 2∞英商，主堂 lω8 英尺长. 3ω 到 120 英尺宽. 175 英

尺高 。 从四方八面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诚壮观哉 1 48可惜，

时到今天，水晶宫早已被火神挟走，只留下青绿的-个大公

园 。 很幸运，笔者又成功地找来当年水晶宫的照片。 外形、内

貌都有。

为了让读者对孙中山当时所处的实际情况也能得到比较准

确的了解，笔者在翻译外名时，就以反映当时实际情况为准。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英国的建制很特别，不是从字面上可以

准确地知道其意思。 比方说 • Inn这个名词， 一般是小型旅舍

的意思。 因此， 不明内里的人，很容易就把 Gray' s Inn这么

一个专有名词.翻译成格富旅舍。彷其实，它是一所法学院，

是英罔专门教育和培训大律师( barrister )的学院之一。 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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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把官翻译为格雷法学院。

翻译地名时，也以反映实际情况为准。 譬如，英语中的

PIace， 一般都翻译作广场。 但经过笔者实地考察，如果发觉面

积是小得可怜的话，则把它翻译成坊，更接近事实。 Gmy' s

lnn Place 就在此之列，放在本书里把它翻译成格雷法学院

坊。皿但如果发现，它其实是一条很直很宽的大街的话，就把

它翻译作大街。 Portland Place 就在此之列，放在本书里把它翻

译成钵兰大街。 又英语中的句uare，同样地一般都翻译作广

场。 大名鼎鼎的 Trafal伊句田血，把它翻译作特拉法加广场，

就名副其实。 但是，格雷法学院里边也有一个句uare，名叫

Sou由句皿田，就不能翻译成广场了 。 它只不过是该学院里两个

院子当中的一个院子。 所以，把它翻译南院，就比较准确地反

映了实际情况。 至于上述的格雷法学院坊，经调查，只不过是

位于该学院外围西边的一块小坊，与该学院毫元关系。只是由

于该坊靠近该学院而以该学院命名而已 。 孙中山之住在该坊边

上的一栋私人房子，与该学院没有任何正式关系。 后来倒是方

便了他频频前往探望住在该院宿舍里的一位学生，向他请教问

题。

此外，伦敦街道的名称也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 例如，

Cll'CUS 这个字 ， 一般指马戏场。 不明内里的人，看了侦探报告

说 、 孙中山某天到了某某 CII'CUS，因而就说孙中山"偶去马戏

场 (Regent Circ田)消遣 "fl 经考证，这个 Regent Circ皿乃地

名，是伦敦的摄政亲王街 (Regent Stz咽t) 与牛津街( Oxford 

SII晴t) 交界的十字路口，作圆形，故称 CBEUSF在 21 世纪的

伦敦地图，再也找不到 Regent C回国这个地名 。 因为，同一个

地方，已被改名为。由.rd Circus。 无他， 19 世纪时，以该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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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两条街之中的撮政亲王街命名该 CllC础。 这样做，是因为

当时的确有→位摄政亲王(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存在。 为了

表示对他的尊敬，就以摄政亲王街来命名该 ClrcUS。后来他去

世了，当局就改用交界的两条街之中的另一条街 ， HP 以牛津

街，来命名该 cu'Cus 而已 。 据笔者实地考察，离该 CllC山不远

的地方就有→个 Cambridge (剑桥) Circ出;在首都怎么可以光

有"剑桥 C忧国"而没有"牛津 Circ山川因此改名也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

在英国治理时代的香港，但同样性质的十字路口，翻译成

"回旋处

翻译时，按实际情况而定 。 如果在某口町国的交通，的确是回

旋者，像在 Cambridge Ci陀出那样，就翻译作"剑桥回旋处"。

否则就干脆直呼其为十字路口 。 参考孙中山访英时期的图片，

则发觉在Oxford CilCUS 的交通并不回旋，放笔者就把它翻译成

为"牛津十字路口 ··f

又例，如在伦敦市中心沿泰晤士河(阳ver Thames)北岸

的某一段何滨归国nd) ，过去的市民干脆就为其起名叫 η，e

Strand (河滨) 。 如果不是当地的居民，就无从知道它其实已变

成一条路。 为了清楚起见，笔者就用"河滨胳" (即为它加了

-个"路"字)的方式，来反映它的实际情况。 同样地，

WhilehaIJ (臼厅)是一条大街，以街旁一桥、著名的白色建筑物

(WhilehaIJ )命名 。 放笔者就把它翻译成"白厅大街" (即为它

加了"大街"两个字)的方式，来反映它的实际情况。 至于该

栋臼色建筑物本身，其实是英国外交部办公的地方，放"臼

厅"又成了英国外交部的代名词。 准此，当笔者在文中单单用

上"自厅"这词汇时，意思就是指英国外交部，而不是指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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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街。

经过不断的反复考察，比较准确地了解了孙中山"所处之

环境，所受之背景"后，下一步就是通过"神游冥想"去探

索孙中山"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55的缘由。

柿游冥想五

"神游冥想"具体应该怎么办9 在这方面，近代著名的新

诗人、上古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曾做过典范性的工作。 对

郭沫若先生的方法与成就，当今儒学大师余英时先生作过如下

精辟的评价"郭沫若以新诗人一变而为甲骨、金文的专家，

大家都说他聪明绝顶。 他的聪明自是不在话下。 甲骨、金文在

门外汉看来好像是一个一个字地辨认出来的，非日积月累不能

为功。 事实上治此学的人在具备了关于古史和古文字的基础知

识之後，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想像力，把初看毫不相关的东

西联系起来，从而展示出全新的意义。"第

这段引文的最後两句，最具关键性。 实践起来，笔者所凭

的，倒不是郭沫若般的、诗人的想像。 而是侦探般的联想与推

断。 同时，在主证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尽量找旁证，以便充实

主证的内容。

就以 1896 年 10 月 4 日星期天为例吧。 有关孙中山当天活

动的主证，经过笔者 24 年不断地发掘，只获得下列两条。 第

一，康德黎夫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孙医生曾来访。 " (原

文Dr Sun here严第二，康德黎医生在一个月后作证时回忆说:

"10 月 4 日，我们谈及公使馆 …。"在这里，负责问话的财

政部首席律师似乎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是否记忆清楚是 10 月

4 日 。绍所以康德黎说..我相信是。 "59单凭这么两条直接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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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怎么能跟三民主义连到一起?笔者征诸旁证，发觉康德

黎医生的第三子倪理 (Neil) 与别人合作写的有关他父亲的

《康德黎爵士》传里，有这么-句话..某天中午进餐的时候，

话题扯到公使馆。咱这似乎是家传口碑，从而可知当天孙中山

不单造访过康家，而且曾留下来吃午餐。

孙中山应邀到康家吃午餐，是什么时候到达的?从这里

起，笔者侦探式的"神游冥想..就开始驰骋。 根据笔者平常

阅读所得到的知识、长时间在英国生活的经验、61平常与英国

师友切磋所得，知道在 19 世纪的英国社会，基督徒在星期天

如果不上教堂守礼拜的话，是不可思议的。 康家大小都是基督

徒，他们肯定会在星期天上教堂。 孙中山也是基督徒，旅居伦

敦靠近康家，他是会希望在星期天同样上教堂的，但人生路不

熟(当天是孙中山到达英国之后的第-个星期天)。 康德黎在

邀请孙中山赴家寇的同时，会不会也很关照地邀请他一道上教

堂9 笔者相信是会的。 而且，承香港大学建筑设计学系龙炳颐

教授相告，尽管孙中山是在香港的公理堂( Congr唱tional

Church) 受洗，但是自从迸入香港的西医学院学习以后，却深

受属于道济会(民回byterian Ch皿h)目的何启、康德黎、孟生等

恩师的影响，因而改为在道济会堂守礼拜。由康德黎回到英国

后，在伦敦肆业，又改在英国国教 圣公会(时1删

Church) ←一的教堂守礼拜。 承恩师盛情邀请，相信孙中山也

乐得顺水推舟。

什么时候上教堂?饺照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有钱人家，

中午以前上教堂，仆人在家里准备午餐。 仆人在服侍过主人迸

午餐、再打扫干净之后，于黄昏时分上教堂。 笔者有幸看过康

德黎夫人日记，知道康家是有仆人的。 所以，康家是会在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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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上教堂的，因而孙中山在 10 月 4 日当天，会提前到达康

家，以便一道上教堂。

康家所上的教堂是那 一座?在什么地方?笔者把康德黎夫

人的日记，从头到尾地反复看，发觉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她说他们一家在圣马丁教堂 uken slump。"如果用现代英语来

理解这个词汇，肯定摸不着头脑。 但是，如果用 19 世纪英国

中产材会的英语，这个词汇就好解释。 原来当时英国圣公会的

教堂，在堂内某区的好几排木头长椅座位，靠背的木板都特别

高，以至看不到前后的人。 进人长椅的地方有一道门，闲人免

进。 四周围了"木板墙..可谓"自成一厢"。 高贵人家，会长

期在特定的时间 、 租用固定的"一厢.. (英语叫 family pew) 。
别的人不能在这特定的时间进入这"厢..或坐在这固定的一

张长椅。 所以蚀en sIttmgs 这个词汇，可以勉强翻译为"在教

堂里长期包厢"。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孙中山当时所遇到的

英国社会，阶级界限是非常森严。 而他通过康德黎民生所活功

的圈子，都是伦敦的中产社会。 当英国社会越来越走向自由平

等的时候，在圣马丁教堂"长期租了固定座位"这个制度，终

于在 1 914 年被取消 。"

康家既然在圣马丁教堂长期租了固定座位，当然在星期天

从伦敦家里上教堂时，都会上该教堂。 1896 年 10 月 4 日的思

期天，自然也不会例外。 而按照 1 896 年那个时代的规矩，英

国圣公会辖下的教堂之如圣马丁教堂，星期天上午的礼拜，会

在甲上 门，∞时开始， 12:30 左右结束。"

该教堂位置在什么地方?经考证.它位于著名的特拉法JJO
广场 (Trafal伊r 句uare) 的东北角 。 该广场之所以著名，是因

为英国的很多公开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包括大型的示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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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年 10 月 4 日当天中午时分，该广场有付么活动9

翻阅伦敦的 《泰晤士报>. 发现当天中午在该广场.果然

有大型的示威游行聚会。 超过五千名伦敦市区出租马车的马

犬，在出租马车工会的号召下.在当天罢工，游行到特拉法加

t 场.然后在该广场聚会。 E会的领袖在聚会上发表演说。 当

孙中山与康氏一家.从圣马 T教堂守礼拜完毕.步出教堂时，

由于教尝的正门面向广场，而且正门的平台商过「场， 马 上可

以看到广场上人山人海。 同时，还有不少罢工的车夫，在各种

夺日的旗帜与铜管乐团的带领下，从四面八方向广场进军。67

孙中山看了这种情景定会吓了 一大跳。 在满清统治下

的中国，这么多人聚会.不是造反了!从孙中山在 1 897 年发

表的文章《中国之现状与 未来一一改革党吁请英国普持中

立》曲和 《中国之法制改革 l> .怕孙中山对于满清政府的专制腐

败，是有深切了解并有亲身经验的。

孙中山看到这么多的马丰夫聚集而感到惊讶，并向恩师康

德黎请教原委，是必然的。 这样，康师会告诉他，在英国，民

权巳相当发达。 群众有结材的自由，所以出槌马车夫可以组织

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 并为工会向政府登记注册，成为合法

的群众团体。 如果某合法的群众团体需要通过示威，来表达 自

己的意见或不满情绪 ， 可以向维持治安的警察总监申请，以便

上街游行示威。 申请时，要说明游行的人数大约多少，游行的

路线是什么。 警察当局经过研究而批准后，还会派出警察陪同

示威者游行，以便维掉秩序 。 警察在沿途也会采取一略成变措

施，既方便游行者顺利地示威，又可以在游行者遇到j困难时

(如因劳晕倒等)给予部助 飞

康师的解说，对孙中 JJI 来说，肯定引起极大的震荡，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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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权主义 ， 有了深刻的认识。 亲眼目睹，与他过去在香港阅

读有关遥远的西方民权主义的书籍.到底是不一样。

接着，孙中山肯定会追问.出租马车夫为何示威?综观康

德黎的一生，热心服务社会，他后来被册封为爵士，正是由于

他对社会的贡献。 他也是有文化的人，相信他每天都会看报

纸。 而看的，很可能是当时最著名、最权威的《泰晤士报》。

据该报报导，马车夫的罢工，早在 13 天以前(即 1896 年 9 月

22 日)就开始。 导火线是伦敦各大火车公司，高价卖出执照，

让持照的马车夫到火车站接客。 没有执照的马车夫，贝tl只许把

他们从外边接到的客人送到火车站，而不许从火车站接客。 售

卖这种执照，让各火车公司发大财，却增加了马车夫谋生的困

难。而罢工以来.双方冲突与日俱增。 报纸天天都有报导。 康

德黎医生除了口头向孙中山介绍过罢工的前因与过程以后，相

信会把过去 13 天的旧报纸给他看。 并与他讨论阅报所得暨英

国各方面的国计民生。 民生:这不正是民生问题吗?民生主义

的种籽就从这里破土而出 。

关于出租马车夫罢工的事情，本书第五章会有进-步的描

述与分析。 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主要目的是印证本章开宗明

义地寻|述过的孙中山所说过的话"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

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
乐之乡也.. . . ..乃采取民生主义。 "71 并以此作为一个例子，说明

笔者探索三民主义渊源的办法。

本章的这一节证明，尽管长期搜集，也只能获得"残余断

片"。 但如果能够耐心地广集佐证.细心地反复考证，再通

"神游冥想..虽不敢说"窥测其全部结构..η但簸低限度能得

"出全新的意义"。市当然，这种做法，牵涉到某种程度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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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判断。 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正因为笔者这种做法，牵涉到某种程度上的主观判断，所

以自从 1979 年开始研究 《三民主义思想探源》这个课题以来，

一直放心不下， 怕自己武断、不够客观。 而且，尽管找出了孙

中山的所见所闻，也元从知道他心里想付么。 但另IJ 元他法之

余，笔者只好坚持默默地采取这种方法;同时不断地告诫自

己 ，不要武断和过分主观。 待有缘读到陈寅恪先生的遗作，心

头的压力稍为减轻，但已经是 1999 年 11 月的事情。 当时笔者

为了应邀参加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该会召集

人、广州市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的帮助，才有缘拜读了陈寅恪

先生的宏论，增加了写作的一点信心。

回想 1992 年 10 月，笔者已拜读了余英时先生的鸿文，并

通过该文介绍，而追阅了特瓦若袖教授 (Hugh Trevor-Roperl 
的演讲词。 但是窃以为他们两位先生所说的，都是历史工作者

应该具备的想像力和联想力 。 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神游冥

想"走得远。 陈寅侮先生所说的那句话，是在他的 。吗友 兰 中

国哲学史上册审奇报告》叶'说的n 笔者有先例可撞，又增加了

一点信心。

凭这点滴信心，还是没法让笔者安枕。 后来拜读了罗久蓉

博士的书评 14深受启发。 于是修书讨教。 承罗博士不弃，建

议笔者在把搜集到与联想到的史料有系统地摆出来以后，自己

就飘然度外. i 1: ì幸者们个别地更进一步地去"神游冥想"该史
料与三民主义的渊源。15笔者觉得这是非常高明的主意。 所以

笔者决定，采纳罗博士的建议，点到即止 就以本节的史事为

例吧，在重建了 1896 年 10 月 4 日孙中山的活动情节(其中的

向潮是他亲身体会数千马车夫示威游行)以后，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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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者们自己去进一步"神游冥想"该等情节与"民生主义"

的渊源。 尽管在本书第二部分"分析历史"中，标明第五章的

题目是"民生思想探源..这个探源的方式，只限于把第一部

分中重建起来的历史、其中有关民生的事例集中起来，像积木

一样，砌成一幅比较合理的图案后，再用民生主义产生在西方

历史的背景加以说明，并综合当代学者在英国社会史研究领域

里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加以评论。 接下来的，就让读者诸君自

己驰骋丰富的想像力去"探源"了 。 处理"民族主义"和"民

权主义"的方法相同。

时空范围....... 
J 、

孙中山说他在伦敦脱险后，是暂留欧洲两年之中的所见所

闻让他完成了三民主义之主张。而笔者要探索他思想的渊源.

就必须考证所牵涉到的时间和空间。 孙中山"留欧"的时间长

了，体会就深。 走的地方多了，见闯就f。 其理至明。

孙中山那句话的用词，似乎别具匠心。 他用"伦敦"来衬

托"欧洲"，给人的印象是，他从伦敦脱险后，就跑到欧洲去

见闻见闻。 同时，他笼统地说"两年'\具体时间究竟有多少?

准此，笔者就在这-节，考证他"留欧"的时间和空间。

从时间上说， (伦敦蒙难记》讲孙中山是 1896 年 10 月 1

日抵达伦敦的。押因而中文著作多沿其说。 该书原著是英文，

1897 年在英国出版。 因而英语著作，如史扶林教授在 1968 年

出版的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英文版)时，亦按此日

期。那但是，正如上面引述过的，侦探报告说孙中山在 1896 年

9 月 30 日乘"雄伟"号到j达利物浦，同日坐火车于晚上到达

伦敦。"这条史料，笔者找到两条佐证。 第一，清朝驻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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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公使杨儒在致驻英公使龚照泼的密电中，就指明孙中山所乘的

轮船，名字就叫"雄伟"号，是从纽约开往利物浦的。回因此

驻英公使才差人鹿请私家侦探，前往利物浦监视。81 第二，和l

物浦的一家报纸刊登了"雄伟"号在 1896 年 9 月 30 日抵达利

物浦的消息。E

至于 《伦敦载难记》 为何弄错日期(虽只差一 日) ，则窃

以为与该书的真正作者有关。 经笔者考证，该书的真正作者并

非孙中山，而是其恩师 、 救命恩人康德黎医生。由康德黎医生

之所以弄错日期，是可以解释的。 孙中山在到达伦敦的第二

天.即 10 月 l 日，就马上前往拜访恩师。制所以，在康德黎的

印象中，错记孙中山是 10 月 l 日到达伦敦的，也不足为奇。

准此，我们可以肯定孙中山是 1896 年 9 月 30 日到这英国

暨伦敦的。

至于孙中山是何时离开"欧洲"的问题，则侦探报告没有

说明具体日期。田根据侦探 1897 年 7 月 II 日到 24 日的报告，

史扶邻教授笼统地说，孙中山是 1897 年 7 月离开英国的少其

实，该侦探报告中有一条很可贵的线索，即孙中山所乘的轮船

之名字叫"纽米地安"号 <5. 5. Numid山，) 。前另 一条线索是

康德黎的一位孙女所写的-本书。 该书说，康德黎夫人在伦敦

码头送别孙中山， {!且该书没有标明日期。困据此，笔者遍查伦

敦各大报章，在 1897 年 6 、 7 、 8 月，所载轮船启蜒的日期，

奈何均属徒劳。 后来改变办法，终于查出该船所属公司的名

称，接着追查，方知该船是从利物浦启航者 。 于是改为普查利

物浦的报章。 终与找到 《利物浦信使报》 中的一则珍贵新闻。

该报在 1897 年 7 月 l 日 宣布..纽米地安"号 (5. 5. Numidi 

an )， 将于当天开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 MontreaJ) 0 89所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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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侦探的报告吻合。因翌日，该报又宣布该船已于昨天开

航。91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孙中山是在 1897 年 7 月 l 日离开

英国前往加拿大的。 但是，上述史料均属间接。 这个假设不能

令人放心。

后来笔者有幸得阅康德黎夫人日记。 她在 1897 年 6 月 30

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夭送别孙中山，他将暂往日本寄居 。"但

征诸南方熊楠日记，则说得更具体。 南方熊楠在 1897 年 6 月

30 日的日记中说，他清早往孙中山寓所，然后陪他往伦敦的

圣潘克拉斯火车总站 (5t Pancras 5tation) .在那里惜别。由当时

驶往利物浦的火车，均从该站起行。 九个月以前的 1896 年 9

月 30 日，孙中山从利物浦乘火车到伦敦，也是在该总站下

车。嗣后来，笔者更在伦敦的《地球报》 中，找到孙中山签署

的《告别英伦书>.该信的日期是 1897 年 6 月 29 日 。回看来该

船是早上启淀。 如果孙中山在启院当天，才从伦敦坐火车前往

利物浦，就来不及了 。 所以提前一天到利物浦过夜，翌晨上

船。

根据上述各种史料，互相参照，我们可以肯定，孙中山是

1896 年 9 月 30 日到达英国，从利物浦入境。 1897 年 7 月 1 日

离开英国，从利物浦出境。 留英时间，是整整的九个月，首尾

两个年头 。

从空间上说'孙中山所说的"留欧

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史扶邻教授认为没有。 所据乃史雷特私家

侦探的报告。 因为，该等报告没有提及孙中山曾经到过欧洲大

陆的国家。 笔者将该批报告逐字逐句地细读。 可知其中共缺

48 天的报告，即 1897 年 4 月 23 日到同年 6 月 10 日的报告。

孙中山会不会在这段时间去过欧洲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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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诸南方熊楠日记，则南方熊楠提到过，在 5 月 8 、 24 日

和 26 日等日于，都见过孙中 111 0 96这样就把私家侦探报告中空

白出来的 48 天，分割成几个小段。 即使孙中山真的到过欧洲

大陆→游，也只能是非常短暂的。

相反地，南方熊楠和康德黎夫人的日记，都只字没有提到

孙中山曾去过欧洲大陆。 孙中山经常与他们见面，如果他要到

欧洲大陆去，相信他是会跟他们说的。 尤其是康德黎优俑.曾

是孙中山的救命恩人。 如果孙中山不吭一·声，就离开伦敦跑往

欧洲大陆，于情不合， 与理相悖。 不要说跑往遥远的欧洲大

陆，就连孙中山跑往伦敦东区，康德黎医生也表示不放心。 因

为，该区多码头，奋不少华人水手寄居在那儿。 康德黎怕消使

馆故伎重施，派人混杂在水手群中，把孙中山再度绑架，就地

上船回国正法。 因此，如果孙中山真的要前往欧洲大陆一游，

肯定会向康氏夫妇打个招呼。 而按康德黎夫人日记的内容米判

断，她也会把这类事情写进她的日记的。 笔者把她的日记反反

复复地看了几十遍，都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所以笔者推断，孙中山并没有到过欧洲大陆。回

把跨越两个年度、而实际只得九个月的时间，含糊地说成

是两年，虽然校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允许的 。 但是，饱受现代

英式教育的列}中山.也感到有必要求助于这种保守的中国传统

习惯。 我们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孙中山有意夸大他在西

方土地上学习的时间，目的是突出他三民主义的分量。 同样

地，虽然按照一般习惯， 个人即使只到过英国，但却说成是

到过欧洲，也勉强可以接受。 因为英国本来就是欧洲的一部

分，就像外国人到过广州也可以说成是到过中国 。 但孙中山的

做法，又一次可以被解释成为，他希望他的同胞认为他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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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并不局限于英国，因而进一步突出他三民主义的分量。 由

于孙中山有这种夸大的倾向，让笔者加倍注意衡量、考证和核

对他所说的每一句有关语言。

总的来说，孙中山九个月的活动都集中在伦敦。 偶尔他也

走到伦敦以外不远(可以当天来回)的地方如温沙堡 (18%

年 11 月 l 日)、牛津大学 (1897 年 l 月底)、朴次茅斯市附近

的斯皮特黑德(1897 年 6 月 26 日)等。咀伦敦是当时全世界最

大、最重要、最多姿多彩的超级大都会，是全球界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 在孙中山那世代而能够在那儿自由自在地学

习，已是极端难能可贵的机会。 同时通过康德黎医生的关系与

康德黎的圈子，加上伦敦蒙难的名气，孙中山会比一般人要学

习得更顺利。

本书脉络七

本文作为本书的第-章，重要任务之一是阐明本书的研究

方法。 但愿这个任务，在本章的第一到六节，已勉强完成。 目

前这第七节，希望介绍整本书的脉络。

第二章，把孙中山留英丸个月当中，每一天的"所见所

闻..都试图作个日志。 办法就如第五节中介绍过的重建 18%

年 10 月 4 日星期天孙中山的活动与思考过程那样:首先收集

有关当天的"残余断片..再通"神游冥想..把表面上似乎毫

无关连的史料联想起来，砌成一幅图案，结合英国的时代背景

和当代研究成果，加以说明，以便读者用自己的想像力进一步

"驰骋"。

用以编写日志的史料，主要有五种。

第一，当然首推史雷特私家侦探社( Slater' s Detectiv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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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lCiation) 所写的报告。 该社受雇于清驻伦敦公使馆，从孙中

山抵达利物浦那天开始就盯上他。 罗家伦先生曾将这批报告附

录于其名著 《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 (南京 : 京华印书

馆， 1935 ) ，为研究者提供r很大方便。 功德无量。

这种千载难逢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为孙中山编一个旅英日

志，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但必须指出，这批报告有几个致命的

弱点。 第一 ，该社的侦探似乎不是 24 小时监视孙中山的。 报

告不断出现-个关键词，就是"恢复监视"。 其中有两篇报告

甚至写明 当天九时 、 恢复监察。99如果某天，该侦探在孙中山

出门以后，才到达孙中山寓所附近恢复监察的话， 当天就要交

白卷。 结果，在孙中山被绑架前的最具关键性的几天，侦探都

没法具体地说出孙中山每天做过什么。 而是非常笼统地说:

"每天都恢复侦察，情元要阅。 目标夭天远大衔，不在寓所进

腾而在咖啡店吃餐。 "100相反地，在其他日 子，如侦探真正盯上

孙中 t11 ，其报告就属可靠，而为探索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来源 ，

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孙中山多次探访其恩师康德黎医生，参

观了大英博物馆 、 维多利亚·阿拔工艺馆、动物公园、农业展

览，甚至跑到老远的水晶宫看全国自行车展览。 .01

侦探报告的第二个弱点， !iltl 凡是星期天，侦探都偷懒去

了 。 笔者曾经把全部侦探报告逐一研究过，发觉凡是星期天的

报告均属含糊其词，或是无可奉告。 1由其中最可恶的一个星期

天的报告，当然是孙中山被绑架的 1896 年\0月 11 日 。 当天

的侦探报告，信誓旦旦地说目标"没有离开过寓所，无疑是由

于天气恶劣的缘故。 "103笔者查过当天的天气报告，侦探怎能把

"曾下过丝微细雨"阳说成是 "天气恶劣"? 难怪公使馆的英文

参赞马棉里爵士 (Sir Halliday Macartney) ， 于孙中山被幽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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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馆后的翌日 (189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即亲身跑到

该侦探社的办公室，严厉要求该社的负责人交代孙中山的行
踪 p田

侦探的报告的第三个弱点，是用了不少别名土话，让现代

人摸不着头脑。 例如，侦探说某天孙中山跑到 Slone Buildings 

(石楼)中的饭堂和图书馆参观面害得-位学者误会，以为孙

中山到了一个名字古怪的石室图书馆读书。 1(17经笔者亲到该地

采访，发现石楼是当时林肯法学院的别名 。 以该学院其中最著

名的一座建筑物的名字一-Slone Buildings (石楼) ，以一盖全

而得此别名 。四

第二章当中、第二种用来编写日志的主要材料，是康德黎

夫人的日记。 康德黎夫人不是政治家。 政治家写日记，有时候

怀着政治目标，甚至准备日后出版，借此标榜自己，或者为自

己辩护，故其准确性要打折扣。 康德黎夫人写日记，目标主要

是自娱。 没有夸张或隐瞒的必要，因而可靠性很高。 但是，私

人的日记，本来就是不公开的。 女性的日记，更是如此。 笔者

承英国剑桥大学挚友米高·劳尔博士(Dr Michael Lowe) 介

绍.得以拜会康德黎医生的第四子肯讷夫·康德黎上校暨二媳

妇，至以为幸。 但当笔者提出阅读该日记的要求时，他们都异

口同声地说，日记属私隐，不能给外人看。 后来大家相处的时

间长了，康家后人认为可以信赖笔者，才由康德黎医生的婉孙

出面，邀请笔者到他家里小住.以便在他家里阅读。 后来更借

打字机予笔者，以便加快抄写的速度。 这是让笔者非常感激

的。

康德黎夫人所用的是现成日记簿。每天能用以填写的空位

不多，所以每句话都非常简短。 但这些简短的文字.有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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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连城，足以推翻铁案。 例如，著名的 《伦敦蒙难记)，大

家都认为是孙中山所写的。 该书原著是英文 . 文笔流畅，充满

英国绅士式的幽默。 如果是孙中山所写的，那么凭这样流利的

英语，他对"所见所闻"当然就理解得既容易又深刻。 不然

的话，就比较难于测量其深刻的程度。 因此.从探索三民主义

思想来源这个角度来说，搞清楚该书英文原著的作者是否孙中

山，就显得特别重要。 康德黎夫人的日记，很清楚地显示，该

书是康德黎医生代笔的。 笔者通过一番考证，更元怀疑的余

地。朋如果该书的英语水平不能作为测量孙中山了解留英时期

所见所闻的标准，那么 ， 标准往哪儿找?笔者认为，孙中山的

英语手稿，是个非常可靠的标准。 笔者在美国的史丹福大学胡

佛研究所110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都看过大量孙中山的手

稿。 窃以为按照手稿所显示的英语标准 ， 孙中山耍了解其所见

所闻 . 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章当中第三种用来编写日志的主要材料，是日本植物

学家、南方熊南先生的日记。 1983 年初 ， 笔者在牛津大学的

个学术讲座上 ， 承剑桥大学的好友日本学专家卡门 ·比力加

博士( J)r Cannen B1acker ) 相告，南方熊商的日记经常提到

孙中山 。同年 8 月，笔者马 t到日本去。 承东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所的阪野润治教授帮忙， 寻得该日记，填补了侦探报告和

康德黎夫人日记中的一些空白 。 其中 →个极其重要的空白是

1897年 6 月 26 日孙中山的活动。 南方熊楠在翌日的日记

中写道..昨天，孙中山与回岛去看海军检阅"。 112这条资料说

明，孙中山 去过当天在英国皇家海军 总部朴次茅斯市

( Po由rnou由)附近的斯皮特黑德 (Spi由曲d) 观看海军检阅。 这

个检阅是为了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ω 周年而举行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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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祝活动。

英国以海军立国 。 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是以强大的海军建

立起来，又赖该庞大的海军维持的。 英国著名的炮舰外交，就

曾经让中国吃尽苦头。 113而 18'叨年的英国海军，正是处于鼎盛

时期。 1897 年的大英帝国也正是该帝国的颠峰。 它征服了全

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占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哪里有阳

光，哪里就有米字旗在飘扬。 114孙中山所看到的海军检阅，正

是这颠峰帝国的缩影。 "没有必要强调这个举世无双的场面，

会在观众的心目中产生怎么样的印象·…海上的绝对优势属于

大英帝国，而她也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优越地位。 这-伟大事

实，是任何睁开眼睛的人，不管是不是英国人.都不敢争辩

的。 " JJ5孙中山目睹军容，心里起过震荡吗?趁上维多利亚女王

登基ω周年而阅兵，让早已沸腾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情

绪乘机当场爆炸。 116熊熊烈火，孙中山可曾被灼着? 这种爆炸

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椎动着一波又-波历史的发展· 所谓

"新帝国主义"从此开始了 。 这种"新帝国主义"比过去任何

时期的帝国主义更霸道。117身处汹涌波涛的孙中山感受又如何?

从孙中山日后的行动和著作中，可以看出该震荡是不小

的。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

的科罗拉多州(Colorado) 的丹佛市(Denver) 。 他当然希望尽

快回国，而最快捷、最方便的路线， 应当是横渡太平洋。 但

是，他却舍近就远而取道伦敦oils为什么?他认为幼嫩的革命

政权的生死存亡， 决定于英国政府的动向 o 他必须取道伦敦，

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革命政权才有 -线生机。 他写道..吾

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

倘英国右我 ， 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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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英。 "119孙中山当时看到的不单是英国海军慑人的军威，还有

那人山人海的英国观众那种如痴如狂的民族主义情绪皿对他

自己正在构思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形成，有莫大的推动作

用。

这震荡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历久不衰。 孙中山逝世前五月

(1924 年 8 月底) ，广州商团罢市;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

府宣布要用武力镇压。 英国驻穗署理总领事警告孙中山说.如

果孙动武，英国皇家海军驻远东舰队将全力对付他。 孙中山虽

然口头谴责英帝国主义，但实际行动却是以北伐为名借了部属

离开广州，暂驻韶关。 并多次电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带领

该校师生到韶。 121其动机很明显，不打商团会失信而丢脸。 打

吧，又真的害怕英国武装干预。 遂借故北上以避其锋芒。 但考

虑到蒋中正暨师生留在黄埔，则万一英国海军与商团联手迸攻

黄埔军梭，当元幸免。 故屡次电催。 蒋中正没受过像孙中山

1897 年 6 月 26 日的震荡，所以不像孙中山那么担忧，因而抗

命不从。 其实，孙中山早就嫌广州毗邻香港，在英国皇家海军

的阴影下活动，太不保险。 故多年以来， 一直希望转移到中国

的西北，以便依重苏联，先图北京，再求统一全国。 可惜，苏

联为了自身利益.没有同意。 122孙中山越是感到自己力量的薄

弱，越是羡慕英国强烈的民族意识，越是不断丰富和推广自己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 他的三民主义就是在他主持广州军政

府时期，于 l归4 年 l 月起，带着病躯，奋力以演讲形式完成

的 。 他的第一讲，就是民族主义。 123 至于商团事件，据笔者分

析，孙中山最后发觉英国海军迟迟没有行动;这与 1923 年 12

月、 71J强军舰云集白鹤潭的景象，大相径庭。 他虽不知英署总

领事先时是越权发出警告，而巳遭伦敦谴责，但肯定怀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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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蹊践。 更逢苏联的军械又在这个时候运到，英方同样没有

表示。 于是当机立断，秘密返穗，并立即下令镇压商团。 不过

此乃后话。 124

第二章当中第四种用来编日志的主要材料，是英国的报

纸，尤其是权威的 《泰晤士报》。 报纸当然不会报导孙中山个

人的每天活动(除了他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后轰动了全球的那几

天) 。 但是，结合文献、联想与钻研，可以开辟新天地。 譬如，

侦探报告说. 1897 年 1 月\3日，孙中山跑到伦敦蜡像院

(Madame Tu剧时's W~皿works Exhibition). 参观展览去了 。 12:5该院

当天展出甚么?侦探没说。 征诸《泰晤士报}.可知是展出约

翰王(King John) 签署{大宪章> (M郁国臼rta) o l革这段历史，

发生在 1215 年，对英国日后的发展 、 尤其是民权的发展，有

深远的影响。 现在该院决定用蜡像的形式，让历史重现，具广

大的教育意义。 孙中山前往参观，正符合他自 言 "暂留欧洲"

的目标。 他看过这栩栩如生的蜡像展览、阅读了展览说明后，

肯定会在大英博物馆迫阅有关典籍。于是，笔者又找来类似的

刊物进行钻研，以便重建当时孙中山的心情与知识状态。同

时，把 《大宪章》 握要地节译出来，方便读者"神游冥想"。

总之，如果没有《泰晤士报》 提供的讯息，这一切就元从着

手。

报纸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孙中山到底在哪一天进行了

哪一些活动。 以及提供活动的内容。 譬如. 1896 年 10 月 3 日

星期六，孙中山干了些什么?侦探报告没有提供具体的内容。

只是在三天以后(1896 年 10 月 6 日)的报告中，泛称目标连

日以来，只顾夭夭逛大街。又说他从来不在寓所进腾，只是走

到哪里就在哪里的小吃店用餐。 1万康德黎夫人的日记，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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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任何线索。 至于南方熊稿日记. 1Jl~当时南方熊铺还未认识

孙中山，当然也不会提到他。

征诸其他原始史料，则发觉→个月后，孙中山在财政部首

席律师 (σT陀a植s町 s刨oli阳c口l阳r) 面前所作的证词中，在非常有趣的

信息。 孙中山说，从 10 月 1 日首天在伦敦观光起，到 11 日早

上被公使馆绑架之时止，这 10 天当中..某天去了水晶宫

(one day I went to the C可slal Palace)" 0 128在这 10 天 当中.头两天

和第四、第十天的活动，已经查清楚了 。由余下的 6 天当中，

孙中山是哪一天去了水晶宫?侦探报告和康得黎夫人日记，都

绝对没提孙中山在这段时候去过水晶宫。

笔者把这 6 天的 《太晤士报》其中有关水晶宫内各种活动

的广告都查遍。 窃以为 1896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这一天，在水

晶宫由英国皇家园艺协学会 (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句)所举

办的英国水果展览(Show of British Grown Fruit). 应该是鼓能吸

引他的。 为什么?众所周知，孙中山对农业的兴趣是非常浓厚

的。 他的首篇论文 《农功> (写于 189 1 年前后).就是关于如

何让中国农业现代化。\)()现存的他的最旱的三封书信 1890 年

的《致郑藻如陈富强之策书) ; \3 \ 1894 年的《上李鸿章陈救国大

计书) ; \32和 1895 年的 《成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 ; lJ3也是着重

谈这个问题。 所以，去参观水果展览， 与孙中山 一 直以来关心

民生思想是一致的。 后来在 1896 年 12 月 8 日 ，他参观了每年

一度的英国最大规筷的圣涎育肥家畜展览 12 月 11 日，他再

度到了水晶宫，参观每年一度的全英国自行车展览等等 \34同

样与孙中山关心民生的思想是一致。 他前后一致的行动，让笔

者作出判断:他很可能在 1896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这一天，去

了水晶宫参观全英水果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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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宫其他日子的活动，有没有比这个水果展览更能吸引

他的呢?其他日子的活动，绝大部分是音乐会，他不必跑那么

老远山地去听音乐。闹而且，这个水果展览，只举行两天。 即

10 月 3 日这一天和前一天。 有关广告.前一天在 《泰晤士报}

头版刊登。因前一天中午，孙中山跑进文具店时 ， 买了报纸阅

读，四从而注意到这头版新闻。 后来边吃午餐边看报。 吃过午

餐后，已是下午 13:45。回去遥远的水晶宫是来不及了 o 只好等

到第二天 . 去逛一整天。 这样反复推敲，广为引征，让笔者作

出最后判断:孙中山在 1896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这一天，去了

水晶宫参观全英水果展览。

第二章当中第五种用来编日志的主要材料，是英国外交部

的档案。 在孙中山旅英 9 个月期间，英国外交部有关他的档

案，是丰富的当然是该部把他从清朝驻英公使馆拯救出来前后

那几天。 之后.就消声匿迹了 。 笔者曾经把该部 9 个月当中每

一天的档案都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地反复看了多遍， 尽量搜

索有关孙中山的蛛丝马迹。 但是，除了关乎绑架案的材料以

外，斩获甚微。 这也难候，当时的孙中山，只不过是一个微不

足道的流亡者。 高高在上的英王瞪下政府，出于人道与碍于面

子，才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他拯救脱险。 事完以后，哪里还有空

再管他?大英帝国的事务多着呢!

但是，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启发了笔者。 他说他在伦敦脱

险后， 暂留欧洲，除了考察政治风俗以外，还"交结其朝野贤

豪"。 l40如果是英国的朝野贤豪，那么英国政府的档案里肯定有

朝野贤豪的蛛丝马迹可寻。 尽管孙 Ij I 山 1896一1897 年间旅英

那 9 个月时间的政府档案没有该等线索，日后总会出现的。 问

题是，英国政府的档案可以说是浩瀚如海。 要找日后有关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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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暨其英国朋友的史料，有如大海捞针。 但是，有-点给了笔

者信心: 一般的大海捞针，不一定能街到针;可是在英国国家

档案馆捞有关孙中山的针，则迟早会街到。 因为，孙中山在中

国近代史上，到底不是等闲人物;其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英

国在华的广大利益，因而深受英国当局关注。 孙中山如果真的

结交了英国的朝野贤豪，则该等贤豪尽管平常不吭-声 ， 但于

英国在华利益受到影响时，肯定会有所表示。 若笔者能把英国

外交部有关中国的档案， 一天继一天地把文件一份接一份般看

下去.直到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为止，肯定有所收获。 果

然，当笔者看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天的档案，就发现有一位

巴卡(J. Ellis Barkerl 先生，从伦敦的宪法俱乐部( Conslilu

lional Club ) 写了 一封信给英国总理阿斯区夫 (Henry Herhe同

Asqui剧，自称几个月前才与孙中山及其同僚多次面谈过。 孙

中山对自己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并殷切j期待西方列强高抬贵

手，不要干预中国革命。 巴卡先生接着说，现在革命党人在武

昌起义了，他衷心希塑英国驻华部队的司令，千万不要对起义

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141

回顾 1897 年 l 月 18 日的私家侦探报告，内容说孙中山在

当天上午 11 时 30 分， ~p从康德黎医生家里出来，雇了一部马

车，直后宪法俱乐部，在那里停留到黄昏 5 时 30 分才离开。

孙中山在宪法俱乐部里见了什么人q 干了些什么事?侦探就无

可奉告了 。 当笔者在 24 年前，第一次阅读了这份侦探报告时，

就心痒难搔。 因为第一，在伦敦，像宪法俱乐部这样的组织，

正是朝野贤豪聚集的地方。 当时英国的政耍，如果家住在伦敦

市区以外的，都参加这样的俱乐部，以便国家议院开会时 ， 有

暂时寄居的地方。 笔者也实地考察过这个宪法俱乐部，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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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规模之大，是笔者访问过的所有俱乐部当中的表表

者。叫第二，宪法俱乐部就在特拉法加广场( T rafalgar Square) 

的东南角附近，从康家走路去，完全没问题。 孙中山却决定破

费坐出租马车前往，可能是要让该俱乐部的门卫知道，他不是

等闲之辈，让门卫不要当拦路虎。 第三，孙中山是在午餐前到

达，下午茶(英国上流社会有著名的 、 喝下午茶 aftem∞n t阔

的习惯)以后好-阵子才离开.招呼他午餐及下午茶的主人，

肯定是该俱乐部的会员 。 他是谁?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这位

巴卡(J. EUi. Barker) 先生。

至于这位巴卡(J. EUis Barker) 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征

诸文献 143则似乎是同巴卡爵士( 1840- 1914) 。 他自手兴家，

创立了巴卡公司。 富而从政，在 l织)6-1910 年间曾当选为下

议院议员. 1908 年被册封为从男爵( Baronet) 。 可见是-位有

分量的人物。 l咽

第三章"图篆"，是在第二章..日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 即按照日志所提供的有关孙中山当天活动的消息，找来有

关图片，以便丰富日志的内容，重建当时孙中山活动的环境和

气氛。 让笔者和读者在某个程度上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

境界"。1"

总的来说，笔者尽量发掘孙中山那个时代的照片或图画 。

不得己，则退而求其次，找接近那个时代的照片或图画。 实在

没办法，才采用笔者自己拍的当代照片 。 采用当代照片时，有

一个标准，就是建筑物必须依旧，尽管交通工具和其他细节改

变了。 有时候笔者较爱采用孙中山那个时代的人所绘的图画，

活灵活现的，比照片更能突出那个时代的精神。

笔者在选用旧图片和拍摄当代照片时，均以最能代表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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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当时直线往前看所见到的景象为标准。 这样，当本书读者看

到该等图片时，就与孙中山当时看到的景象.差不多一样。 这

更有利于读者诸君自己去"神游冥想"。 但是，有两三张图片，

为了服务于某一个特定目标，而采了别的角度。 遇到这种个别

情况，笔者会在图片上加上标签，说明孙中山所在的位置，以

及在对该图片做解说时，作适当的声明 。 还有两三张图片所代

表的景象，是孙中山肯定没有见过的。 但是，为了服务于某一

个特殊目标，笔者又收进本书。 遇到这种情况，笔者也会对图

片加以说明 。

虽后，连图片也表达不了的，像公使馆与康德黎住宅之间

的距离与方位.和公使馆与马格里爵士住宅之间的距离与方位

等，就用地图米表达。 用当代的街道图不行，像上述的税氏酒

肆，其所处的街道已改了名字。 而马格里爵士的住宅，更早已

被拆掉;连街道也从当代地图中消失了，因为在原来的短街上

已建起了高楼大厦。 经过 一番努力，找到了 19 世纪英国陆军

郎为了防卫伦敦而绘的军用地图，非常详细和准确，才解决了

本书一个极头疼的问题。

另一个非常要紧，但同样棘手的问题，是要找出一些具关

键性的建筑物，如公使馆的内部是如何结构的。 就以公使馆为

例吧，孙中山被绑架进入该建筑物后，往内多走一步，就是与

外界多隔绝了一层 ， 生机又少了一线，由此而造成心中的恐

惧，又多了一分，对他的人生观甚至其学说也会产生深远的影

响。 因此，搞清楚公使馆内部的布局，孙中山迸入了大门口以

后.如何弯弯曲曲地被带到幽禁的房间，其重要性自不待 占 。

笔者有幸，在 1969 年 9 月底该建筑物还存在时. HP 应邀参加

当时的代办处举行的庆祝国庆招待会，在可能范围内 ， 上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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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里里外外地，参观过一遍。 后来笔者全力研究孙中山，又

趁上大使馆准备把该建筑物改建，而依法聘请了英国建筑师为

该建筑物一层一层地绘了详细的平面蓝图;并应笔者要求，复

制了一整套蓝图免费送给笔者。 笔者如获至宝，请摄影师拍成

照片。 现把有关部分收进书里，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迟到今天

才开始动手研究这个课题，则原公使馆已被全部推倒重建，外

貌依旧而内容全非。 蓝图也因为"重建"代替了"改建"而作

废，可能早已失存。 同样地，以 21 世纪今天的一切讲经济效

益的社会风气下，笔者也绝对没有能像过去那样，购买笔者所

发掘到的现在收人本书的珍贵旧图片。

在整理图片准备出版时，由于图片的数目太多和复杂，笔

者必须自己动手用电脑素捕。 有时候为了对某一张图片加工 ，

而化上好几个小时，也在所不惜。 有必要时 ， 笔者为-些地

图、蓝图、甚至一两张特殊照片，加上一两道汉语标签，以方

便读者。

整理图片完毕后，发觉 1897 年 5 月整个月、都没有一幅

图片。 主要原因，是因为侦探报告整月全缺，可能早已失存

了 。 康德黎夫人的日记，对孙中山也只字没提。 只有南方熊捕

的日记说，曾在 8 、 24 、 26 日见过他。 鉴于孙中山曾说过，他

的所见所闻，让他注意到民生问题。 所以笔者决定搜集当时有

关民生的图片， 一天一幅地， 31 日共收入 31 幅图片于本书第

三章的 5 月部分。 其中有照片、 写实、速写等。 笔者考虑到，

尽管孙中山在街上见到乞丐，侦探也不会报导。 所以.并不由

于侦探没有报导，就认为孙中山没遇到过乞丐 。 而且，孙中山

旅居的霍尔本区 (Holhom) ，正是 19 世纪英国大名鼎鼎的写实

小说家查里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 1812-1870) 生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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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过的地区。 而他著名的小说 Oliær 11即回(1838) .也是以霍尔

本区的贫民窟为背景 。 孙中 IlJ旅居在狄更斯居住过的同一个

区 。 准此. 1897 年 5 月的图片，就以狄更斯的故居开始。 笔

者早年在香港的九龙华仁书院念中学时.已於英国文学的课程

中，详细阅读过狄更斯的小说。 但是，为了让自己尽量与"立

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147笔者又到图书馆，把狄更斯的小说

有系统地全部重读，别有 番感受!

第四章分析孙中山旅英期间的著作、供文、谈话等。 目的

是探索在这个时期，孙中山构思三民主义情况的蛛丝马迹。 到

目前为止，笔者已找到 26 件这样的文献，有些是各式《全集》

未录者。

第五、六、七章，把散布在第二 、 二 、四章中(该三章是

以时间先后排日志、图策和著作、~文、谈话的) .有关三民

主义的材料集中起来，分门别类地援民生、民权、民族等，分

别用三章的篇幅进行分析、探索。 同时，结合当时伦敦的"大

气候" ..大环境..迸行考察。 所谓"大气候..包插当时英国

的政治和社会气候。 例如，英国的工人运动，方兴未艾，当时

的《泰晤士报》 对于劳资纠纷，天天都有报导;而跟踪孙中山

的侦探，又差不多每天都报告他买了报纸阅读。 所谓"大环

境..包括当时孙中山居住和活动的地方和周遭环境。 例如，

从孙中山寄居的葛雷法学院坊走不出几条街道，就是贫民窟，

与高贵的法学院成了强烈的对照。 虽然没有一条史料具体地说

过，孙中山某天去了贫民窟。 但是，侦探跟踪孙中山，说他某

天从寓所出来，沿什么街道，徒步走过什么地方，到达付么 1 I

的地，笔者再依样葫芦地走-走，就心里了然。 笔者也曾在孙

中山寄居过的地区团团转了 30 个寒事(英国同家档案馆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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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就在葛雷法学院坊附近) .1铺因而对附近的大街小巷很熟

悉。 尽管这些贫民窟现在都已被拆掉了。 这三章的最终目的，

是要砌出一幅内容比较踏实的图案，让读者也去"神游冥想 .. 

追寻三民主义的渊源。

第八章总结经验，以本书为例，谈谈"神游冥想"对重建

历史的功能，以及其重要性与局限性。

本书定位)\.. 

笔者不是第一个试图设法追寻三民主义渊源的人。 过去，

f 州市中山大学的陈锡祺教授，就曾对这个问题作过首创性的

探讨。 他写道..孙中山留住伦敦的第二年(1897) .伦敦的机

器制造工人，因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宣布罢工遭到企业家们的残

酷打击。"刚这段话对笔者产生很大的启发，故首先迫阅陈教授

用过的史料:苏联人编的《近代史教程》汉译本。 该教程没有

列出所引用过的原始史料。 接着笔者查阅英国方面的有关著

述，发觉所谓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其实就是著名的 1897 年

"工程师吃闭门羹事件.. (Engineering 1皿k-oul) 。 该事件在当年

7 月才在伦敦开始。""而孙中山早在 6 月 30 日已离开伦敦，翌

日更从利物浦坐船离开了英国，所以谈不上耳闻目见。

陈锡祺教授又写道..在同一年内……北威尔斯有石板制

造工人罢工。 " 151所据同样是苏联人所编的《近代史教程》。笔

者查阅《泰晤士报>.可知当时的确有所谓石板制造工人

(slale workers) 罢工，地点仅仅是彭林( Penr仇归)这个地方，

而不是整个北威尔斯。 罢工开始于 1896 年 12 月，当时孙中 LlJ

已到了英国。 罢工直到孙中山离开英国时还没结束。 所以时|可

是吻合了 。 但是，罢工的原因，不是如苏联人所说的工人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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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艰苦。 工人们的工资与生活条件是挺不错的。 罢工的原因是

因为彭林勋爵(Lord Peruh川)认为，工人们所选出来的代表

他们谈判的委员会，没有资格与他谈判 。 152 因此，这不是民生

的问题，而是成立工会的民权问题。

吴栩湘教授对孙中山的伦敦见闻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也作过

探讨。 但所据J';陈锡祺教授的书。 153J主实，在言论自由的伦敦

报界.每一起工业纠纷都得到充分报导n 机器制造工人、石板

工人等罢工，坯有那马车夫罢工，在伦敦人眼中，都是司空见

惯的现象。 孙中山正是夭夭见闻到大大小小的罢工，才决意构

思其民生主义。

l叨9 年，当笔者准备步陈、吴两位前辈后尘而作同样尝

试时，陈锡祺教授及其他先进就好意提示笔者说，孙中山在伦

敦的大英博物馆非常用功地看书，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大多数从

那儿来。 他们建议笔者去追查。 吴相湘教授似乎早想到这一

点 ， 所以也曾自费放舟英伦 ， 亲自到大英博物馆调查 . 但收获

不大，只能按照现存文献点滴，推测孙中山"自然"看过马克

思 、 亨利乔治 、 克罗泡特金 (Peler AJekseevich 险。potkin ，

1847-1921)等人的著作。旧笔者不愿就此罢休，同样到大英

博物馆调查。 承该馆领导丽告，所有借书条子，在读者还书以

后，即马上抛废纸箱。 他义说，如果把所有借书条子都收藏起

来的话，则再建几栋大英博物馆也藏不下。

尤记 1975 年，笔者作为澳大利亚 、 新州华裔学人协会的

成员.曾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访华。 在上海参观孙中山故居时，

就注意到玻璃书橱里有藏书。 愿闻其详时，则发觉其他团员已

篇不耐，只好暂时作罢。 以后总祈旧地重游，以便考察藏书。

惜笔者有几个研究项目同时进行 ISS分身乏术。 现重拾旧梦，

562 

与
'
-
+
世
纪
筒
中
国



辛
亥
革
命
与
二
+
世
纪
筒
中
副

三民主义份款提爆

已两鬓如霜。 欣悉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已为该等藏书中有

关政治理论的部分作疏记。回拜读之下，窃以为其中 1897 年或

以前出版的书籍，很有可能是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阅读过以

后，印象深刻，觉得有珍藏价值，于是购置作座右。 这些书载

有孙中山"用红蓝铅笔画下横线、问号、圈、叉等各种记

号

慢咀嚼，细细思量。有些更是笔者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早已

看过的基础读物。 现在用新的眼光重温，感受又沉了一层。 而

对孙中山当时的认识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把学者们强调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借书的条子这件事情，

结合笔者对孙中山在 1896 年 10 月 3 日曾到水晶宫参观全英水

果展览的推测，四让笔者联想到另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集思广

益，笔者曾把孙中山参观水晶宫水果展览这个推论，献诸

1994 年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四评论人不以为然。 他认为水

果"属于学理的，往往可见诸书本中，属于现实的，可以见

诸报刊中"，孙中山不必花那么大的劲跑到水晶宫去观看各种

水果。四笔者聆受教益之余，再经过多年反复思考，还是不敢

苟同。 理由有三。 第一，综观孙中山毕生行事，可知他是个行

动家而不是个书呆子。 跑到水晶宫，搞清楚各种水果的庐山真

面目:买几种来亲手观摩观摩;咬儿口尝尝其味道;与华南著

名的荔枝、龙DI!、黄皮等比较比较，跟果农聊聊栽果苦乐，包

括气候、晴雨、土壤、施肥、害虫 、 水果的脾气等等，显然跟

光是读书看报，有天渊之别。 第二，他后来更撰文提倡"行易

知难"之说 161可见他深信"真知"不能光靠书本的道理。 孟

子也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中山惯于光靠书本'而不去考察实际，后来他就不会相继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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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英圣诞育肥家畜展览、全英自行车展览 、 约翰王签署大宪

章蜡像展览、工艺馆里的展览等等。1日他之参观水果展览，与

参观其他展览 ， 行动是一致的。 与他重视农功也是一致的。

很多读书人，得悉孙中山曾在大英博物馆看书以后，就断

定他的三民主义，像马克思的理论，都是从大英博物馆的藏书

中得米的。 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何尝是光从书本上得米的?

他长时间生活在英罔T业重镇曼撒斯特.目睹英闰亡业革命时

期工人的惨状，再结合书本上的知识， 经过思考，升华为理

论，成不世之言。 同样地.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看书所得到的

知识固然重要，但绝对不能漠视他在伦敦生活时天天"所见所

闻'"制而取得的现实经验。 他在大英博物馆借书的条子再也找

不到了， 倒是他每天的生活情况，大致还有蛛丝马迹可寻。 而

这些蛛丝马迹，正是现存史料、文物等所容许本书着力的地

方。二者缺其一 (鉴于上海故居藏书的发现，虽不能说另一全

缺，但总不比"日志"之较全) .属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这

是本书的长处与不足的地方。

倒过来说.如果只有孙中山的借书条子.而没法编就他的

活动"日志"笔者反而更不放心。 笔者曾饺照侦探报告而作

过一个租略的统计 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看书的日子 ， 一共只

有 68 天 。 即孙中山留英九个月，我们能肯定地说他在大英博

物馆看书的日子，只有两个月零八夭。 其中簸短的一天，停留

了只有一个小时。 最长的 -天 ，停留了 7 小时 25 分(也只有

这一天停留了这么长时间)。 其他日子，停留时间约在 3一唱小

时之间。 如果说，平均每天停留 5 个小时 .68 天共 340 个小

时，能看多少书?不错. 1897 年 4 月 23 日到 6 月 9 日 (共铺

天) 的侦探报告全缺。 假设在这 48 天当中.孙中山天方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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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看书 5 个小时，则 68 天加 48 天共 S80 个小时，能

看多少书?但是，这个假设是很难成立的。 试想，七个半月才

去了大英博物馆 68 天，怎么会在其余的一个半月就去了 48

天?孙中山还有其他活动!同时，他阅读的速度有多快?吸收

的能力有多强?在影响他看书的数量。 考虑到这种种因素，笔

者有一种依稀感觉. HP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里用心看过的有关

政治理论的书，很可能就是上海孙中山攸居所藏的 1897 年初

之前出版的那几本。 笔者必须强调，这只是一种感觉，而且是

依稀的感觉.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总的来说，正如孙中山自己

所说过的，主要是他的"所见所闻..而不是他在大英博物馆

看过的书，促成他"三民主义之所由完成"。 1由

笔者希望在陈锡祺教授和吴相湘教授两位老前辈艰苦耕

耘166所取得的成果上，再加点滴。 笔者更希望在搜集和联想史

料以及重建历史的过程中，具体演绎"神游冥想"作为一种史

学方法的重要性。 放著是书，伫候贤达指正。

注释:

1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罩八章"有志竟成..戴牵丰仪主篇，(国立全'也}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扯， 19回)第 1 册第 412 m. 。 以后简称{国立全靠)(19回)。

2 C.MlU1in Wilbur, ~ Nal町叫'" &VOIUS翩翩 α阳， 19，刀一 1928 ( úv由ridge University 

E回s ， I983 ) ， p ， 1

3 M皿且由 Mei!lf\er • MI国，由.ina: A. HI皿呵 01血 Peopk' s &PUhlU: ( New Yrn\ :τ'he free 

H四，"， I977) ， p . 39

4 Ma.y C. Wri阱1 ， 'The Risi咽Tide of DI皿g' , in Ma.y C. Wri.M .,d, ) , china in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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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础，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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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I7/ 1718/ p . 121 

11 见第 二章"日 志"1896 年 10 月 1 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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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If7 lo Macartn呵， 12~1896，以肇雄史料}第 111 页 。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革图书公司， 19但)上册第 151 页 。

J"回§白白 to Woog. 3 Man:h I蝇3. în 町 σwn boond """"曲，回回'Sun YOI.酬，

W呢?一邸 '-p lm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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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alf7 10 M皿血呵， 12 Octol田 I脯，矗{肇雄史料}第 111 页。

J"回&扭曲 to WOI恕， 3 MM由 l帽3 ， în r可 σwn boond ，哩~ OOIes' sun Ya1-8Cfl, 

"呢护-83' ,p. læ 

J. eo.由， ReadωW∞g ， 23 May I咽3 ， in 町 own bound re!田"""""‘虱m Yat-酬，

Jun 1983 - Fob 1984 ' , pp.178-9 

。田l面目.apper ， ~ G:放凯咿 of T""",,,"7' (国曲." Rootledge &问皿 P且1 ， 1961) ，

p.84 由于这种吏通工具很快就植更先进的吏通工具所代替(同上，第 87 JI() , 

所以这种植行 时的土话，很快又从利物浦人的日常词汇中，消失得孟Ij孟踪;

以量现代制物糟的学人.对迫怪词也懵然不知。

Q<-u l.a世'" (阳由)(1: cø.酷U ， I回到， p.17

例如果相湘融授就把它翻译成格雷踉舍。 见其{孙逸仙先生传}第 1M第 152

页。 果相榈敏授自 费研究 ，无法在伦耻多所停留，可知老一幸的学者做学问功

夫的理苦。

格雷击学院坊，位于该学院外围的西边，井以该学院命名.但与该学院毫无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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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 1 册第 152 页。

Qu=', l.a由1 ， p . l89

英宵的美国人不幸 G""" 而来Grel.( 圆圆) ，其章相同 。

时至今天，在该处的童画同样平回麓，固仍应昨为十字路口 。

陈寅恪{冯直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窜查报告) ， (盘明馆丛稿二编}事 247 页 。

最英时，(班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香港{明报月刊)，且 322 期。992 年第十期) , 

第 28-35 页中之 29 页 。

Mn Cantlie' s di町，4~ 1原始

革取证词时，是一问 -害。 之后去问圄害，连起来一气呵成叫证词。 但从上 k

下理中，仍可以看出，问话者打断作证者的地方。

巳皿tlie' s stat回'lf'nt a1 the T~咽町. 4 Novfß也erltr!蝠，p"" .4 ， FOI7/1718/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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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Cantlie 时 C阳'ge Seaver. 且F如四仇耐l~: A 晶"""'" in M..Jicin., ([.ax!m: j，曲、

盹皿田 ， 1930) ， p.IOl

司E者旧曲年到真国牛津大学~悔士， 1971 年留枝当博士后。 1974 年到澳大利

亚嚣尼大学任撇，此后的盖不多 30 年以章，几乎每年的暑假都回英国研究三个

月，有时候事假也回去， 1979-1980 年度更应邀到剑桥大学当事座研究员一年。

以现代的Jj惯，Pr回时阳i皿 Q"，reh 一般翻译作*老舍。 在孙中山时代的香港.植

翻译作遭济合.可说甚具时代特色。

2001 年 6 月 30 日笔者路过香港时，与革炳颐敏授一席话。 1捕搜丰人属遭挤

去，探it该告口碑。

Mrs Cant1ie' s di町， 18 0Ct0I田 18%

J曲n Ds叼 ， ParUh W... in 51. M=in咄仇e-FiddJ .n.d

感谢敝革退休老敏授 KðI Cable 悔士相告。 Cable 悔士，毕生研究英国晕公聋的

历史与礼仪，是这方面的权威。

64 

" 

62 

63 

61 

" 
67 

1he 1ln圃， 5 归00.， 1血泊 .p.6. 四Is少4

英语原文是‘ china I 9 pr回ent and F Uture: The Refonn Party' 8 pl西 for British ßð.酬。-

面

tmtN田国1ity' ， F ortt咱Iuly Rm.w ( New 阳晒)".6I ， no.363( Man:h \'1田7) ， pp 

424-440汉语译本且{国父圭靠}第 2册第 223-236 页。

英语原文是. Judîcîal Rd'OI1咽 in Olina' • Ea.I1 Atω" . I ，~.l(jull897 )， pp.3-13 夜

语泽本见本书第四章。

(f} 

而

1he 岛圃， 23 均由如 l酬， p.5 ， 001.3.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戴〈国父圭靠}第 1 册第 412

页。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盘明馆丛稿二编}第 247 页 。

最英时:(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香港{明报月刊>，且 322 期(19四年第十期) , 

第 28-35 页中之 29 页。

'!I!J...曹评拙著{孙中山伦敏.难真相机台北:联经， 1998)，载台北《中国时报》

l唰年 12 月 3 日{开警版，好书榜}。

这是唱者对罗博士覆函的理解。 且罗久曹11黄宇和函， 2001 年 5 月 8 日;置黄

宇相再画罗久膏，直到1 年 7 月 1 日 。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悦}第八章"有志竟成"戴〈国父圭量}第 1 册第 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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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固立全靠}第 2 册第 1盯-223 、 l咽页。

HBroIdZ. sohi晶白 ， sun Yat- $etI and 白白;g;n.. of血 ω""" 缸呻血刷(1leri<.e1町时

lOM AngeIes: Univemly ofωifomia pr圃， 1唰)， p. 1370.1η 

Slater' s 呵刷， 1 伽曲"酬，载{肇雄史料阳门命一111 页 。

杨懦盘*照覆曹电， 1896 年 9}j 23 日，载{章幢史料}罩 I~→ 17 页 。

Sll:LIet' !I r可""'， 1 仕100.，. 1896 , t( (肇雄史料}第 1 Jo- II 1 页 ρ

1M<严时品加， 30 5ep<""",",, 896 , p. 3 ，四1. 4

详见拙著 1加曲;g;n.. of an He.由 1.叩: stm Yaben in ÚJI巾l ， I896- I897(创刑

University pr四， 19届) ，附 l臼--8 时孙逸仙伦理E辈革真相。从未撞露的史的

(台北联经， 1师8 )罩四章。

CantJîe' s St.aI由自1t aI lhe Tn'涩阳、. 4 Nov~r JB96.阳1'8 . 2 ，而17/ 1718/p. J2J - 2 

Slater' s 陀port ， 11-24 July 1目7 ，载{曹革史料}第 166 页 。

抽血ß ， sun YaHen and "" 0rigVU of ""α四"陆刷刷， p. 1370. 127 

Slater .川可圃1 ， 11-24 July 1897 ，矗{辈革史料}事 166 页 。 Numidia 巧古地名，面事l

包括今天的电尼罩亚 (T，川剧)暨非洲革Jt郁。 过去撞地的吉午，是F 马帝国的

盟皮。 该地的居民就叫 Numidi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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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n 臼ntlie Stuart. 1he QUnJ町 of M""" n.. fiv<, Jo Sir 1an四田>d Wdr Candie( u,., 

doo ι但在，.，AlI四皿叫 Unwin. 1回到 .p 何

1M<严时 M"回町， 1 July 1897，启民栏。

Slaler I s 陀阳此， 11 -24 July 1897 ，矗{肇雄史料}第 166 页 。

1M<严>Di M=呵， 2 July 1897 ， 巳启富栏。

Mni Cant1ie' s di町， 30 阳市， 1897

南方熊楠日记， 1897 年 6 月 30 11 0 量{南方熊楠圭靠)(草草， 1975 ) ，如l岳 2 第 92

页 ω

SlatP.f' s report , 30 ses甲‘四re 1896，量{章量史剧》罩 111 页。

α幽 .30 June 1897 .p . 3 ∞1. 6" 亩信的译文且第四章。

南万熊惰日记， 1前7 年 5 月 8 、 24 、2ti日 。 革《南方熊楠圭量)ßlJ替 2 事 74 、肝等

页。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到了 198(j年为止 ， 已收撞到足悟的贵桐，下 T -个初步纺

吃。 详见拙著n.. 0rigVU of an Htroic 如叩 sun Yawn in ÚJI由1 ， 18田-/897

(Q,lonl Uni叫'Iy 阶酬， 19幅)暨拙文{孙中山第 -眈踉欧的时间相空间的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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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l拥)第22!冶-2303 页 。 再经过 15 个草暑继续努力探章与思巷，笔者在这儿写

下了更为肯定的推论。

且本书第二章"日志"。

Slater' !I r可H钮. 17 Ma.由 1897 and 25 Ma.由 1897.载{蒙难史料}第 149- 150 、 152

99 

页。

Slater' 8 呵剧. 6 归啦r 1脯，剿'配难史料}第 114 页 。

见第二章"日革"。

见第二章"日志"。

Slater' s re酬. 12 00，，*阳 l酬，辑憔难史料阴阳页。

1佣

I但

100 

101 

'1M Tjm., .12 oct血r 1896.p.6. ooI .2 

见第二章"日志"。

S国ez'，呵圃1. 21 Noven缸71回6.氯{蒙难史料}第 123 页。

虽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 186 页。

地回由 of u.. 曲剧，曲k Socidy of linroIn' , I~ ， The 81础除由.v . 5 . A.D . l阳-

i归

l曲

1切

l回

l臼

A.O . 1914 ,p.xxxvii 

见拙著阳。市四 ofan 曲时 I厅啡，即 185-193

真中的战><>the p，每m

编号是 BL Add. MS 39168/138- 141 

南方熊楠日记. 1凹7 年 6 月刀日 。 载南方熊楠〈南方熊楠圭'但》别喜 2 第 92

页 。

见拙文{英国时华炮舰破'在剖析).(近代史研究).且 112 期(19阴年 7 月) .第

卜-43 页。

109 

110 

111 

112 

1!3 

114 

James Morris. pj阻断翩翩皿'1M αinvuofω Empire (u.由." F.oo and F.oo. 
1968) .p.21 

115 

'1M Tjm., .28 Jw>e 1897 .p. l1. ooI. .2-3 

如四 Morris. H邮局由nniro; 1he αinvuof刷品仰.p.22

l lllTle8 Morris , PM BriJannioa: The αm皿4刷品可町 ~p.22

Harold Z. sclll且n ， sun Yat唱n: Rd.皿anl &..呻必町""，，(8α!lton: Littlt: Brown , 1锁姐) • 

116 

1!7 

118 

p.155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高志竟成..载{国父圭靠》第 1 册第 421

57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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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121 • [ A] II CI翩翩 [ ..". ] 血mk ，.;由剑 gh....吨时 h同时间哟'。皿00;" 阳回

Monis. H皿 Bri阳'"皿 1M αim<U<I刷 b甲" (Lx曲m: Faher 苗'" 1'a1阳 .19曲) • 

p.26 

122 S时皿ie Po-yin Q吨， ω血~ Bu.sinas Grot伊 in H.吨曲弯 and PoIiUcnl 曲""1<' "' 

soo矶 a.ina. J900-25 ( Lx畸曲.MaeM皿皿， 1 9'西 ) '1'1' . 118←-'1

123 李王贞.(孙中山外交政策给后人的启迪一一"中德俄联盟"与"民族国际吵，辑

*锤 、王杰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北京人民出版扯， 1999)下册事册→M

页。

114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X国j(圭lI!)第 l 册第 3 页 。

125 英 F商团事件，笔者将在拙著{孙中山与英国}一书中，作进一步变代。 在此仅

说，喜见中国大陆学者也开始使用英国国事档靠馆的原始立献，井在确苗史料

面前，噩然挑战成且诚民族之帽 1 且张惶且{英国政府与 1914 年广州商困盟

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本论坛. 1999 年 fíl)(北京 :吐金属

学文献出版社.1IXXl)第 48-制页。

126 Slater ' s 呵刷.6 oct血"脯，就{肇雄史料}第 137 页 。

127 1M r"，圃， 13 Jaruwy 1凹7 ， p .I ，ω1. 5

128 S1at~' s 呵剧. 6 归血"脯，辑{肇雄史剧}第 114 页 。

1坦 s..，'，锺..~回lattheTr哇地也巧，4 November J 院拥6. 阳.m . 5---6.fOl7/ I7 J 8/p . 1I9

130 见本书罩二章"日志"。

131 草{国立全靠〉第 2 册第 189-191 页。

132 辑〈固立圭靠}第 4 册第 1-3 9l.，

133 载{固立全靠〉第 4 册第 3-11 虫 。

134 戴{固立全靠}第 4 册第 11-13 页 。

135 见本书第二章M 日志"。

136 孙中山居住在伦11:市中，心。 他如果要事现水晶宫的话，必须坐火车去，而且必

lIi在水晶宫停留一整天才值得

137 在罐德草草的附近，就高著名的皇后大丰L堂(。础， , Hall) .那里经常剃了行Jf，

去 ，后来孙中山也去垂现了(本衍事 章"日志" )。

138 1丑~ Tin圃 .2 耻时凹 1肌汤 .p . I ,1.'0.1. 3 

139 见本书第二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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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国efs 呵泪rt. 6 Octol:田 l酬，氯{章难史料}第 113-114 页。

为了靠息广茧，笔者曾把这个推论，献诸 1994 年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盘。 评

论人目实强tt授不以为然。 当E者对这分歧的分析.见本章第八节.*书定位·

最后部分。

载{国宜圭.)第 1 册第 412 页。

140 

141 

』皿;，Ða血ertoH.H 均由由 . 13 oct曲酬. F0371/1回3.p.236

笔者有拳，在 19曲年代后朔和 1970 年代初期，草英国国事档禀馆助理馆民

(Principal ^"'...... Kee阳) .白马俱乐部(White H叩仙川的会员.事明士先生

(M. """"""白minf9o)多次量请到该俱乐部午腾和参观。 1970 年代中期，最马来

亚殖民政府前华民政务司司*、英联邦俱乐部的会员臼位先先生(M. Wi峰回

81同时，多次量请到该俱乐部午麟和妻观。由80 年代则最康德事医生的孙女.

热文诗阁俱乐部(Lu回扣啊.， 0曲)的会员，史相沃立士(Mn J.咀Cant1ie Stewart). 

到该俱乐部午膳且垂观。 2000 年代，卫革剑桥大学的比利融授( pro!回H

Chri..咐田 A. B町Iy ) ，政改俱乐部(阳。=0出)的会员 .多次遭请到该俱乐部晚

鹏租费观。 幢克法俱乐部-样.藏政俱鼎部的古今会员包括英国历代政耍，位

置也在特拉法加广场(T...r.句晒.)附近{革南角)。 随曹大英帝国的扩张，

这种特极阶级的产物也传到世界各地。 新加攘的热拂斯俱乐部(Ra皿咽

。由)-..新加搜工业法庭主席陈文章大法官邀请;香港的'马吉 (H咽e

Ko.唱Jock町 Oub) 承旧同窗刘汉阜先生邀请;模大利亚悉尼市的踏踏章斯

俱乐部(T.......u ..Oub)-一章盎鲁博士 (V. lim Angd)邀请;均让笔者大开眼

挥。

142 

143 

144 

He j~ not li8ted in 8ritain • 8 且diooory of N，ωiOnaJ Biofp哼曲。r who • J Who. However, 
a certain Sir J曲n&血er is lisl.oo in Who' $ who of j曲回'" M，所由n qf Par也n晒'11: A 

a叩呐i<nl1M呵'y of "" Howe of 臼""""" .阳..，; oo~呐，田 of' 且对，

Parl，町自由'Y Û>mPaniM' ond 础，皿M田. F，曲r 凹， Mited by 阻ChaeI Stttlton and 

a甲ren t- ( H国曲曲，且皿曰 ， """四er l'<醋， 1976) ， v.2 .p .2 1. 11 i8plausiblethat 

th.Îs Sir John Barkerωthe 姐n窗户~ 88 J. DI.iS Baricer. 翩由皿皿Lial J. may stand foc 

J由1 and nne f)(呻1. 由 ebange 由eirprefen咽d Ouilllain ruune 呻mkni胁时， Wltne翩

翩miIWC曲皿~ in the BritiM Flnign Qt如剧。

笔者用上"似事是"等宇眼，是因为革踱绝对肯定。 希望在本书定捕时，能找到

多一点生绪。 平然的话，就留待下回升解。 再平然的话，就留待后人去进 -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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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证。

who • J who ~ 8riti.sh Mm曲事 <f Parl翩翩， v . 2.p.2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盘明馆丛楠二编〉第 247 贞 。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盘明偏执摘二编}罩 247 页。

有关笔者与英国国事档革馆旧趾( I'ub缸c Reconl 由fice. 。四叫l町 U肘，国抽 )

的渊源，见拙文{全球一体化蓝风中的近代中国从叶名琛悄罩谈起}。 该文曾

提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XX)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近代中国与世

界"国际学*研忖会上讨论.井将会植收进该所所编的论文集。

陈锦棋，(同盟合成立前的孙中 IIJ )(广州.广草人民出版社 .19制第 -版)第 44

页 。

H.A . CJ咽， 山 Fox and A. r . Thoo阳，. A Hi.wry <! BrilUh TroJ. U，叩u .. ,,'" 

I圃9 ， v. J , J8B9-19J9 (ûxCo时 Uru阳回ty p，回ι19/剧 .p.163

陈锦棋{同盟会成立前的仲ψllJ)第 44 页。

果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200-204 页 。

该等项目先后出版如下 Yti! Ming-ch' m: Viar可<f lians 抱回协 1852-8

(也m!N呻曹 Univmily pr回 .1976); Ang/o-ω2四晶阳íon.s ( Oxford Univf':rsity pr圃，

l姐3) ;(商广凰曹叶名琛)(北京:中华书局 .19制 ) ;目，曲苍山 of an Ht:rOic Jr呻庐

(ωord University pt咽. 19耐 ; D.adly fk回阳(臼mbridge University pr酬.19帽);

〈商在精片战争与香晤的个让)(台 ，t 。因史馆. 1998);(仲逸仙伦辑最难直相}

(台，t 联经. 1998) 。

156 辈且华{民极主义思想渊植一一上晦孙中山融居部分藏书疏记).靠盏且华。

{大酒之行也一一响、中山思想监徽)(广州，广京人民出版社. 1996)第 læ-l23

页。

157 同上，第 122 页 。

158 且本章第七节有关·日志'取材于报章的部分。

159 见拙文〈兴中全时期碍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探章)，氯{国父建盘革命一百周年学

术讨论'但). (由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5)第 t 册第 70-→3 页。

l曲同上，第 101 页，吕其强敏蟹的评论。

161 见靠〈国立全靠〉第 1 册第 355 页。

162 且孟于，(尽心篇}下事 3 章 。

163 'l\本书第二章·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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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国父圭靠}第 1 册第 412 页。

载《国立全靠}第 1 册第 412 页。

陈懦棋数授在撰写其大作时，史料严重缺王，以致研究孙中山也只能取材于革

联人所编的{近代史酷程〉汉译本，苦'U、孤诣，可见一斑。 至于曼相湘敬授.则

适量当时白湾"白色恐怖"以致"愤而辞去台湾大学数职，二十最年章，未任公

职、取国库分宜，自孟退休盒，生活都依赖儿女.尤其购书、'在印各费撞事，也是

儿女供给。 而所处的物质精神环境都是玲酷无情。"(星相湘〈孙逸仙先生传}

上册自序第 12 页) ，艰苦可知。

164 

165 

166 

(作者黄宇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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