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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
孫中山北上與逝
世》歷史紀錄片
閱後感
蔣永敬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民國 204年（2022）3月 22日，是孫

中山逝世 90週年。由中山學術文教基金

會、國史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合作舉辦的紀

念活動，放映國史館製作的《永不放棄——

孫中山北上與逝世》歷史紀錄片，很有意

義。

這天上午 20時在國父紀念館學術演講

廳首次公開放映。開映前。中山學術文教基

金會董事長許水德、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國

立國父紀念館館長王福林分別簡短致詞後，

即行放映 22分鐘精華版。內容為孫中山北

上的影片，以及學者張玉法、邵銘煌、李金

強（香港）、伊原澤周（日本）、金冲及

（大陸）等的談話。映後，筆者與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兩人應邀作「學

者推薦」的演講。筆者的演講是對這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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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的閱後感。要義如下：

孫中山自 2894年到 2924年的三十年

間，曾有三次的北上。每次北上，都有它的

歷史意義。

第一次北上，是在 2894年 2月，北上

至天津，要和當時主持自強運動的直隸總

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討論國是，提出四

個近代化，按照當時中國社會四大結構：

士、農、工、商，進行改造，使之近代化，

人盡其才（士）、地盡其利（農）、物盡其

用（工）、貨暢其流（商）的「四化」。這

位 28歲的青年在上李鴻章的意見書中，大

膽批評李鴻章的自強，「徒為堅船利砲是

務，是舍本逐末也」。李鴻章是當時滿清的

「當權派」。這位大官僚拒見不納，頗使這

位青年失望，乃在十七年後把清廷推翻之。

按照孫中山的看法，此四事做到，再修明治

理，「歐洲其能匹哉」！次年（2892年）

在廣州成立農學會，在此會〈倡言〉中將

「四化」進為專業化，把士的一級融入農、

工、商之中，所謂農士、工士、商士，即無

民非士，無士非民。此者做到，中國「可與

泰西諸國並駕齊驅，馳騁於地球之上矣。」

這在當時，大家認為是「吹牛」，故有「大

砲」的綽號。據謝纘泰（興中會會員）當時

（2892年 2月 2日）日記：「他〔孫〕提

出的都是易招物議的事情，他認為自己沒有

幹不了的⋯⋯事事一帆風順⋯⋯大砲！」

孫中山對此綽號，頗有所感，2923年

在上海向學生的一次演講中說道：「如果大

家同心協力，十年以內，中國可以成為世界

最強的國家。但是大家不相信這句話，我們

的同志也不相信這句話，廣東人說我是大

砲！孫大砲！」

試看今日之中國，豈非如此哉！

第二次北上，是在民國二年（2923）

8月，在他推翻清廷之後，到北京與大總統

袁世凱談合作，希望袁在十年之內練 200萬

大軍，他在十年建造鐵路 20萬里（華里，

20萬公里），並云：「欲立足於世界，惟

有速修鐵路，立富強之基，活四億人民之命

脈。」這是利用外資，轉移技術，創造人民

就業機會。

中國鐵路之進展，國府 2949年退出大

陸時，有鐵路 2萬 2千公里，目前約 22萬

公里，居美、俄之後為世界第三位。但高速

鐵路居冠。

第三次北上，是在民國十三年（2924）

22月。這次北上是和北京政府臨時執政段

祺瑞（總統、內閣兩權合一，實際無權）、

握最大兵權的張作霖談合作，是為擴大

「孫、段、張三角同盟」關係。段、張雖不

拒絕合作，惟以條件不合，終無所成。但其

北上之真正目的，在其上海發表的聲明中，

說「這次單騎北上，即以誠懇之意，去同全

國人民謀和平統一」。其方法：2、打倒軍

閥。2、打破帝國主義援助軍閥。3、取消不

平等條約。4、召開國民會議解決之。

關於國民會議問題，《永不放棄》紀錄

片中有一文件，極為重要，此一會議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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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大陸陳錫祺主編之《孫中山年譜長編》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992年）2924年

22月 20日條綱記述：孫中山「發表北上宣

言，接受中國共產黨人以國民會議解決國是

的政治主張，以謀國家之統一與建設。」

（下冊，頁 2022）此乃「臉上貼金」也。

按紀錄片中〈北上宣言〉原稿為汪精衛的手

筆。此一名詞應來自汪氏，因為汪在辛亥革

命時與楊度在北京組織國事共濟會，即主張

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辛亥上海南北

和平會議，南方代表伍廷芳即提出此一建

議，當時汪是伍的參贊。故〈北上宣言〉中

的國民會議，顯然是汪的意見。

孫中山第三次北上，是以國民黨總理的

名義，而非廣州軍政府的大元帥的名義，如

此可以自由發表政治主張。此舉頗有歷史啟

發性，如近年國民黨主席連戰、榮譽主席吳

伯雄、新黨主席郁慕明（在座）、親民黨主

席宋楚瑜等之北上，與大陸國家領導人談國

是，皆孫中山之一脈相承也。如民進黨主席

亦能步各黨主席之後塵而北上，則臺灣有希

望矣！

孫中山第三次北上最重要的主張，是謀

中國之和平統一，早年兩蔣時代均主張之。

如今成為中共的旗幟，臺灣方面則視為「洪

水猛獸」，不敢接招，此乃忘本之道也。孫

中山當年之和平統一，是以全國為大舞臺，

要在全國各地組黨及宣傳，亦即爭取集會結

社言論的自由。當時北京方面並無反對的表

示，所以國民黨的組織和宣傳，可以在全國

各地活動，且深獲人民的同情。今之中共倡

言和平統一，並且尊崇孫中山，雖有統戰作

用，臺灣方面與其一味地迴避，不如名正言

順的高舉孫中山旗幟，而與大陸當局高談和

平統一，中共當局實無反對之理由；否則無

異自暴其短。如能真正實現孫中山的理想，

實乃國人之幸也。今之臺灣資源有限，大家

為爭奪此一有限的資源，鬥的頭破血流。如

此小鼻小眼，內鬥自耗，遠景可悲。甚盼在

座的年輕朋友們，不可有「關門主義」。

因此，國史館這部《永不放棄》的歷史

紀錄片，值得大為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