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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華民族振興的展望                             7A 伍慶鵬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廢除君主專制，成立共和政府，至

今已有95年了，在過去的歲月，我們國家歷盡滄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

義打響了共和革命的第一槍。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莊嚴宣誓，就任亞

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臨時大總統，民國政府成立了。可是由於共和政府基礎

薄弱，民國不久就走進了軍閥混戰的時代。孫中山先生眼見國民革命的種子受

到「寒風暴雨」的欺凌，在彌留之際仍然高喊「和平奮鬥救中國」，以提醒國

人「革命尚未成功」。時至今日，海峽兩岸的中華兒女仍然盼望著一家團聚的

那一刻，這就是兩岸人民共同奮鬥的目標，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

    1919年，孫先山完成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提出了「三民主

義」，成為國民革命的方向。其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於1928年統一中國，

國共兩黨合作拉開全國抗日的序幕，1945年抗戰勝利了。可是國共的衝突積怨

甚深，雙方終於爆發內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政府遷台，從此

兩黨隔海相望，共同在同一個天空下，為人民建設一個理想的國度。

    2006年中國雖然已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國內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蓬勃，

基礎教育普及率不斷提升，法律制度不斷完備，但是中國地大人多，仍然面對

很多的問題，諸如兩岸關係陰晴不定，中日、中美的多邊關係，經濟發展產生

貧富懸殊的現象，政治建設與法制完善等，這些都是環繞著民生、民權、民族

的問題──今天中國人仍然要繼續和平奮鬥。新世紀是中華民族振興的契機。

為了民族的振興，我們必須要依照下列的方向前進。

    和平是一個基本原則，兩岸關係更要和平。時至今日，香港與澳門已成功

和平回歸，並穩定地發展，可是台灣卻仍然是孤懸海上，歸期未卜。不過，歷

史是前進的，兩岸的政治活動交往頻繁。2005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與當時的

國民黨主席連戰會面，冰釋了國共兩黨五十多年的恩怨，重新建立關係，這次

「國共再握手」為變化萬千的台海局勢添上絲絲的曙光。我們希望兩岸政府撤

離一些威脅台海穩定的軍事設施，增加兩岸的和平氣氛，加強兩岸三通交流，

降低關稅和促進兩岸人民往來。台灣執政機構亦不應發展偏激言論，以免激化

台海局勢，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我們相信無論是「一國兩制」，或者是「聯

邦制」，兩岸統一是大前提，孫中山先生曾發表「和平統一宣信」，當中亦指

出統一必須為長久之統一，和平地統一。

    對外關係在乎中國的強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振興有不可

分割的關係。孫先生對「民族主義」的解釋是：「我們對弱小民族要扶持他，

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意思是只要人民

有了這種思想，中華民族便能壯大，便能位列世界強國。孫先生在《建國方

略》中經常提及外交工作。強國才能有外交關係，因此國人能自我奮鬥，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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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強盛，這才能走上強國之路。我們對鄰國要採用和睦的政策，若遇領土被分

割，應起來反抗，維護領土的完整。所以，今天我們要保衛釣魚台，要維護南

沙群島的權益。這一切都是依靠每個國民共同奮鬥而來。

    經濟發展與國力強弱有關，直接影響中華民族的振興。國防、科技等均

建基於經濟力量，自八十年改革開放以來，對經濟的努力已見成果。2006年2

月，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世界第一，經濟已上軌道，中國亦於2006年建成青藏

鐵路。這與「建國方略之二」中對鐵路建設的重視與其難題亦得以解決。雖然

東部已發展，但是西部仍然落後貧窮，貧富懸殊，國力的綜合發展還是刻不容

緩的。經濟強大，國防工業亦隨之提升，兩岸統一的條件亦增加，有助中華民

族的振興。這亦是「奮鬥」之一。

    政治與法制的問題最棘手。孫中山先生對這個具有獨到的見解，他提出

「五權憲法」和成立國民大會，這是民權的彰顯。今天政治的改革應該循序漸

進，法制亦應跟隨政治逐步改革，要國民大會成功，必須要有良好的國民教

育。國家才能走上法治之途。兩岸三地的教育雖然已有明顯的進步，適齡兒童

入學率高達90%，但高等教育尚未普及。我們相信，五權分立與國民大會能夠

成功，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完成。政治清明，國家強盛，中華民族才能振興。

    「救中國」的方法可參考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實這是一種「救

國」的主義。民族自救和主張採取直接民權，就是人民直接行使選舉權，罷免

權，創制權和複決權四種權力。民生就是解決社會人民生活的問題。若能容納

不同政治意見，三民主義便能在祖國的大地上實踐出來，中華民族便能強盛。

    我們相信，今天三民主義仍為國人所接受，亦適合中國的國情，更是救國

的良方。我們盼望著中華民族的振興，我們期待著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

就讓國人都追隨着孫中山的精神，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奮鬥。

教師回饋：結構嚴謹，段意分明；能針對每項政策提供意見，並舉出改善方
法；且能適當引用資料說明，合乎學術論文的基本要求。內容方
面，強調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體現出作者熱愛祖國
的情懷，對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是一篇情理兼備的好文章。
（王建文老師）

賞析與思考：何謂「三民主義」？你認為它能幫助振興國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