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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的開拓

者，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中華民國和中國

國民黨的締造者，他首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旗

幟，是名副其實的一代偉人。適逢孫中山誕辰

15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孫中山先生

曾侄孫、全國政協委員孫必達。孫必達表示，孫

中山先生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以最大的

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為爭取實現祖國的和平統

一奉獻了畢身精力。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很

大成就，遠超中山先生當初的設想，這是因為我

們走的路是對的，我們可以用今天的成績和未來

的發展告慰先生。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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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必達是孫中山哥哥孫眉的曾孫，在五兄弟間
排行老三，他的大哥孫必勝目前在廣東省中山市
定居，其他兄弟均在美國生活。孫必達出生的時
候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16年了，孫必達稱，雖然
沒有見過家族中這位偉大的人物，但父親經常會
跟他說起曾叔祖父的故事。他認為中山先生是一
位忘我的工作者，總是在無私地工作着，總是在
考慮國家和人民的命運。
「我的祖父祖母去世較早，父親孫乾由孫中山

和宋慶齡撫養成人。自我懂事以來，孫中山這名
字一直掛在他老家人口邊，父親常回憶中山先生
的往事。」孫必達說，在父親的印象中，中山先
生是一個非常專心辦事的人。父親和孫中山先生
同住在廣州大元帥府的時候，中山先生一天到晚
就是看書、寫東西、會客，他不像我們其他人一
樣有個人的娛樂。
「比如，吃飯的時候只有四個人，我父親、我
伯父、中山先生及其夫人宋慶齡，當時父親、伯
父才十幾歲，每天都要坐在飯桌前等中山先生下

來吃飯，好不容易等他從
樓上下來了，吃飯的時候
他也不會講什麼東西，不
會講很多話，吃完飯以
後，一聲不響地又回到他
的辦公室寫東西，印象中
他一直都在工作。」孫必
達說，總而言之，他想的
都是國家、民族，就像醫
生一樣，每天想着像醫病
人一樣治理國家，從來沒
有其他的想法。
「孫中山先生每天都在想

着如何治理國家，怎麼樣去
建設這個國家。」孫必達告
訴記者，他覺得孫中山先生
最大的貢獻除了領導革命外，就是怎樣把這個國家
建設起來。孫中山先生最關心鐵路，他在西方看到
了鐵路建設對一個國家的影響後，就想着一定要把

這個鐵路建起來。孫必達說：「在上海中山先生故
居的書房裡，牆上掛着一幅畫，上面畫着鐵路，孫
中山先生在平時空餘的時間會畫鐵路。」

■■本報記者在北京訪問孫必達與孫程禮慶夫婦一行本報記者在北京訪問孫必達與孫程禮慶夫婦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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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必達是第十屆、十一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華
海外聯誼會名譽理事、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名譽理

事、孫中山基金會顧問、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顧問，
目前任香港川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1895年，孫

中山就策劃了當年的廣州起義，並在廣州設立了秘密機
關，為起義做準備。1911年4月27日，辛亥「三．二
九」廣州起義爆發，同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並獲得成
功，清王朝土崩瓦解，在中國大地上樹起了民主共和的
旗幟。
本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孫中山誕辰150周年紀

念大會，在發表重要講話前
還會見孫必達等孫中山先生
親屬與海外主賓。孫必達聆
聽習總書記講話後，在人民
大會堂現場難掩激動之情，
他對本報記者表示，習近平
總書記對孫中山先生充滿尊
敬，他稱「孫中山先生是偉
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
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
大先驅」，習總書記最後還
呼籲全體的中國同胞們團結起來，要以中山先生的精神
來推動今後國家的建設，讓國家走上民族復興這條路。
孫必達說：「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遠

超中山先生當初的設想，這是因為我們走的路是對的，
我們可以用今天的成績和未來的發展告慰先生。」

中山精神孕育「黃埔精神」
孫必達攜夫人孫程禮慶和兒子孫偉勇一併出席10日由

民革中央與黃埔同學會舉辦的第七屆「中山‧黃埔‧兩
岸情」論壇。孫程禮慶參與組織香港婦女界赴中山市開
展紀念中山先生系列活動，受到中聯辦肯定；孫偉勇是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這次亦專門獲邀作為兩岸青年
黃埔代表，以「黃埔精神傳承與發揚」進行主題演講。
在論壇上，孫必達發表講話，聲情並茂地講述了孫中

山先生與「黃埔精神」的淵源。「提到『黃埔精神』，
便讓人想到黃埔軍校。」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
馬林在廣西桂林會見孫中山，向孫中山提出「創辦軍官
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建議。1924年6月16日，孫中
山以黃埔軍校總理身份親自主持開學典禮，發表演說，

稱開辦軍校。
孫必達稱，中山先生發表的演說長達7,000餘字，講

得最多的便是救國救民、挽救危亡，共計達8處之多，
核心問題是「愛國」，有「骨氣」，勉勵學員要有革命
精神和志氣，研究革命道理，學習軍事知識，「犧牲一
切權利，專心去救國」。
「黃埔精神」始終貫穿於軍校的政治教育中，孫中山制

定了「親愛精誠」的校訓，經常教育師生，要「同學同
道，生死共赴」，要求軍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僅能指揮
作戰，會做政治工作，而且勇於衝鋒陷陣，具有愛國愛
民、獻身革命的精神。中山精神孕育了「黃埔精神」，短
短幾年裡，黃埔軍校培養了大批具有政治覺悟的軍政人
才，「黃埔精神」在中國歷史上有着重大的影響。
「當時全國的青年有一個口號就是『到黃埔去』！凡

海內外的同胞，無論東西南北革命的青年，熱血奔騰的
時代青年，都喊出這一個口號，就是『到黃埔去』。大
家可以知道這個黃埔精神，當時表現在國內外是怎樣的
偉大，怎樣的普遍。」孫必達說，正因為當年黃埔師生
都是本着「愛國革命」的目的來求學，所以對於接受

「黃埔精神」的熏陶和教育是自覺的，發自內心的。他
們既是黃埔精神的受眾者、參與者，也是「黃埔精神」
的承載者和體現者。

發揚「黃埔精神」促進祖國統一
孫必達說，黃埔軍校繼承了孫中山「愛國、團結、奮

鬥、獻身」的革命遺志，「黃埔精神」亦是孫中山不斷
追求進步的精神。如今，儘管歷史的煙雲已散去很久，
但人們仍希冀「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發揚「黃埔精神」，促進祖國統一，這是當今重要的現
實意義。
「在我們孫家看來，孫中山先生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

益出發，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為爭取實現祖
國的和平統一奉獻了畢身精力。」孫必達說。「黃埔精
神」發源於中山精神，中山精神孕育了「黃埔精神」，
核心是為統一中國、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頑強奮鬥的
愛國主義，我們要繼承優良傳統，弘揚黃埔精神，為深
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中山先生是一個非常專心辦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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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獻策辛亥百年 獲中央重視

長城飯店是內地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同時也
是當時內地最大的中美合資飯店，20多年來為
內地培養了無數酒店管理人才，被稱為中國酒
店的黃埔軍校，而孫必達可謂是中國現代酒店
管理的開拓者之一。孫必達此次接受本報專
訪，向本刊記者詳細回憶起長城飯店開創之初
的情形。他開門見山地說，孫中山先生無私的
品格對他影響很大，他很自豪能在中國剛剛開
放的時候就回來，用自己的專長為國家和社會
做一點工作。

受宋慶齡鼓勵回國創業
孫必達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後就一

直從事酒店管理。1979年，正值祖國大陸開始
改革開放，留學回香港的孫必達接受了一個挑
戰：應美方投資者的邀請，籌劃在北京建內地
第一家五星級酒店——長城飯店。「我一直認
為政府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正好幾個朋友邀請
我到北京發展，宋慶齡當時對我來北京發展很
高興，也給了我很多支持和鼓勵，所以回到了
闊別了32年的祖國，開始經營長城飯店。」孫
必達說。
1980年，美國集團與北京旅遊局合資成立了

長城飯店，孫必達被聘為長城飯店的副總裁，
全權管理飯店的經營管理工作。「美國方面只
負責出資，他們不懂經營管理，是『外行
人』，所以找我這個『內行人』做副總裁，從
飯店的規劃、動土，到3年之後完全建立起來，
再到之後飯店的培訓工作完全由我負責。」孫
必達說。
「我給員工培訓人數最多的時候有8,000多

人，後來他們很多人去各大酒店做了管理人
員，這些年我住酒店時經常會有酒店的經理過
來跟我打招呼喊『孫老師』，我一臉詫異，原
來都是我曾經培訓過的學生，30多年了，他們
都從20出頭的小伙子變成50多歲的大叔了，如
今我也算是桃李滿天下了。」孫必達說。

籲酒店投資政府先行
1988年，孫必達又與廣東信託投資公司合

作，興建了當時內地最高的五星級酒店——廣
州國際大廈。身處酒店業，孫必達對中國酒店
業的發展格外關注。「中國城市要發展酒店服
務業，政府要先做詳細深入的規劃，給外商投
資者更多的資料和參考。」他說，酒店投資風
險特別大，如果政府提供的各種配套信息到
位，比如酒店區域將來的城市交通規劃、酒店
所在地客流量等，就會增強投資者信心，加快
投資者進入的速度。否則，一直高呼招商引
資，客商來了，也不知道錢該往哪裡投。

1911年10月10日，革命軍在湖北武昌起
義，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高度評價此次起
義的作用「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
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
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
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
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
革命之役並壽！」
問及往昔參政議政印象最深的提案，孫必
達委員提到武漢與辛亥首義，他在這方面多
年建言獻策，受到中央重視與採納。

建議武漢作為主會場
2011年，作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地，武漢市投

入200億元籌備辛亥革命百年慶典。對於武
漢，孫必達有着特殊的感情，「從1981年第
一次到武漢，我已經去過那裡很多次，2010
年，還專程和朋友乘坐武廣高鐵到武漢去，每
次去都有很大變化，看到武漢的變化，我由衷
的高興。」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曾多次建言
將武漢作為辛亥革命紀念活動的主會場。
早在2008年，他就向全國「兩會」提交提

案，建議將武漢作為辛亥百年紀念活動的主
會場。連續3年的全國「兩會」，他的提案

都關乎武漢、辛亥首義，他的意見還得到20
餘位海內外全國政協委員的支持。

辛亥革命屬於全球華人
孫必達說，1912年2月8日，孫中山先生

最先稱武昌起義為「首義」，稱武漢為「首
義之區」，並希望將來「首義之區，變為模
範之市」。武漢三鎮至今留有大量珍貴的辛
亥革命遺蹟，也有大批辛亥後裔。「連戰、
蔣孝嚴等都曾經表示，只要發出邀請，都願
意到武漢參加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顯然，
武漢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其他城市無法
取代的。」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時，全球華人慶祝

活動非常紅火，武漢、廣州、南京等多地均
舉行相關紀念活動。孫必達強調：「辛亥革
命深刻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有了辛亥
革命，才有亞洲第一共和國，全球華人無論
怎麼紀念都不為過。100年前，先烈們為了
追求民族的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犧牲了自
己的生命，他們的很多理想在今天已經實
現。通過紀念辛亥革命，來檢驗一下民族偉
大復興的進程，促進民族團結、祖國統一，
才是舉辦紀念活動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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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上海莫利愛路（今香山路）住宅今昔對比。孫中山在這裡完
成了《建國方略》等著作。 資料圖片

■孫中山後人孫必達（右二）和孫必勝（右一）交談。
新華社

■2011年，（左起）孫必達、余國春、林元和、沈沖、朱
蓮芬和黃鐵城主持「孫中山在廣州」開幕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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