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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与孙中山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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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与美国渊源颇深，兴中会肇起于斯，筹资奔波于斯。《纽约时
报》的报道使美国各界认识了这位中国革命者。1925 年孙中山去世之后，在华埠举行的各种
纪念活动及纪念物品，通过报刊为人们所体认。敏锐的观察家创造性地提出“孙中山符号”的
概念，并看到了其对于中美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在其启发下，孙中山符号被适时地加以宣传，
表达了其意识形态主张，维护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展现了战后美国对华关系的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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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一直以来自比“报纸记录”，以良好

的公信力为世界众多媒体提供新闻来源，以往对

《纽约时报》的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传播和国际关系

领域，史学研究方兴未艾。孙中山长期是学界研究

的热点，陈蕴茜、李恭忠、魏文享等对其形象在大陆

及台湾地区的建构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卡尔图

诺娃也曾就书信对其的在俄形象进行分析，但当前

孙中山在海外形象的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本文拟

就《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宣传，对孙中山形象在美的

建立流变、“孙中山符号”的概念提出以及美国各界

对孙中山符号的宣传作初步探讨，以进一步拓展孙

中山符号和海外涉华报刊的研究。
1 《纽约时报》中的孙中山

1879 年，孙中山曾随母赴夏威夷，“自是有慕西

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894 年，上书李鸿章愿望的

落空，使其不得不“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

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功，积渐而知和平

之手段不得不易以强迫”，转而更坚定革命一途，于

1895 年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895 年，他以匪首之

名并花红银一千的赏金为清廷通缉，然而此时，于大

多数中国人而言，孙文依旧不过是一个陌生的名号。
《纽约时报》很早就开始了对孙中山的记载。

1896 年 10 月 11 日，孙中山为清政府驻英使馆所幽

禁，24 日《纽约时报》全面报道了该事件，称其为一

名来自香港并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家，［1］尽管介绍

还不够详尽，但毕竟将孙中山这一政治形象引入到

美国的视野之中。随着孙中山在美国各地的奔走，

报道日渐增多，并开始予以同情。《纽约时报》这样

描述孙中山，“伦敦蒙难缘于孙中山曾对清廷的奇

怪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驳。他颇具独创性地指出，

民众对天朝的公共事务拥有发言权，并力使一项令

人满意的制度逐步成为现实。”现今“清廷的制度使

得无能之辈掌握政权，传统的教育体系陷入虚妄与

无用的境地，终难取得些许进步。……面对英国在

西藏、沙俄在西伯利亚步步紧逼的危险局势，孙中山

向其民众大声疾呼，真诚地表达其政治主张。”［2］记

者认为，清政府苦苦维系的帝国制度在政治、文化、
社会等各方面都是腐朽没落的，而孙中山的主张不

仅能代表东方文化，并且可以使中国获得新生。
与《纽约时报》的肯定、同情态度不同，美国政

府对孙中山的接受较晚。1882 年，美国议会通过

“华工法案”，禁止无证华工入境。1904 年，孙中山

乘船前往美国，4 月 6 日抵旧金山，因所持证件为夏

威 夷政府发给的“居民登记证”，遂被认定为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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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监禁，经伍盘照等人多方活动，伪造夏威夷出生

证，并由洪门致公堂担保，方才获释，继续在美从事

革命。1911 年，出于对中国风雨如磐的革命形势的

敏锐感知，孙中山以革命领导者和总统候选人的身

份再次为《纽约时报》关注。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

亥革命爆发，《纽约时报》对其在美国芝加哥等地奔

走筹款的行踪进行跟进报道，14 日的报道曾揣测孙

中山身在芝加哥，并指出如若进展顺利，他将最有可

能当选成为总统［3］，在后续两日的报道还特别提及

了近日孙中山在美的活动［4］，及芝加哥华侨为支持

革命捐赠 10000 美元的史实［5］。
1924 年 5 月 13、14 日，路透社曾连发专电，称

孙中山已因脑膜炎逝世，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

《纽约时报》也急发《孙中山》一文以示纪念，文章叙

述了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并认为

其去世将会加速中国南北间敌对局面的转变，值得

一提的是，在文末，孙中山和甘地、凯末尔被誉为亚

洲 20 世纪前 25 年中最伟大的人物［6］。虽然孙中山

去世的消息不实，但仍可见《纽约时报》对其评价之

高。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对

孙中山了解至深的《纽约时报》立即刊载了此消息，

详细梳理了其去世前的一系列医治过程，并以“孙

中山生涯”、“孙中山早年生涯”等标题历数其一生

之功业［7］。
2 《纽约时报》中的孙中山符号

孙中山逝世后，逐步由一位革命家转化为一个

政治符号，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然而，最早

提出孙中山符号的并非中国人，20 世纪 30 年代，美

国社会就对“孙中山符号”有所确认，这归功于《纽

约时报》推介的两本专著。一本是 Gustav Amann 的

《孙中山的革命遗产———中国革命史》。书中创造

性地提出“孙中山符号”的概念，并且惊奇地发现，

“令人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在死后发挥着比生前

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现象亦发生在列宁和拿破仑

身上。”对伟人的宣传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显

示了符号在历史中的巨大力量，一个名字就是一面

聚集国家力量的旗帜。”［8］另一本则是关于孙中山

生平及社会政治理念的综合研究集《孙中山: 其政

治社会理想》，由燕京大学 Leonard Shih － lien Hsü
主持编纂，南加州大学出版社 1933 年出版。该书对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政治理念进行了详尽阐释，为

全面了解孙中山提供了可能。［9］直至近年还由 Kess-
inger Publishing 于 2007 年、2010 年两次再版，可见

影响之深远。
孙中山去世后，《纽约时报》大量篇幅报道了纪

念活动，“来自各个种族、宗教、肤色的 1000 余人出

席了国际中心的纪念活动。与会人士称孙中山是一

个践行了耶稣、孔子以及佛祖理念的伟人，赞许他为

‘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其中包括中美学生及一

些享有极高声誉的杰出人士。”《纽约时报》对纪念

仪式观察入微，“在孙中山雕塑前进行的仪式在本

质上属儒家文化”，“在雕塑前所背诵的总理遗嘱很

类似于华盛顿告别演说的文本。”［10］早期美国社会

的态度并不明朗，尽管有媒体大加报道，部分美国人

士积极参与，但并非所有机构都持支持态度。1926
年，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曾通过《党化教

育实施案》，规定境内所有学校实行党化教育［11］。
1928 年，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影响下，大多数教会学

校被纳入党化教育体系，“举行纪念周，悬挂总理遗

像及党国旗”，虽然有中西人士认为其“与基督教信

义有根本冲突之处”，但仍然“一律奉行”［12］。《纽

约时报》曾记载，“孙中山仪式是每学期初学生向民

族英雄的肖像表达敬意之举。……除已登记注册的

为中国政权所辖管的学校，那些由外国人管理的学

校，也必须登记并且接受这两项条款。”这种强制推

广遭致美国家主教委员会的反对，1928 年 4 月 27
日，该委员会正式通过禁止在华教会学校联同中国

政府举办孙中山仪式并进行三民主义教育的禁令，

许多教会学校被迫关闭［13］。这项禁令并未上升到

政治层面，只是宗教团体为“建立一个纯粹的现世

教育体系”、保持宗教教育特色，而对世俗政权干预

其“信仰和教导自由”行为的抗争，美国官方对华人

在华埠“向民族英雄的肖像表达敬意”的行为并不

加以干涉。
相关的照片展现则较为直观地加强了其符号化

意义，1928 年，《纽约时报》刊载了建造中的中山陵

照片，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包括通往陵墓主体建

筑的长长的阶梯及中西兼济的建筑风格。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文末特别介绍了三民主义，在精神意义上

为之赋予 孙 中 山 符 号 的 色 彩［14］。此 外，《纽 约 时

报》还对孙中山纪念币、纪念邮票等衍生物进行了

报道。1929 年 2 月，《纽约时报》报道了孙中山纪念

铜币在纽约发行的消息［15］。1931 年，《纽约时报》
还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 1929 年发行的四枚孙中山

纪念邮票［16］。并在 1937 年以照片形式展示了其中

一枚，该邮票为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纪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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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额为一分，以中山陵画样为中心图案，上印

“总理国葬纪念”六字，下则以英文标写 Ｒepublic of
China［17］。
3 从《纽约时报》看美国对孙中山符号的宣传

虽然《纽约时报》一直标榜独立客观，但实际上

仍难以脱离当时的政治关系，孙中山符号一经确认

就为其所用来表达其政治主张。孙中山是国共两党

公认的革命领袖，国民党以其革命继任者自居，长期

独占孙中山符号。中国共产党则从新旧民主主义革

命的立场出发，论述新三民主义政策与共产主义理

论的内在联系。苏联《共产国际通讯》、《真理报》也

均作论证。1929 年反共记者诺顿著文认为: “孙中

山在晚年阅读了威廉姆的《历史的社会诠释》……
他不仅反对苏联经济理论，并且还依美国经济学家

的理论修正并重新定义民生主义。”［18］《纽约时报》
对孙中山理论的承认是基于其以美国制度为蓝本的

前提之下，一旦有阐释将之引向共产主义就会遭至

强烈批评。
随着法西斯的战火相继在亚欧燃起，美苏关系

逐渐趋于缓和。1940 年，《纽约时报》报道了莫斯科

举行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其中《真理报》称“中国

共产党正在努力实现孙中山的主义”，为抗击侵略，

“中国最伟大的两个党联合起来以实现其的三民主

义”［19］。苏联有意利用孙中山来论证两党合作的基

础，《纽约时报》的摘录，也体现了其对于中国共产

党继承孙中山理念的说法不再坚持否定，乐见国共

两党在其感召下实现联合。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

发，形势的变化使美国开始有意运用孙中山符号进

行宣传，这与中方不谋而合。1942 年 10 月 12 日，

犹他州议员托马斯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将建造孙中山

雕像，驻美大使魏道明出席并称“孙中山雕像将成

为中美友好关系发展的符号”［20］。1942 年为纪念

中国对日战争五周年，美国发行纪念邮票，林肯与孙

中山的肖像分列左右，林肯像下为盖茨堡演讲名句:

“民有民治民享”; 孙中山像下是三民主义“民族民

权民生”。林肯和孙中山不仅是名义的国家领袖，

危难之际，他们更代指一个国家的抗争精神，鼓舞人

们为之奋斗。美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参与纪念活动。
1944 年 3 月 12 日，五大中美组织在大都会歌剧院

共同举办纪念会，亚内尔上将等政要均发表演说。
《纽约时报》盛赞，“在这个历史场域中，种族的藩篱

被人们所遗忘……孙中山必将因中美间的联合而欣

慰不已。”［21］孙中山在《总理遗嘱》中称: “余致力国

民革命 凡 四 十 年，其 目 的 在 求 中 国 之 自 由 平 等。
……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

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美国俨然以“世界上

平等待我之民族”自居，罗斯福称: “孙先生的精神

鼓舞着中国人民，与我们崇尚自由的精神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22］1946 年，杜鲁门还特意拟颂辞称，

“孙先生在艰难困苦中坚定不移地奋斗四十余年，

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有其作为令人鼓

舞的榜样，其创立的主义作为前进之指南，我坚信中

国人民必将建立独立、民主、繁荣的新中国，达成建

设世界一流国家的伟大目标。”［23］

二战后，冷战随即展开，中美两国因阵营殊异处

于对立状态，加之 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不断发展，

其国内种族矛盾突出，为改善与华人的关系并体现

其反共立场，孙中山符号得到诸多宣扬。1961 年美

国为纪念中国革命 50 周年发行纪念邮票，票面以孙

中山 的 肖 像 为 主，并 标“中 华 民 国”和 青 天 白 日

旗［24］。孙中山是迄今唯一的曾两次作为美国邮票

图像的外国政要，可见美国对其重视之高。70 年代

随着尼克松的破冰之旅，美国逐渐认可大陆的合法

地位。1971 年，纽约圣若望大学兴建孙中山纪念堂

并设亚洲研究中心，《纽约时报》称其“将成为海外

第一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建筑”，并赞誉“孙

中山是中国的华盛顿。……其对自由、独立、民主的

追求使之成为全世界所敬仰的伟人”。该中心的缔

造缘于尼克松访华后兴起的亚洲研究热潮，“美国

总统有意推动与大陆的关系，这使人们日渐将国际

事务的焦点集中于亚洲的重要性上。”［25］中心建成

后举办了多场关于中华文化的展览，中华文化与孙

中山符号相互交织，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中国与日

剧增的兴趣。此后，《纽约时报》还陆续报道了大陆

历年的纪念活动。美国迫切希望改善与大陆的关

系，但又不愿与台湾反目，孙中山符号被其当作一个

安全无虞的政治资源。
孙中山符号还广布于美国华埠，莫特街上的孙

中山革命史迹曾为《纽约时报》娓娓道来，虽然很多

地方“甚至没有一块匾。”但关于他的记忆与华人的

历史被一代代口耳相传，正如文中导游所言，“我祖

父生长于伊丽莎白大街，他告诉了我很多与孙中山

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其曾经如何在这里演讲。”作为

华人的骄傲，孙中山符号已成为华人记忆的重要组

成部分，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带给他们奋斗的信心

与勇气。“尽管我们再无从找寻他的身影，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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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现在仍能在莫特街看到。很多新来唐人街的

人甚至不闻其名，但其革命故事却流传了百年之

久。”［26］

4 结语

史扶林曾言，“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孙中山的名

字与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同义。”［27］他不仅仅只是一

个伟人，作为一个符号，更象征着现代国家和中华民

族的革命精神。美国将其视为“伟大的爱国领袖”、
“东方的唤醒者”［28］，视作其民主政治理念在他国

传播的代表。从《纽约时报》对其本人的关注、对纪

念物的宣传以及对美国各层面积极参与纪念的报道

中，孙中山符号得到了充分发掘。《纽约时报》对孙

中山符号的宣传基于美国的特殊权益，或出于二战

时反法西斯及意识形态领域对抗苏联的目的，或有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改善中美关系并重新调整亚

洲战略的利益权衡，亦有抚慰华人、维护多元一体格

局的稳定的整体考量。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媒体和

政府对孙中山符号的宣传，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华人

的民族自豪感，每每念及，都是一段关于故国乡梓和

民族英魂的历史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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