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关于官员队伍建设观点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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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官员队伍的现代化!国家行政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

化的一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没有这个现代化!真

正的现代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 为此!许多中国人在苦苦思

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官员们!其工作的

性质应该是什么$ 他们应该怎样看待手中的权力!怎样使用

手中的权力$ 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民!应

该怎样要求%培养%锻造自己的行政官员队伍$ 在思考这个问

题的过程中!回顾和整理孙中山的思想成果不无裨益"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三大伟人之一!是中国现

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他奋斗了整整一生" 如何实现国家行政的现代化!如何建立

一支优良的行政官员队伍!是他现代化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在这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重温他的论

述!对我们仍有启发和教益"

一!作为官员"必须得牢固树立服务观念

孙中山这一思想根源于他对现代国家的理解" 他认为!

国家形态是变化的" 封建时代!&专制君主!本弱肉强食之兽

性!野蛮争夺之遗传!以一人而享有天下!视亿兆为臣仆!生杀

予夺!为所欲为" ’(!)("!#$)现代国家与此相反!&民国如公司!国

民如股东!官吏如公司 之 办 事 者!故 总 统 官 吏 皆 国 民 之 公 仆

也" ’(%)("$$)担心人们不理解!他进一步解释说!&试以经营商业

为例!有东家生意与公司生意两种" 东家生意者!由东家一人

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东多数人主持之" 君主国如东家生

意!权在君主一人*民权国如公司生意!权在股东多数人" ’(&)

("&’)由于现代国家这样组成!因此!&中华民国之主权!在于

国民全体" ’(()("()*)&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设!由

民而治者也" ’(()("&**)在这样的国家中!&行政首长!凡百官吏与

政客议员者!皆此四万万人民之臣仆也" ’(&)("(**)由于这样理解

现代国家!官员的职责自然就十分清晰了" 他说!&民国元首!

只有服务负责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国民当共喻斯

义" ’(+)("&,$)袁世凯为害民国时!孙中山率领民众进行了英勇的

斗争!最后!终于使袁世凯命归黄泉"对于这件事!孙中山是这

样看的#&总统为行政首长! 而国民字之曰公仆" 今以家事为

喻!袁氏者乃一强奴耳"不守其奴仆之分!而凌践主人!进而据

有主人之产"主人愤恨不平!义师以起" ’(+)("+())就是说!如果把

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 袁世凯不过是这个家庭中最大的一个

仆人" 可是!这个仆人却不好好服务!而是想把全部家产攫为

己有" 于是主人们气愤而起!把他铲除了" 从官员的职责就是

服务出发!他教育担任公职的人们!&凡职务无论大小!官阶无

论高卑!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无事可做*若能立

志!虽做一小官!做工人!亦可成大事" ’(+)("+-%)他一生都要求人

们!&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事功在百世!而

权位不过一时’(+)("+(%)"

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推行了两千多年! 专制主义传统既

悠久又深厚" 在专制统治下!官员是主子!是老爷!是人上人!

大权手中握!威势令人寒" 相反!老百姓是仆役!是牛马!是草

芥!供人驱使!任人支配"封建社会称统治百姓为&牧民’!其意

是说!百姓如牛马!治民如放牧"官和民地位之不同!真是如同

天地+ 背负这样的历史传统!孙中山提出官员是公仆!官员的

职责是服务!其意义不可低估"说它是中国政治学说的重要里

程碑!一点也不过份" 但是!由于自民国初年就陷入了军阀混

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治上也走了不少弯路!中国的

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致使封建主义残余没有被彻底肃清"官

员没有普遍树立起服务意识!一部分人把做官当成做老爷!甚

至认为做了官便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它的主

要表现有!其一!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讲究排场!追求威势!出

则车必华!入则随必众!时时求与众不同!处处想高人一等"其

二!百姓疾苦!漠不关心!人民冷暖!不放心上!只知讨领导喜

欢!一心求上级高兴!对上对下两张脸!作主作奴皆擅长" 其

三!只求表面热闹!实质从不讲求!一贯形式主义!专会摆花架

子!空话套话天天讲!问题一个不解决" 以上说的这三种情况

都是严重存在的!并且从很早起就说要把它们肃清!但每次整

治的结果都不尽人意"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官老爷

了吗$笔者认为办法是有的"第一!深化民选制度!官位决于民

摘 要#国家行政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 在孙中山看来"行政官员必须有服务意识"必须诚实"必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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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人民是国家主人! 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谁来领导自己! 只

要实行民选" 那些老爷作风十足的人一定会像敝履那样被抛

弃!第二"让民众畅所欲言"公开褒贬人物!古人讲"千夫所指"

无病亦死! 众口能铄金"更何况一个肉体凡胎的人! 充分利用

舆论的监督作用" 对不能为民众好好服务的人给以有力的揭

露批评"对克服官老爷作风一定能发挥很大作用!从历史的进

程看"允许不允许民众自由发表意见"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和它

以前的其他社会的重大区别!

二!作为官员"必须得诚实

孙中山曾深刻指出"#谋国不以诚意" 未有不误国者$%!&

%"#$%&!他主张做事应该坦诚’直率"不要用手段(他坚信#办事不

在乎手段与运动之多寡" 而贵乎光明正大之主义公理$%&&%"$’&)

民国以后"军阀掌权"施展伪诈"风气日坏!孙中山对此痛心疾

首"多次指出"*中国通病"在一伪字$%(&%(%)&)*国人症结"不独成

见) 在乎诈伪相乘"各私其属"阳假嘉名"阴图幸利$%*&%")$+&) 孙

中山是民主政体的坚定卫士"一生以反专制为职志"但因他对

诈伪极端厌恶" 护法时期" 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对于真复辟

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今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伪共

和易真复辟"其名虽美"其实尤窳$%$&%"!,$&"*假共和之祸犹甚于

真复辟$%$&%"-,,&) 孙中山先生认为"作为官员"只有自己诚实"才

能*导人以诚$%!&%"(%)&"示范全国"改变风气)

官场历来很复杂) 厚道诚实之人"置身其中"常常吃亏受

害) 在中国语言中"说某某是官场之人"本身就含有道德上的

贬义) 诚实"对普通百姓来说比较容易做到"对官员来说实在

是极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官员"在*诚实$二字

之前"若扪心自问"真能内心坦然的"恐怕少之又少)现在干部

的不诚实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诺不兑现) 上任伊始"新年伊

始"大夸海口"大许宏愿"但原本就是说说而已"根本没想认真

去落实) 事后虽不能兑现"但处之坦然) 第二"言行不一) 写文

章,做报告"提出一大堆高标准严要求)但只是想让别人做"自

己从骨子里就没想照办)第三"耍两面派)人前讲一套"人后讲

另一套)会上讲一套"会后搞另一套)大伙面前讲一套"自己小

圈子里讲的又是另外一套)这些不诚实现象若得不到遏制"将

危害无穷) 怎样对付不诚实的人呢- 笔者认为"办法有二) 第

一"按言究实)一个人可以不说话"但说了话就要负责任)官员

地位特殊"更应如此)说了话"许了愿"就应该允许人们按其言

论去查其结果)若说到做到"就是言而有信"为人诚实)若只说

不做"言而无信"轻则让其受舆论谴责"重则让其丢官失职)第

二"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个官员是否诚实"是否言必行’

行必果"广大群众看得是很清楚的) 让人们充分发言"自由评

说"就可以有力地谴责虚伪"鼓励诚实)

三!作为官员"其录用必须得经过考试

孙中山指出"作为现代国家的官员"要想为国民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就应该具备相应的素质)*当议员或官吏的人"必是

要有才有德"或者有什么能干"才能愉快胜任) 如果没有才没

有德"又没有什么能干"单靠有钱来做议员或官吏"那么将来

所做的成绩"便不问可知了) $面对众多的人想当官"*我们又

该怎样去断定他们谁是合格的呢- 我们中国有个古法"那个

古法就是考试) $*考试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如果有了

考 试"那 么"必 要 有 才 能 有 学 问 的 人 才 能 做 官 "当 我 们 的 公

仆$) *凡是我们人民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

孙中山认为"民国成立后"官场一片污浊"与没有实行考试录

人有关) *因为没有考试制度"一些不懂政治的人都想法做了

官"弄到弊端百出) 在政府一方面是乌烟瘴气"在人民一方面

是非常的怨恨) $*由此便可知"考试真是一件很紧要的事情)

没有考试"我们差不多就无所适从) $%!&%")!’&

考试录官"中国人首创"时在隋朝文帝时) 为此"西方评

隋文帝为影响世界的一百位伟人之一) 但后来"这种制度在

中国却变得僵化’枯朽了) 清末"干脆将其废除) 战争年代’革

命年代"对干部的专业知识要求不高"因而考试录人不可能复

活) 随着全面建设时期的到来"对干部资质和专业知识的要

求越来越高) 为适应新形势"考试录人重又登场) 这是一个正

确的选择"符合世界潮流) 但是我们现在的干部考试也有不

尽人意之处) 表现之一"文凭水分大"名实不符) 这些年选干

部"往往有硬性规定"学历就是其一) 为了能符合条件"弄个

文凭成了许多人十分迫切的事) 有求就有供) 因有利可图"许

多单位搞干部文凭教育) 因目的在赚钱"对教学本身根本不

用心) 结果单位挣了钱"干部得了文凭"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但教育的本意在这个过程中被玷污了) 文凭有了"可干部本

人的水平’素质并没有提升"这叫什么教育- 表现之二"干部

培训所讲内容陈旧"受益不大) 许多干部多次参加培训"上学

的时间加在一起长得惊人"证书也获了许多"但水平却提高不

多) 这样的培训"效果何在-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笔者提两

点建议) 第一"学历教育应该全部归入国民教育系统"党政系

统不该搞学历教育) 第二"干部培训的内容应该面向世界"面

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过时的陈旧的内容应该淘汰)

四!作为官员"就职时应一律宣誓

孙中山指出+*今日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

根本手续也$) *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盘散沙) 今欲聚此四

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国家"其道为何- 则必从宣誓

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 $%,&%",!,&南京

临时政府成立时"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首先庄严宣誓"

做了表率) 他当时本想要求*文武官吏军士人民"一律宣誓"

表示归顺民国"尽其忠勤$"但许多革命党人不同意"故此举没

能实行) 后来"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 袁世凯对共和制度本来

就不忠诚"不想宣誓) 但孙中山表示"此事*有我之先例在"决

不能稍事迁就$) 最后"袁世凯不得不宣誓*服膺共和"永绝帝

制$) *其后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称帝之举"而以有此宣誓之故"

俾吾人以极大之理由以讨伐之$%,&%",!(&) !%,’年!!月"桂系军阀

被逐出广东"孙中山重回广州任非常大总统) 在接受.字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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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记者采访时"他指出"官员就职宣誓十分重要#$余尚拟行

一新例% 其始不免遭人反对"即凡百官吏于就职"必发誓奉公

守法"不取贿赂%以后有违誓者"必尽法惩治之&% ’!(’"#$%(纵观孙

中山一生"可以看出"他一直认为官员就职宣誓很重要"是必

须要履行的一道程序%

专制时代"官员也经常宣誓"但全是对上的"是向上级作

保证% 孙中山先生说的宣誓与之相反"它是向下的"向那些选

了自己)自己应对之负责的民众作保证% 从这一点上说"这是

一个全新的仪式% 宣誓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应该搞% 长期

坚持官员上任宣誓"有利于对权力实施监督"有利于调动民众

的参政热情% 目前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二% 第一是不够郑重%

强调宣誓仪式郑重"主要是为了使宣誓者铭记自己的誓言"事

后努力去做*同时"也可以增强民众的记忆"使他们根据誓词

去核对官员的作为%第二是宣誓内容过于笼统%宣誓内容过于

笼统"缺少操作性"可办可不办"群众怎样监督+ 宣誓还有什

么意义+ 在这两方面"今后应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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