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思想對辛亥革命的影響   

 李權牧師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領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其目的乃在推翻君主專制的滿清，以建立

民主共和的民國；該運動先後經過了十數次的失敗，志士仁人，前仆後繼，卒於辛亥（一

九一一）武昌起義一役，獲得初步的成功，這就是歷史上所謂的「辛亥革命」。人謂這次

革命，所表現的那種為理想、為真道而拋頭頭顱、灑熱血的捨生的精神，簡直就是基督教

犧牲精神的表現，這確是可信的。耶穌說：「殺身體不能殺靈魂的，不要怕他們」（太十：

28），耶穌基督降世，一生為理想、為真道而努力奮鬥，以致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

這種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其在積極方面影響於後世歷史之大，實在難以描述，

豈只是這次的革命運動而已？ 

不過，單以這次的革命運動來說，基督教思想對它的影響，確是有其蜘絲馬跡可尋

的，其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國民革命運動的領導人孫中山先生就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

英人林百克（Paul Lineblerger）曾替他寫了一本「孫逸仙傳記」，裡面就揭露了這一點，我

們不但可以因此知道中山先生一生的宗教生活，而且還可以知道，他的宗教生活是與他所

領導的革命運動，有著很密切的關係的。根據記載，他十四歲那年，便隨他的哥哥德彰到

檀香山去，先後入埃蘭尼書院（Joani College）及阿湖書院（Qahu College）接受基督教學

校教育，深受基督教思想的薰陶，其兄以其切慕耶穌之道，恐他入教，於是著他回國逕返

翠亨村，那時他年十八歲。返歸故里後，他破壞了當地的神像，也即是破壞了多神迷信與

偶像崇拜，他的這種頗具革命性的舉動不但激怒了鄉民，也激怒了他的父親，他於是迫得

離開家鄉，轉到香港去，入皇仁書院肆業，林百克對他這次破壞神像舉動，曾說過這樣的

話：「他學得他已屬於耶穌的更新更好的生命，他也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分子，這神像的

碎木，和鄉民反對的聲浪，為甚麼緣故？因為他們不懂得耶穌生死的道理。」也就在這一

年，他認識了香港公理會喜嘉理（或譚希加）牧師（C. R. Hager），並在他手裡正式受洗。

三年後，他已二十一歲，返廣州入美國教會所辦的博濟醫院習醫，次年又轉入香港西醫書

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五年半後以優異成績畢業（一八九二），

時年二十七歲。卒業後，繼續懸壺濟世於澳門、廣州，來往於香港，本著基督的信仰與精

神，來進行他的革命大業。 

又當中山先生三十一歲（一八九六）那一年，他為了進行革命運動，曾經有一次自

美洲至倫敦，被駐英公使龔照瑗引誘到使館，並秘密地把他囚禁起來，預備解回國。他在

被囚期間，就憑著堅強的信心，誠懇的禱告，最後得上帝的幫助，假手他的老師康德黎

（James Cantlie）而得脫於難，這就是所謂「倫敦蒙難」的事件，經過情形，曾記述在他

親筆寫給香港道濟會堂區鳳墀長老的一封信裡，信裡面敘述他怎樣「痛心懺悔，懇切禱告」，

怎樣一連六七日夜，不斷祈禱，愈祈愈切，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不期然

而然，自云此祈禱月應，蒙神施恩」，又怎樣由於上帝施恩，感動洋役允傳消息於外，最



   
 

孫中山手書的中國同盟會綱領。

後在信末說：「弟遭大故，如蕩子還家，亡羊復獲，

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幸賜教言，俾

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由此可

見中山先生在患難之中，其信仰之堅，感恩之誠，

實在感人；而這「從神道而入治道」一語，更可以

看出他是以耶穌救世之心，來從事救國的大業的。

雅各書說：「沒有行為的信心是死的」，又說：「信

心因著行為纔得完全」。從中山先生的生平行誼看，

他的革命運動，正是他的這種信心與行為的表現。 

其次，我們又可以更進一步地來看三民主義

與基督教思想之間，究竟有多大的關聯。正如大家

所知道的，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

主義的合稱，是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國的理想。中山

先生曾講過他的主義集合中外思想的結晶體，他說：

「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持主義，有因襲吾國之固有

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說事蹟者，有吾所獨見而

創獲者。」黨國元老梁寒操先生曾對中山先生的主

義加以深切的研究，認為三民主義的基本思想，第

一就是中國傳統的孔孟學說，第二是基督教義，第

三是近代科學思想。所說甚有見地，且亦合乎事實。我們若通觀三民主義的內容，裡面確

是充滿基督教所主張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基督教信仰上帝是天父，是人類的大父

親，我們人類都是祂的兒女，彼此間就是兄弟姊妹一家的愛的關係，其中沒有階級貴賤之

分，沒有膚色種族之別，大家在天父面前，都是一律平等和自由的，本著這樣的信念來看

三民主義，則所謂民族主義，其中的主張：（一） 是民族獨立，即原則上是以一個民族成

立一個國家，不受思族的統治；（二）是民族平等，即對內是國內各民族自求解放，在政

治上、法律上、經濟上、教育上一律平等；對外是要世界各民族一律平等，並主張聯合弱

小，共同奮鬥，扶濟傾危，伸張公道，最後走上人類平等，世界大同的地步；（三）是民

族同化，即各民族基於平等自願的原則，彼此在血統上，文化上交融合；（四）是民族自

決，是一個民族對內對外的主張和行動，基於民族平等的原則，均有自主之權。這樣民族

自由平等的思想，是與聖經裡面有關以色列民族之要求獨立自由的精神相符合的；所謂民

權主義，就是政權屬於人民全體的民主政治，故民權主義的精神重點，仍在：（一）自由

平等，自由的基本原則是「不妨礙他人自由」，而平等是指立足點相同的「真平等」，即各

人站在同一水平綫上，根據各人的天賦聰明才力去自由發展。故民權是自由平等的基礎及

實現自由平等的手段，而自由平等也便是民權的目的；這與基督教裡面，人人在上帝面前

都是平等的意思也是一樣；（二）服務。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曾鄭重地說過：「人

人應以服務為目的，不當以奪取為目的」，他根據基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思想，



   
 

主張「聰明才力愈大者，當盡其能力為千萬人服務，聰明才力略小者，當盡其能力以服十

百人之務，至於全無聰明才力者，亦當盡一已之能力，以服一人之務。」沒有真正服務精

神的民權，到頭來還是空談的口號而已。這又是與基督教所著重的服務精神相一致的。最

後所謂民生主義，目的是要解決民生的問題，它是以仁愛為核心，以養民為目的。其所採

用的方法，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所謂平均地權，是指土地公有，亦地權與人民共有，

漲價歸公，由國民共享之意。而所謂節制資本，是指限制資本私有，而非限制資本本身的

發展。採用這種方法的本意是一面設法增加生產以求富，一面合理分配財富以求均，由此

而達到民生樂利的大同社會，如是而已。這與基督教的財產觀念與土地分享的主張，也是

很接近的。總之從整個三民主義的主張與要旨來說，其中確是充滿基督教的自由、平等、

博愛思想與精神的。 

林百克在傳記中說：「中山雖然不大談論宗教，但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為心

的耶穌主義者，他是個全人類都是弟兄的耶穌主義者」。一點不錯，他確是那樣的一個人，

他深受耶穌的教訓與精神的感染，故在日常行為間，常常表現出這種精神來。他常喜歡以

「博愛」二字及「天下為公」四字來寫給他的同志，就是最顯明的例子。他又體驗到耶穌

救世的精神是用和平宣傳福音，藉行為見證基督的方法，而不是採用武力報復的方法，故

當他臨終的時候，最後勉勵同志的一句話，乃是：「和平、奮鬥、救中國。」中山先生可

謂一位言行一致，坐言起行的基督徒，故他的革命運動之所以充滿著基督教的自由、平等、

博愛思想與犧牲、服務精神，其實是很自然的，也是有其必然的。 

 

摘自：《中華基督教會會訊》第 293 期（1981 年 10 月），第 3-4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