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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翠亨村帝象聆洪杨



檀香山孙文慕基督

早在 2500 多年前，炎黄子孙曾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使中

华文化发出了空前的灿烂光辉。1000 多年前，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不但带来了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而且产生了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文学勃兴。李白杜甫的诗要比莎士比亚早好几百年，至今

谁也没有能够写出比李杜更高明的诗，不论中国诗也好，外国诗

也好。

然而，在本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中国却沦为世界穷国，平

均国民收入甚至比不上某些非洲国家，其根源何在哉?

中国为何苦难重重? 这个问题不但我们当代人在考虑，其实，

早在十九世纪，洪秀全先生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他的结论是罪在

异族统治者的满洲皇朝。

当初明皇朝迁都北京乃不失为英明之举，它说明朱棣看出中华

之主要危险来自北方，建都北京是作重点防御也。

明代，北京曾来了洋人利玛窦等，带着西方的天文学来到中

华，备受青睐，而朝中大官也有徐光启等，接受西学，甚至翻译几

何学介绍给国人。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宦官郑和，在福建造了许多海船，几次

三番地远航印度洋，把中华文化传送到了如今的印尼，马来西亚，

甚至到达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其时，中华之光辉多么值得骄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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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农民首领李自成和张献忠，利用朝廷之腐败和天灾

之危害，大举反旗。本来，不平则鸣，造反有理，无可指责。不

过，最后人们总得看效果来给分。李张何许人也。鲁迅先生曾特别

评论张献忠道: “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

树林丛中死掉了。”那末，李是否高明些呢? 李自成内战内行，势

如破竹地杀败明军，英雄地进入北京城，逼死了崇祯皇帝。然而，

忽然来了满洲兵。于是，外战外行，溃不成军，逃到湖北荒山中做

和尚去也。大好江山落入异族之手。

本来，江山并未有姓，能者得之。大汉主义是要不得的。关键

要看统治者是否实行民族歧视。满洲皇朝把汉人列为二等公民，甚

至公开宣布“大清天下，宁赠外邦，不予家奴。”家奴就是指汉人。

曾国藩李鸿章之流，以高官为荣，甘为家奴，协助满洲皇朝，剿灭

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推翻满洲皇朝的试验虽以失败告终，但却留下了反清

种子。其最有成果者就是孙中山先生。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中山

这两个字本来是日本名字，为了躲避清廷的特务，先生有一次在日

本住旅馆时曾以中山樵为名，从此人们就以孙中山三字称呼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 1905 年成立同盟会的盟誓中明确地规定 “驱除

挞虏，恢复中华”。挞虏就是指满洲皇朝， “恢复中华”说明中华

的地位丧失，需要恢复。

1866 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

贫穷的农民家庭。中山先生的父亲孙达成，母杨氏，生兄弟姐妹六

人。长兄名帝眉，二哥三岁亡，三姐亦于六岁早夭，四姐妙茜，先

生排行第五，乳名帝象，学名文，六妹秋绮。当时一家八口，佃得

二亩半地来耕种。父亲晚上还给村中打更，来维持一家生活。

广西和广东是洪杨的发祥地，太平天国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

传诵。孙中山小时候最爱听父辈们讲述洪杨故事。当听到洪杨胜利

之时，他就眉飞色舞，喜不自胜; 当听到洪杨失败之时，则疾首蹙

额，无限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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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小视这种民族冲动，它时常是造反或革命的促媒。举

一个例子说，何香凝女士曾这样写道: “我那时虽只有 25 岁，但因

自小在家里惯常听到外婆家的亲戚谈及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的故

事。我外婆家的亲戚以前曾与太平天国的人做过采买，脑子里总算

灌输过一些革命思想，我们听说要进行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革命

道理，心里十分同情。及后我和仲恺又再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

示我们想参加革命，愿效微力，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在日本留学生中

物色有志之士。方声洞、林觉民等就在这时和我相识。我是广东

人，那时候还不懂普通话，我和他们那些外籍同志都是用笔谈的。

但我们同样都是青年，有共同的理想和志愿———推翻清廷，建立富

强繁荣的祖国。”

鲁迅先生就很厌恶吹捧 “康熙英明” “乾隆盛世”的文人硕

士。同样地，孙中山先生对汉族同胞在异族统治之下所表现的麻木

思想感到十分沮丧。他不惜花费笔墨，作长篇论述，来唤醒人民的

民族魂。他写道: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依我

的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已经失去了，这是很明白的。并且不只

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的书里头简

直是看不出民族主义来，只看见对于满洲的歌功颂德。什么 “深仁

厚泽”，什么 “食毛践土”，从没有人敢说满洲是什么东西。近年

革命思想发生之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文人学士的，天天来替满

洲说话。硬说满洲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洲受过

了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满洲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

接替，可说是易朝，不是亡国。然则从前做过中国税务司的英国人

赫德，他也曾受过了中国的户部尚书的官衔，比如赫德来灭中国，

做中国皇帝，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不是亡国呢?

会党在满清康熙时候最盛。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

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

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被满洲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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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以后，明朝遗民逐渐消灭，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

的人，觉得大事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

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澈

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们刚结合成种种会党的时候，

康熙就开博学鸿词科，把明朝有知识学问的人几乎都网罗到满洲政

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

把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

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这种团体的分子，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

的人，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有真知灼见。

当满清入关的时候，人数是很少的，总数不过十万人。拿十万

人怎么能够征服数万万人呢? 因为那时中国人大多数不讲民族主

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不在乎。所以史可法虽然想反对满

人，但是赞成他的人数太少，还是不能抵抗满人。那个时候，汉人

不但不反对满人，甚至要投入旗下，归化于满人，所以有所谓汉

军旗。

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当洪

秀全起义之时，洪门会党多来相应，民族主义就复兴起来。须注

意: 洪门不是洪秀全而得此称; 当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 ( 康熙时

有人奉朱洪祝起义) 而得此称谓。洪秀全失败以后，民族主义更流

传到军人，流传到游民。那时的军队如湘军淮军多属会党。明朝遗

老宣传民族主义到下层社会里头，但是下流社会的知识太幼稚，不

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人所利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那个

左宗棠。

左宗棠带了许多湘军淮军去征新疆，但这些兵士却不听他的指

挥而听大龙头的指挥。他的幕客说: “如果要维持这些军队，便要

请大帅也去做大龙头。大帅如果不肯做大龙头，我们就动不了。”

左宗棠想不出别的方法，便采纳了幕客的主张，也开山堂做起大龙

头来，把那些会党都收为部下。左宗棠做了大龙头之后，知道了其

中的详情，就把马头破坏了，会党的各机关都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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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上顶强盛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如果中国被英国征

服。如果中国人入英国籍或美国籍，帮助英国或美国来打破中国，

试问我们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 如果我们的良心不安，便是因为

有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能够令我们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义就

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

当时，梁启超曾攻击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复仇主义，胡说:

“复仇则必须出于暴动革命，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

干涉乃起。故倡言革命，小之自取灭亡，大之灭亡中国。”孙中山

驳斥曰: “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

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

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们当初灭汉人的时候，

攻破城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

为此。惟有他们来阻害我们，那我们就全力惩治。”

再说，孙达成为了摆脱家庭经济困境不得不派长子孙眉到檀香

山去闯世界。孙眉刻苦耐劳，省吃俭用，不多几年就积累资金办起

了一个农牧场。1878 年 6 月，孙中山也前赴檀香山依靠他哥哥。他

在那里进了埃奥兰尼中学。校长是英国人韦礼斯主教。这是一个基

督教学校。校长人格高尚，循循善诱。孙文逐日渐饱受宗教与道德

之熏陶，卒下决心要受洗为基督徒。校长不即许，谓必先得父兄之

同意，方能行之。孙文乃写信给哥哥，略谓现已寻得真道，决心洗

礼为基督徒云云。他哥哥大怒，立刻报告父亲。孙达成得书后也不

禁大怒，即去信召孙文回国。先生迫于严命，不得不辍学离校含泪

东归矣。

孙中山回家后甚为苦闷，就时常找一些小朋友来给他们讲故

事。有一位叫陆天祥的小朋友曾回忆道: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家

后，我们这群小孩很喜欢和他接近。听他讲述些异域风光，我们甚

觉有趣。他又编造一套为我们最爱玩的“走兵马”游戏。中山先生

当时已是青年，但仍很天真，他要当我们的指挥官，把我们这群小

孩编成两队，一些做兵，一些做贼。我们也乐于听他分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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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兵捉贼，贼围兵，互相追逐，谁捉得多，谁便是胜利者。他教

我们把“贼人”当作 “满洲仔”。追逐时，在村中各条街巷乱跑，

大声喊叫: “捉满洲仔呀，捉满洲仔呀。村中父老听了很惊慌。有

的正在洗澡，立即拉着毛巾出来喝止我们。但我们玩得兴高采烈，

那里还顾得这么多。每天晚上，必定玩到大汗淋漓才走回家去。”

孙中山在家没有呆多久，终于得到父亲同意去香港继续求学。

他在香港遇到了美国传教士喜嘉理 ( C·R·Hager) 。后者作了如

下的回忆:

1883 年秋冬之交，余与先生初次谋面，声容笑貌，宛然一十

七八岁之学生。余职在布道，与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

问，先生答云: “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余询其

故，则曰: “待时耳，在己固无不可也。”嗣后数月，果受洗奉教。

余亲身其事，其受礼之地，在香港旧设之华人学堂中，仪不繁重，

而将来之中华民国临时第一大总统，于是受圣礼皈救道矣。自是以

后，先生移居该学堂之二层楼。余则居于第三层楼，与先生常往

返，甚爱重之。

先生既束身信道，即热心为基督作证。未几，其友二人，为所

感动，亦虚心奉教。夫居今日宗教自由之世，而言皈依基督，固不

足奇。当日情势迥异，明认基督者殊不多见。盖明认基督者，人咸

耻与为伍，以故人人咸有戒心。然先生热心毅力，竟能化导其友

人，使不得不出于信仰之途，其魄力之宏，感人之深，可略见其端

倪焉。彼侨居海外之七百万华人，皆表同情于其排满之主张，非无

因也。即彼同教之信徒，虽受外界之牵制，不能显助其运动，然而

已心相印矣。呜呼，中国能自专制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政体，非其感

动力之伟大，庸有济乎。

当时，孙中山先生认为，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其为人民服务之

最佳途径或者是当传教士，或者是当医生。他觉得他更合适于做医

生。于是喜嘉理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广州博济医院院长美国人约

翰·寇尔，且为说项减轻其学费。先生在那里学了二年多，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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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雅丽氏医学院，乃转入该院，并成为其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医

学院的教务长是英国人康德黎 ( Cantlie) 博士，也就是日后拯救孙

中山先生生命的恩人。孙中山入该院时改名为孙逸仙。所以外国人

迄今称他为孙逸仙而不叫他孙中山。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引导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的第一个

层次是排满思想，第二个更重要得多的层次则为基督教思想。关于

前者，中国读者都能理解，但对于后者，人们却很少考虑到。因

此，不妨引用中国神学家远志明的话来加以阐明。他说: “世界历

史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和世界不宁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只

是一种现象，它有人类属灵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

承认人人都有罪。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

之上，而没有超越于任何个人，政党，或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

化和心理的基础，那么，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基督教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必然联系不仅是理论的，也是现实

的。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地被创造，每个人可以直接与神相通。中

国文化恰恰相反，它对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坚信不疑。所以中国人

对己自求，对人苛求，向上仰求。其中尤以向上追求和信赖全能人

格的带领这一点，作为政治，其害尤深。”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为民主而斗争。然而迄今为

止，人们只把民主理念作为最高准则，似乎并不怎么考虑民主理念

的源头和根据，更没有考虑如何把握这源头和根据。我们还不了解

西方民主精神和基督精神的一致性，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民主也

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以信仰作基础的深层文化结构。”

韦伯斯特大字典的创始人诺厄·韦伯斯特更断言: “《圣经》

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书。我们的公民应当及早明白，纯正共和

主义的真正源泉是《圣经》，尤其是《新约全书》，或是基督教。”

孙中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

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

文之道; 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基督，于人则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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