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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清朝中葉至滅亡這百多年間，經歷了兩次大型漢人反滿族統治

的革命，一是㓋秀全（1814-1864）及楊秀清（1823-1856）等領導的

「太平天國運動」；另一是孫中山（1866-1925）領導的「辛亥革命」。

前者從道光末年經咸豐至同治初年，前後歷時 14載（1851-1864），

最後以失敗告終；後者從「甲午戰爭」後至「武昌起義」，前後歷時

18載（1894-1911），最終成功推翻滿清。本文並不打算分析兩次革

命一成一敗的原因，因為從革命性質、理論基礎、組成分子、及對文

化的態度，已經明顯地知道「洪楊革命」終歸失敗。這裡將重點論述

兩者的歷史意義。 

2. 理論架構 

研究歷史事件，每每分析它的起因、經過、及結果，嚴謹一點

者會細說它的影響。歷史事件的影響可從短期及長期分析，短期分析

乃指事件對下一相關歷史事件發生的作用及影響程度；長期分析則將

視線放遠，把所研究的歷史事件之時間上推及下移，分析它承接那些

事件，及對後來那些事件有影響。稱為歷史的「承先啟後分析」，這

樣便容易對歷史發展有一清晰的脈絡。 

人類為「萬物之靈」，其原因是人懂得求變及創新。人類每代

的繼承者，往往除了承傳前人的思想外，亦會從自己的思維，變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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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與舊觀念相近的新思想，如此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人類才會

超越其他動物領導世界。這種發展過程，在歷史洪流中完全可以發

現。 

研究㓋楊革命與「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我們可從上述兩方

面加以討論。首先，「洪楊革命「是上承清初明末遺民抗清的革命運

動，可說是天地會或白蓮教等民族革命組織的延續，雖然失敗但影響

後來孫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孫中山反清的思潮源自少年時在故鄉聞

「太平天國」遺老講洪、楊故事後生成，足證孫中山革命乃繼承「洪

楊革命」，而且他的革命思想不因「辛亥革命」成功而結束，它還啟

發民初「五四運動」（1919）的發生，以至日後共產革命也延續部分

孫中山的思想。 

其次，如前所述推動㓋楊革命與「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思想

乃一脈相承，然而彼此其後又各自發展一些更能適合時宜的新思維。

天地會或白蓮教革命只揭櫫「民族主義」，以「反清復明」鼓動漢人

驅逐滿人為目的；洪、楊的「太平天國運動」，在民族革命以外，還

加上平均地權、公有財產、及男女平等的社會改革，是在「民生主義」

方面的一大進展；到了孫中山，他在「民族主義」及「民生主義」基

礎上，添加了「民權主義」思想，強調自由、民主、及博愛。所以歷

史學者蕭一山（1902-1978）說：「從歷史上看，天地會是一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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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是二民主義，國民革命是三民主義」。 

3. 洪楊革命之理論 

有清一代，民族革命思潮隨着滿洲人主政開始醞釀及發展，原

因有二：一、滿清以少數民族竟將大明滅掉入主中原，在漢人心中造

成很大的不安，對排滿思潮有着激盪作用；二、滿洲人入關後，實施

高壓政策屠殺漢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事件加深了漢、

滿民族的仇恨。雖然清初漢人的抗清運動均被戕平，但反清意識並沒

有完全絕滅，民間依然存在許多稱為「會黨」或「教黨」的反清組織，

以天地會及白蓮教為代表，它們雖以「反清復明」為聚集口號，實質

乃民族革命運動。 

有指「洪楊革命」只屬一場民變，實因廣西天災糧食歉收，構

成一股對抗政權的力量，其立場並非針對漢人反抗滿清政權而起的革

命。因為太平軍在紫荊山（今廣西省桂平市南靖縣）潛伏時期的一切

宣傳活動，都只有上帝會，絲毫沒有種族意識；起事後，他們所發佈

的文告，凡屬宣傳上帝會的，都是通俗的白話文、凡是涉及種族意識，

都是文言文。白話文是給一般群眾讀的，向群眾只談宗教；文言文是

給士大夫讀的，種族主義只向知識份子宣傳。所以所謂種族主義者，

僅是號召知識份子加入他們陣形的策略（李定一，《中國近代史》）。 

然而洪秀全於金田（今廣西貴港市桂平市）起義前宣揚上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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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文字上雖未直接反清，言論間則予痛詆。當論及時事時慷慨激

昂，恨中國無人，「以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三省，以五萬萬兆之

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虜，誠足為恥為惡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

人之金錢千萬為煙土，收華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

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郭

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由此可見洪秀全在革命前已經存在

排滿思想，他是從社會貧困的環境下領悟出滿洲人統治的無能，而牽

起種族抗爭之理念。 

其次，太平軍起義不久，許多天地會會員與武裝部隊都來參加。

天地會首領洪大全（1823-1852）率領全部部隊投靠，勢力大盛，而

且洪大全更成為「太平天國」開國的重要領導人物（李旭飛，《洪楊

革命與國父革命之比較研究》）。縱使如李定一所言，太平軍提出種

族意識只是作為興軍理由，洪、楊在本質上並不是種族主義者屬正確，

但起義後太平軍的本質已經滲透了天地會「反清復明」的排滿意識，

因此不可不承認「太平天國運動」是一場民族革命運動。而且蕭一山

也說：「洪秀全早年出身於天地會……他的民族革命思想……都是由天

地會而來，他是一個繼承者」（蕭一山，《清代通史》）。 

「洪楊革命」繼承天地會排滿反清之思想外，經濟方面還孕育

出平均地權及共有資產的理念。清自乾隆年初，人口開始迅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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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741至 1841年的百年間，人口從 1.43億增加至 4.13億，增加約

3倍；耕地面積則從 1766年的 7.41百萬頃減至 1823年的 7.38百萬

頃，在此情況下，土地不足以分配，土地不能與人口同時增加，百姓

若無別種生活方法則日貧，貧者則由借債而至賣田，於是助成商賈富

豪的兼併，漸至土地集中於少數富豪地主之手，造成貧富懸殊、失業

等現象（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 

自嘉慶（1796-1820）以來，從英國輸入之鴉片大增，導致白

銀大量外流，造成「銀貴錢賤」。一般百姓的生計日見艱難：因為民

間收支多以錢計，而完糧和交易、工資的償付，全以錢節銀，使用銅

錢交付變相使收入減少。時人吳嘉賓（1803-1864）上喻的《銀錢並

用議》說：「銀每兩值錢二千，傭一年工，只易五兩銀，傭值歲不過

十千」（黃大受，《中國近代史上冊》）。按每人每年至少吃米 3石，

當時平均米價每石約 10兩 8石計（朱伯康 施正康，《中國經濟史下

冊》），傭工 1年在食米方面的支出已經佔收入的 75%。 

洪、楊鑒於社會貧富不均及百姓生活艱苦等民生問題嚴重，當

太平軍定都天京（今江蘇省南京）後，便公佈「天朝田畝制度」，重

要者有三：一、土地公有，依人口平均分配，辦法是將田的肥沃程度

分為九等，按每家人口多寡，不分男女將沃與瘠的田平均分配；二、

餘糧餘財歸公，由公家支配運用，方法是凡收成時，每家除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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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物外，餘數全歸國庫，天下人人不存私產，大家處處平均，百姓就

能飽暖；三、施行徵兵制，百姓由國家負責供養，每家出一人為兵，

遇戰爭時首領統率之為兵，無事則為農，其餘鰥寡孤獨廢疾者免役，

皆頒國庫以養，如一家有婚娶彌月喜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這是

一個公有共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如能貫徹執行，實能打破

當時的不平等社會。 

有謂洪、楊革命始終沒有全盤實行過上述所有措施，至少土地

依人口平均分配一事，徒為紙上的空文，因為太平軍所佔領的只有各

都會城鎮，縱使有些鄉區地方，也在他們的政令管轄之下，但當軍事

擾攘之時，人民心理對太平軍尚懷反感，這制度實無施行的可能（李

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但無論如何，這些政令背後的

理念是針對時弊而生，況且清初「反清復明」之士以至天地會革命份

子，都缺乏這種注重民生的變革，即使沒有實行，但它對日後孫中山

革命理論的影響是有一定作用。 

4. 辛亥革命之理論 

「辛亥革命」是孫中山革命運動中一場關鍵性的起義行動，由

於這場起義行動成功，促成了孫中山推翻滿清政權的整個民族革命運

動之成功。因此本文以「辛亥革命」一詞來表示孫中山整個革命運動。

據孫中山所說，他立志顛覆滿清政權是在中法越南戰爭（188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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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以他投身革命運動起算，應以 1894 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組織

興中會為合。 

無庸質疑孫中山民族革命思想乃源自洪、楊：孫中山年幼家貧，

髻齡時即在家中助理農作，常聞鄉人談論洪、楊故事，即以「洪秀全

第二」自許（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並認為洪秀全

起自布衣，驅逐異族，故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因而深慕其人（李旭飛，

《洪楊革命與國父革命之比較研究》）。莊政先生也說：「他從老兵

的談話中，探本尋源，對明清兩代之間遞嬗的史實了解甚深，是時在

腦海裡蘊育了排滿興漢的種籽」（莊政，《國父生平與志業》）。從

興中會的入會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便可知孫

中山的革命觀，由開始已經具有民族主義精神，而這種民族革命思想

而且是承襲自「洪楊革命」而來。 

特別指出的，是孫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並非獨指推翻滿洲人統

治，它還包括針對當時西方殖民國家對中國經濟壓迫所提出的抵禦外

侮、爭取恢復在領土上行使完整主權，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理想，這

是後來「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口號的根源。 

至於民生方面，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兩大

主旨，它的內容包含中國傳統經濟觀及西方經濟思想：中國歷來有「重

農貴粟」的精神，所謂重農，是指耕田的人都能得到耕地，而不致「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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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立錐」，所以要限制土地，不致集中於少數人手裡，「限田」及「分

家析產」制度便悠然產生（羅香林，《中國民族史》），這一觀念與

孫中山的「平均」理論互相呼應；節制資本是以限制私人資本，發達

國家資本兩大原則來發展實業，增加生產，謀取分配平均，提高國民

物質生活，建立全民衣食住行育樂並進之安和樂利大同社會，這又與

西方源於 18世紀的社會主義所提出的公有、平等原則如出一轍。 

孫中山民生主義揉合中、西思想一爐而共冶，它不是孫中山於

革命開始時便生成，是他在 1896 年第一次起義失敗流亡倫敦，經倫

敦蒙難脫險後，每天到大英博物館看書，研究革命方略和理論所發展

出來。從 1905 年同盟會入會誓言包含平均地權足可證明，縱然關於

民生的革命思想並非直接繼承「洪楊革命」「天朝田畝制度」，但是

民生主義的「平均」及「博愛」觀念與「天朝田畝制度」的均田及平

等理想不謀而合，故稱得上是「洪楊革命」理論的繼承者。 

中國自秦朝（221 BC-207 BC）以來，實行君主集權制，它有別

於西周（1046 BC-771 BC）封建時期的分權制度，皇帝擁有至高無常

權力，平民百姓對政府的施政沒有參與權，因此漸漸走上了專制政體。

及至滿洲人統治，初期實行高壓政策，在種族問題上採用分化及隔離

手段使其降服；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661-1796）

對外擴張，隨著彊域擴大，腐敗政治逐漸侵蝕清帝國，然而君主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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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有增無減。19 世紀下半期，清帝國飽受西方列國欺壓至國土險

被瓜分，有識之士倡導變革圖強卻被專制政權所壓制。 

其時在歐洲的另一方，從 17、18 世紀已經出現主權在民、讚

美自由，批評專制、甚至主張可用武力推翻腐敗的民主理念。英國光

榮革命（1688）、美國獨立運動（1776）、及法國大革命（1789）等

民權革命就是在這樣環境下產生。孫中山吸收了這些民主思想，放在

他的革命理論中，這些是早年反清革命人士，包括天地會及太平軍所

沒有。孫中山是中國推動民權思想的首創者，也是使中國實現民主政

體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思想開啟後來民初的社會運動及後期的共產革命。

20世紀中國的歷史，是一部改革與革命的歷史，「五四新文化運動」

以「科學」（理性） 和「民主」（人權） 為整個運動的題旨（連浩

鋈，《改革開放的歷程》），它與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不是沒有關聯的。

用理性來思考正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形成的關鍵，他針對中國當時

身處之環境，參考西方先進理論，溶合中國固有文化，提出改革社會、

政治、及經濟，完全乃透過理性分析而得者；人權更是孫中山民權主

義的內涵；而且在五四學生運動中，學生們在罷課及遊行時高舉的「外

爭國權」口號，與孫中山民族學說反帝國主義論精神一致，因此這場

新文化運動實在是孫中山學說之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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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觀鼓勵了很多亞洲殖民地走上反帝國

主義的道路，20 世紀初是「亞洲覺醒的時代」，「辛亥革命」就是

這個「覺醒」中開始的第一次。越南、印尼、和其後的土耳其、印度

等都被中國革命所鼓舞。不但如此，就算毛澤東的共產革命，都視孫

中山「辛亥革命」為其起點。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新民主主義」

建國理論，指「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之前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共取得政權前的這一

段時期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上述指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

是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足證中共的革命與孫中山的革命是一脈相承。

2016 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紀念大會上，其講話中也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革命事業

「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5. 洪楊與孫中山兩革命之意義 

「革命」是要推翻建制、打破條框，以達到建構嶄新制度、樹

立新範式之目的；「改革」是在維謢建制的大前提下，力求建制更趨

完善。（連浩鋈，《改革開放的歷程》）。由於革命予人激進感覺，

因此革命者需要在革命之餘還應增添針對現實的制度改革方案，以爭

取社會大眾支持。「洪楊革命」及「辛亥革命」的領導者都有這種動

機，洪、楊的民族及民生改革思想；孫中山的民族、民生及民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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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明證。其實民族思想是社會變革；民生思想是經濟變革；民權思

想是政治變革。洪、楊的民族思想繼承清初天地會革命思想，再增添

民生思想，革命雖然失敗，但精神流傳下來，至孫中山承接，再添上

民權思想，雖然革命成功，部分民族思想得以實現，但民生及民權兩

改革尚未得到充分落實，所以有後來的「五四運動」及共產革命。上

述承傳過程，除可看到「洪楊革命」及「辛亥革命」的承先啟後作用，

還可看到每次革命思想都在完善及強化，這就是推動人類文明的過程，

亦是兩場革命的歷史意義。 

6. 結論 

歷史事件每有其因果關係，事件與事件之間總會有關聯，而且

彼此的關聯又凸顯出個別事件的重要性。本文嘗試用承先啟後方法分

析歷史事件的意義，就是在這種特點下設想的，藉此希望能對歷史事

件有更深層之研討。而且亦希望日後能夠將「承先啟後分析」法應用

到其它歷史事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