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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洪秀全的思想在我国史学界研究的已相当多，并且成果丰硕。本文主

要论述他早期的宗教思想，讲述他如何从一个深受中国传统化教育的仕子逐渐转

化为一个敢于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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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王朝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中

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核心内容。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世代深受儒家思想的教化，

而儒家思想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支柱。但自进入近代，随着中国

在战争中的失败，儒家的统治地位也受到威胁并最终垮台。儒家思想的失势使得

众多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思想的依托；中国的战败，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了巨

大的冲击，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并且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想 学说传

入，使他们打开了眼界。这众多的原因，最终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发生了巨

变。  

                         一  

  1814 年洪秀全出生在一个农村的贵绅士族，|从小时候起便接受传统的儒家

思想教育，这也是历来中国文人的道路，期望就像孔圣人所教导的一样“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科举是当时所有士人的共同选择。洪秀全从小就天资聪

慧，学习的成绩也相当不错，所以也期望着能过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但是屡次的

科考失利使其深受打击。这时的洪秀全思想信仰发生极大的转变。  

  洪秀全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儒家教义占着重要的位

置。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荀子已相当完善。儒家核心思想为

“礼”“仁”“中庸”，孔子创立儒教本意是期望恢复周礼，结束当时战乱纷争，

恢复周王朝时期的和平时代，所以针对当时战乱情形提出“礼”“仁”等观念。

但儒家思想经世代延续和传播，到明清时期，已完全被统治者所利用，用来教化

所有仕子，其主要内容要求仕子应严格遵守孔教所宣扬的

“礼”“仁”“智”“信”“义”；仕子应本着儒教的信条，“尊天命”，要以

“仁”为本。“天”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它支配着社会生活和人类的

命运，这其中的“天”自然就是现实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在这样的前提

之下，仕子更应本着“仁”的思想，对上要忠，对人要恕，对长要孝，达到悌，

信，恭，敬，智，俭，良，耻等要求，只有这样才是“仁人”，才能被称为“君

子”。当然在这里，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对上，即对“天”。明清是我国封建制度

的衰落时期，统治者更是加强了对人们思想的钳制，所以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之下，

培养的多是王朝的顺民，洪秀全便是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可以想象

在他二十三岁之前，是完全的顺民。在他的心目中，清帝是唯一所信服的天，他

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能够走上仕途，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

理想，维护心目中的“天子”。   

  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天子的失败，使他的信念动摇，及至科举的再次失利，使



他万念俱灰。可以想象当时的洪秀全，躺在病榻上，一方面是肉体上病痛的折磨，

一方面是信念大厦的完全坍塌，双重的打击使其所接受儒教教义“顺天明德”的

思想理念摇摇欲坠，真是四顾茫茫无处去。就在这时他接触到了梁发的《劝世良

言》，这一全新的基督教思想无异于为他点燃了一束思想的星火。  

                            二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追溯到唐时，但直至 1842 年，在中国的传播都非常

有限。据统计，“ 1842 年，来华的传教士只有 50 多人，而真正在中国本土传

教的近 20 人 ，其中只有 8 人在澳门和广州两地轮流居住。” 传教士所做工作，

一方面为以后的来华传教时铺路，另一方面尽量扩大在华影响，以吸引中国人入

教。梁发，中国早期基督徒中的突出人物。他原是广东的一名雕版工人，1823

年马里逊在广州案例他为伦敦会宣教师，成为中国第一位华人传道人，梁发一生

传道 著作颇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启蒙通俗读物，书中的一半内容，摘

录的是当时的中译本《圣经》部分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

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

最基本的神学内容。梁发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

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上

帝。” 《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文化进行

了抨击。此书使四次落第的洪秀全有了特殊体悟，此时心目中原有的神“天子”

已然垮台，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的神。原有的神无法解除他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痛

苦，基督神则告诉他，“打倒原神，因为它是一切痛苦的制造者，是妖孽；信我

神，即可脱离苦海，让心灵得到救赎，即可到达天堂。” 这无疑是困苦境界中

的洪秀全的一丝亮光。最终他幡然醒悟，决心皈依上帝，并且他相信自己受了上

帝启示，受上帝派遣，前来消除人间妖孽，建立太平天国。他砸了本村孔子牌位，

开始出门传教，加入并改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成为领袖。“拜上帝会”公

开宣称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认同《圣经》，以清除妖邪鬼祟，建立太平天国为

已任。  

  但是洪秀全的这种接受却只是对基督教教义的肤浅理解之下的接受。简单的

理解决定其对教义的无法完全继承发展，同时又因其深受儒家伦理的驯化，所以

当他将基督教教义运用在实践当中，又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想要在人

间建立一个人间天堂，而天堂里的神是谁？是自己。并且这个自己神也将继续统

治这个天堂之国，就如同自己所反对的人间妖孽，这些在以后的实践中一一的表

现出来。所以说洪秀全的思想，它是在推翻了原有的思想结构后用基督教义来重

建的，但他的推翻和重建一样都是一种肤浅的行为，在他的思想深处仍保有儒家

思想的残余，接受的基督教思想由无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仅停留在对基督教仪式

的模仿上，所以，最终洪秀全的所谓思想成为杂糅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一种

奇特混合体。  

  小结：  

洪秀全思想的巨大转变，是其生活的经历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反映出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个人思想的成长牢牢的打上时代的印记，同时代中国

仕人在遭受同样的双重打击之下都有着不同的思想变迁，而他们的思想变化又决

定着他们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洪秀全选择了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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