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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論學與志節的思想在中小學教育的應用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彭立忠 

 

一、前言 

五十年代以後生長在台灣的人，可說是都曾接受過孫中山先生思想啟迪的一

代，中山先生的思想有一段長時期被融入到中小學的課程與教學中。筆者如今將

屆知天命的階段，從事教職二十年有餘，回首大學時參加社團、研究所碩博士班

的訓練與畢業後執教的工作，一直都與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有關，接到這次大會以

「中山人文思想融入中小學教育」為範疇的徵題，自忖個人長期領受中山先生思

想的薰陶，若要回答個人在中小學時所印象最深的影響是什麼？這時腦海中不由

得浮現教科書中提過孫中山小時候曾對私塾先生徒事要求記誦古文不加解說的

作法勇於質疑，而且年歲稍長竟然為破除村民迷信，而將村中奉祀的北極殿神明

泥塑像予以破壞，可見其勇於反抗權威，破除固陋迷信，有過人之處。 

隨著中小學教科書對於國父孫中山與總統蔣中正先後繼志承烈的革命事業

介紹，我們的國文課本中出現不少孫中山與蔣中正先生的嘉言或演講，「立志做

大事，不要做大官」1就是筆者國中課本中引自孫中山先生的言論，當時猶自對

政治事物懵懂，授課先生為引發學習興趣，還特意質疑「要做大事，必須先要居

其位；所以，要做大事，先得做大官。」不記得當年我們是如何和老師爭辯孰者

為是？可是細數自己的求學與治事，不能不承認自己還是深受中山先生的影響，

因此，擬以〈中山先生論學與志節的思想在中小學教育的應用〉為題，做一耙梳。 
有關孫中山生平事蹟的整理，吳相湘先生所著《孫逸仙先生傳》是筆者比較

信服的版本；至於專門探討孫中山治學的方法，張篤勤先生所著《孫中山的治學

方法》一書，一方面按其生平行誼，羅列其求學過程與治學心得，另一方面則蒐

羅孫中山的藏書書目，透過考察孫中山的讀書來追溯孫先生的思想理論源流，對

於增進認識孫中山的學說甚有幫助。本文的撰寫除了參考上面典籍，主要以孫中

山的演講與談話記錄為範圍（《國父全集》第二冊），搜尋整理孫先生有關論學與

志節的言論重點，希望能在今後的中小學教育中，提供教師鼓勵學生立志求學的

一種典範。由於台灣的政治歷經解嚴與政黨輪替，教科書中早已不興偉人崇拜，

對於單一政黨的主義、政綱、政治立場等，更不容在教室中宣講，以免有違行政

中立。因此，本文在取捨孫中山先生的言論時，會省略及避開有關宣講主義與黨

務的內容，而以超越黨派的共和民主價值觀，以及立志、求學與治學的方法態度，

作為選材論述的依據。 
本文的架構分成幾個部分，首先探討人生為何要求學？求學的目的何在？就

孫中山而言，人生的求學可分個人與群體兩方面，較多的場合他是從群體方面設

                                                 
1 該篇原題為〈學生要立志做大事不可做大官〉，為民國十二年底對廣州嶺南大學學生的演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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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並勉勵國人求學當先立志，立志要以服務人群促進和平為要。在個人治學方

面，本文整理出幾個項目，分別是：無畏與不盲從權威的治學態度，讀書要能別

出心裁與隨緣體悟，孫中山的博學與敏學，中山先生教學的方法，中山先生教育

觀念的前瞻性。再者，分別是中山先生對中國知識份子的反省、中山先生對教育

工作者的期勉，最後檢討孫中山生平實踐對我們治學的啟示。 
 

二、中山先生如何論學（群體教育方面）？ 

（一）教育的目的在啟迪兩性平權的獨立人格 

論學當從重視教育做起。孫中山論學則可從個人治學與群體教育兩方面分別

舉證，此處先以群體教育來設論。民國成立以來，萬種事業皆由此時發起舉辦，

凡為中華民國的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權，然而最重要者為國民的人格。中國人

民久受專制的束縛，國民喪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復其人格，第一件須從教育始。

「中國女子雖有二萬萬，惟於教育一道，向來多不注意，故有學問者甚少。處於

今日，自應以提倡女子教育為最要之事。⋯⋯教育既興，然後男女可望平權；女

界平權，然後可成此共和民國。」2所以民國的政府最重要的責任是辦好教育，

促進人民享有平等自由之權，恢復國民獨立自主的人格，而人格的獨立首先要重

視兩性平權的教育。 
為了重視女性與男性平權，受教育與參政權的平等是極重要的一步，民初以

來的政治動蕩了十餘年，孫中山最後以廣東省為基地進行北伐，在此革命的根據

地上，廣東省不僅設立有女子師範學校，廣東省的省議會，也有女性的議員，誠

可謂領導風氣之先。但是孫中山表示：「近來外國女子爭參政權，不知道費了多

少能力，犧牲了多少心血，還有許多國家爭不到手。中國革命之後，不要女子來

爭，便給予參政權，議會之中設立女議員。但是一般女子，都不熱心這種參政權，

就是做議員的女子，沒有做很久，便心灰意懶，不繼續去奮鬥。廣東都是這樣，

別省更可想而知。」3正因為一般人民對於民主共和缺乏認識，未經深刻的奮鬥

就取得參政的權力，結果不懂得珍惜，讓前清遺留下來的武人官僚假效忠共和之

名，行破壞民國之實。因此，孫中山一再闡釋民主共和與帝制專制的差別，或以

公司經營比喻國家經營，或以共同家產來喚起民國主人的關心。他說：「現在的

中華民國，就是大家的家產，大家都是這個家產的主人。如果做師長的女子都不

明白理家事，這個家產的前途便沒有希望，⋯⋯」4由於當時發表演講的背景是

對廣東女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所以孫中山以女子要理好家產來比喻女性不能放棄

作國家主人的責任。今日教育早已普及，婦女參政已不是難事，唯部分婦女參政

者仍未能感受到真正的被尊重，遂不時有提出「柔性佐國」、「柔性的政治力量」

                                                 
2 〈女子教育之重要〉（1912）。 
3 〈女子要明白三民主義〉（1924）。 
4 〈女子要明白三民主義〉（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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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求，可見百年前孫中山的呼籲，今日國人仍然受用。 
 

（二）習文明的學問，盡改良的天職 

由群體教育論學習，孫中山一方面強調學問是立國的根本，5另一方面則強

調中國國民受教育的天職是促進世界的和平。他認為：「蓋學問為立國根本，東

西文明，皆由學問購來。⋯⋯世界進化，隨學問為轉移。」6而新世紀的學問不

同於過去物競天擇的殘酷，而是要以文明互助為宗旨，中國在生存競爭的過程中

雖曾受列強不合理的對待，但是中國人要立志習文明的學問，盡改良的天職。他

表示：「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說；一時影響所及，

各國都以優勝劣敗，弱肉強食，為立國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理。此種學說，

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從前生

存競爭之學說，在今日學問過渡時代，已不能適用，將次打消，何謂過渡時代？

蓋由野蠻學問而進於文明學問也。諸君今日於學問一途，尚當改良宗旨，著眼於

文明，使中國學問，與歐美並駕。則政治、實業，自有天然之進化。將來中華民

國庶可與世界各國，同享和平。」7 
無可否認的，孫中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民族主義是以和平、平等

為標竿的。早在民國元年，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就在於追求世界和平，他說：「中

華民國成立之後，凡中華民國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何謂天職？即是促進世

界的和平；此促進世界的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前途之目的。⋯⋯又凡政治、法律、

風俗、民智、種種之事業，均須改良進步，始能與世界各國競爭。凡此種種之改

良進步，均是中華民國國民之責任。」8這種追求和平、平等的民族思想，在歷

經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摧殘民國之餘，晚年他在闡揚三民主義時猶不忘濟弱扶傾、

王道和平與世界大同的理想。 
 

三、中山先生勉人當如何立志？ 

做學問要先立志，尤其要有「己立立人，己達達人」的宏願。孫先生曾在東

京勉勵留學生說：「學問志願，兩種并行；有學問而無志願，不徒無益，而反有

害。諸君志願，須求大家之利益，辦大家之事業，不必計較私人之利害。究竟大

家享幸福，大家得利益，則我一人之幸福之利益，自然包括其中。此之謂人道主

                                                 
5 關於立國的根本，孫中山先生在不同場合則有不同的強調，有以鐵路為立國根本，有以學問為

立國根本，有以軍警為立國之根本，不一而足。實因中國當時百廢待舉，交通、國防、國民素質

等都極欠缺，所以情急之下，每一樣都成了立國根本，不過，若要論使國家發展與長治久安，教

育還是首要之道。 
6〈求建設之學問，為全國人民負責任〉（1912）。 
7〈求建設之學問，為全國人民負責任〉（1912）。 
8 〈中國人之天職在促進世界和平〉〈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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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社會主義。」9有關勉勵學生立志，孫中山特別強調道德的重要性，民國十

三年孫先生在嶺南大學的一場紀念黃花岡烈士的演講中表示：「我們今天來紀念

他們，便應該學他們的志氣，更加擴充，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為世界來服

務。」他進一步闡釋道：「古時候極有聰明能幹的人，多是用他的聰明能力，去

欺負無聰明能力的人，所以由此便造成專制和各種不平等的階級。現在文明進化

的人類，覺悟起來，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力的人，應該

要替眾人來服務。⋯⋯諸君今晚來紀念七十二烈士，要知道不是空空的來紀念，

要學他們的志氣，尤其要學他們的道德觀念。諸君要學他們的道德觀念，是從什

麼地方學起呢？簡直的說，就是要從學問上去學起。⋯⋯愛惜光陰，發憤讀書，

研究為人類服務的各種學問。有了學問之後，便要立志，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

務，像七十二烈士一樣，雖至犧牲生命，亦所不惜。」10八十餘年後的我們現代

人比較自我中心，動輒以服務犧牲來要求自我，好像是強人所難。但是請比較人

類文明的進展，我們究竟希望生活在一個爾虞我詐，充滿爭鬥的社會，還是希望

生活在一個相互信任尊重，急難相互扶持的社會？如果人人期待生活在一個有尊

嚴、有安全、有信任的社會，那麼孫中山所提倡的立志為人服務的人生觀就是我

們教育的宗旨與實踐，它絕不是一個過時的教條口號！ 
 

（一）立志要以做大事為重 

民國十二年的廣東省號稱有三千萬人口，廣東省的大學數目不多，以美國人

辦理的嶺南大學首屈一指，孫中山對於這些在名校唸書的青年朋友們特別期待，

勉勵他們應當惜福，應當感念其他成千上萬失學青年也應當有受高等教育的權

利，這是現代知識份子應當有的同理心，因此孫先生期勉青年求學首應立志。「我

今天希望諸君的，不是那種舊思想的立志，是比那入學中舉點翰林做大官的志還

要更大。中國幾千年以來，有志的人本不少，但是他們那種立志的舊思想，專注

發達個人，為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不相合。近代人類立志的思想，是

注重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11又說：「我讀古今中外的歷史，知道世界極

有名的人，不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力的人，

後來並不知名的；有極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簡單的說，古今人

物之名望的高大，不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

能夠成功，便能夠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立志，是要做大事，不可要做大官。」
12 
其實，早在民國五年於杭州督署歡迎會的演講上，孫中山即已闡釋做大事與

                                                 
9 〈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力學問〉（1913）。 
10 〈世界道德之新潮流〉（1924）。 
 
11 〈學生要立志做大事不可做大官〉（1923）。 
12 〈學生要立志做大事不可做大官〉（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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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之大小無關。他說：「大凡事業成功之大小，與地位之大小無關。⋯⋯人苟

有正確之志趣，地位雖小，未嘗無大事業之成功。」13按這段話發表的時代背景

是孫中山於杭州督署歡迎會中闡釋交通建設的重要，何以民國元年孫氏願意讓位

於袁世凱，自請督辦發展全國鐵路，實因孫先生認為建設國家不必居功，但可勇

於任事，擇人所未能見，眾人所必賴之行業，先為承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孫中山一生的志業——領導革命，其目的在求建立自

由、平等、均富的共和國，他曾說：「蓋共和國與專制國不同，專制國是專靠皇

帝，皇帝賢，則可苟安；如不賢，則全國蒙禍。但共和則專恃民力，使吾民能人

人始終負責，則共和目的，無不可達。若吾民不知負責，無論政府官吏如何善良，

真正之共和，亦必不能實現。是知共和國之民，應希望自己，不應希望政府官吏

也。」14所以民國建立，若要捍衛共和，必須讓人民感受到共和的好處，願意維

護共和的制度，但是民國成立以來，兩度帝制復辟，軍閥禍國變亂相仍，主要原

因則在於：「民國雖成立了十年，一般人民並未瞭解共和是個什麼東西，他們自

視也不是國民，乃是遺民，他們正待真命天子出現，預備好作太平臣子百姓哩！」
15這段話語今日讀來彷彿並不久遠，殊不見民國已然九十餘年，今日台灣媒體對

於政治人物的稱謂猶是駙馬、公主相稱，單位中對於機關首長的「敬稱」猶是以

「大家長」為之，即便是民選的地方行政官，對於被稱作「大家長」也是怡然自

得，並無反省糾正之意。可見我們民主的政治文化猶未得根深柢固。 
 

（二）立志的方向與堅持 

立志做大事不可求速成、求倖進。孫中山表示：「不過我們讀書的時候，必

須用自己的本能做去才好。什麼是本能呢？就是自己喜歡要做的事；就自己喜歡

所做的事，徹底做去，以求最後的成功，中途不要喜新厭舊，見異思遷，那便是

立志。」16我們綜合這兩段引文，豈不可見孫中山很早就有多元價值、尊重個性

自主、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思想，不寧唯是，孫先生表示：「無論是那一門科學，

像文學、理化學、農學，只要是自己性之所近，便拿那一門來反覆研究。把其餘

關係於那一門的科學，也去過細參考。借用他們的道理和方法，來幫助那一門科

學的發展，徹底考察，以求一個成功的結果。」這段提示，正好是當前學術界強

調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與大學通識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作法啊。
由於學生要立志做大事該篇演講原文甚長，當年國中國文課本限於篇幅節錄，編

者所取部分未有這些內容，一般學習者也不會去從《國父全集》中索考全文的觀

點，從而忽略了孫先生演講時舉例的生動精彩處。 
關於立志，要合乎國情。孫中山先生觀察到長久以來中國的留學生存在的問

                                                 
13 〈道路為建設著手之第一端〉（1916）。 
14 〈地方自治為社會進步之基礎〉（1916）。 
15 〈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1921）；〈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1921）。 
 
16 〈學生要立志做大事不可做大官〉（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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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些人到了國外以學習新事物為已足，或是自己在觀念行為上被外國同化，

心中存在看不起自己母國同胞的落後，或是無法以同理心將國外的富強文明引入

中國，使自己廣大的同胞同受其惠。他們之中，有的人學成之後無法適應中國的

社會，重新回到國外或是繼續研究學問，也有的人眼高手低一事無成。所以孫中

山表示：「但是諸君學美國，切不可像從前的美國留學生，只要自己變成美國人，

不管國家；必須利用美國的學問，把中國化成美國。⋯⋯」這裡當然不是指事事

唯美是從，把全國人民都改造成美國人那般模樣，而是指要有志氣將中國改造成

一個富強文明康樂平等的新國家，因此，孫先生總結到：「我們要好，須要全國

的人大眾都好，只要把國家變成富強，是世界上的頭等國，那麼，我們面色雖然

是黃的，走到外國，自己承認是中國人，還不失為頭等國民的尊榮。」17 
 

四、孫中山的治學觀（個人教育方面） 

（一）無畏與不盲從權威的治學態度 

無畏與不盲從權威，這是每個人求學做事很重要的一種態度。孫中山以親身

的體驗告訴國人：「余以為人人心理中，這一怕字，當先除去，然後才有可為。

蓋事事存一怕字觀念，則無事能行，而建設之業，必永無進步。」18我們一般人

在求學做事中的「怕」有兩個層次，一為求知的層次，一為實踐的層次。求知的

怕，使我們畏難於學習艱深的學科；實踐的怕，使我們只會空想妄言，而不曾身

體力行。以上這段話原本出自民國元年孫先生對上海報界公會演講，鼓吹建設國

家雖千難萬難，只要人心樂觀、勇猛進取，則合眾人之力，內憂外患終不足懼。

蓋我國以農立國久矣，國民性素偏重保守，知識份子長於慮患，卻短於行動，所

以孫先生在後來進一步演繹「知難行易」學說，期能力矯時弊。今日我們對青年

朋友實施教育，當注重其挫折的承受能力，鼓勵他（她）們勇於嘗試、勇於承擔，

先除去自己心中的「怕」字，才能開創自我光明的前程。 
服從權威本有其正面的意義，服從權威太過也會有其負面的影響，尤其是在

缺乏思辨反省的能力下對權威的盲從，危害尤烈。孫中山曾說：「⋯⋯考求外國

之政治者，不可徒讀外國之古書，尤不可徒震於外國博士之名，遂謂其說無以難

之也。」這段話原本出於民國初年，孫中山先生主張借款以修築鐵路，期以十年

修築二十萬里鐵路（按：此處係指華里，折合為十萬公里），結果招致報紙時論

的懷疑，並引美國學者億黎博士所著之經濟學為根據而相詰難，孫中山因而有此

答覆，並反對盲目援引外國成說，忽略中外國情之差別。19不僅我們對於外國學

者的權威，要以事實作根據去檢證，對於中國古聖先賢的權威，或是時人名流的

觀念，也都不必盲從，儘可以開放的心胸接納各種觀點的對話，務期以生活中的

                                                 
17 〈學生要立志做大事不可做大官〉（1923）。 
18〈政見之表示〉（1912）。 
19〈修築全國鐵路乃中華民國存亡之大問題〉（1912）。 



 143

經驗事實做材料，一一通過檢證，再來信服不遲。 
 

（二）讀書要能別出心裁與隨緣體悟 

孫中山因為好學深思，見聞廣博，因此治學常有新的體悟，「知難行易」即

是他別出心裁的體悟。有關知難行易的道理，孫先生曾發表演講，更詳為整理條

目論證出為專著《孫文學說》。而在演說版的「知難行易」裡固然提到不少求知

的理由與例證，其對於知識份子「好讀書不求甚解」、「述而不作」、「坐而論道」，

將古人的言行、文字，死讀死記，一再僵化的又注又疏，不敢懷疑、不敢創新，

則視為是影響中國社會兩千年來停滯不進的重要原因。20 
論者或謂孫中山所以敢勇於開創，自作新解，大概由於其天縱英姿，求學時

期一帆風順，成績傲人，21其實未必如此，孫中山自己則表示他有段隨緣體悟的

過程，而透過學習歷史知識幫助他掌握不同的問題，裨益則甚大。他表示：「僕

乃奔走海外，從事研究，雖厄於語文之隔閡，而熟察其事事物物，運之以自動之

靈悟，輒覺心運神悟，恍然有得。繼讀其歷史掌故，與夫學者研究所得之著作，

乃知平生主張，頗合於西洋治國安民之大經，⋯⋯我亦嘗效村學生隨口唱過四書

五經者數年，以後忘其大半。但念欲改格政治，必先知歷史；欲明歷史，必通文

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歷史讀之，居然通矣。」22所以今日的中小學教育，不

論學生的才性傾向如何，自然、人文、社會各科如何分流，歷史教育與研究方法

的訓練皆不應偏廢，總是愈早啟蒙愈好。 
 

（三）孫中山的博學與敏學 

跟隨孫中山多年，曾負責記錄先生三民主義演講稿的黃季陸先生曾講述一則

親身經歷的故事。當時為一九二三年冬天，他從加拿大都朗杜城（多倫多，

Toronto）動身返國之際，有位朋友自美國紐約寄給他兩本新書，一本是羅吉爾

和威勞貝合著的《戰後歐洲新憲法》，另一本是羅吉爾和麥克本合著的《近代政

治問題》。據說該兩本書是書店剛上架新售的搶鮮貨，黃季陸坐在當時從美加到

中國最快的交通工具（輪船）上，一路無事，大體將這兩本書讀了一遍，自忖二

十多天後抵達廣州，可以向朋儕誇耀自己的博學與新潮。當他順利抵穗，面見孫

中山先生時，蒙中山先生垂問：「你剛從外國回來，最近外國有什麼新書出版？」

他當下即將上述兩本新書的名字說出來，孫先生又問：「書中的內容如何？」這

                                                 
20〈知難行易〉（1921）演講。 
21 我們今日如果到香港大學或香港博物館參觀，會看到有關孫中山當年在西醫書院習醫的成績

複本，張篤勤在其《孫中山的治學方法》一書中也細數先生求學時的成績表現，分別名列第三或

第一（兩次），不過，同班通過人數則分別只有十三人、九人，最後只有五人。如今我們很難想

像該校的學習水平，究竟是淘汰過於嚴苛，還是學習過於寬鬆？但是該校為香港大學的前身，以

當時國人普遍的教育水平來看，孫中山的學習表現無疑是相當突出的。 
22〈中華民國之意義〉（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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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黃季陸的內心一陣狂喜，猶如投考的學生遇著事先預備好的考題一般興奮，

忙不迭的將書中大意就自己的理解說出，對於某些地方還特別發揮自我的看法。

孫先生一直一聲不響地傾聽，讓黃季陸滔滔不絕的講了半小時後，才從書櫃中取

出一本紅封面的書，書名正是羅吉爾和麥克本合著的《近代政治問題》，黃季陸

從先生手中接過來細看，發現書中早已用紅藍鉛筆畫了許多橫線，有些地方打著

問號，在有的書頁上方，還發現不少的圈和叉等記號。顯示孫中山已經很用心的

讀過這本書了。 
我們可以想見這時黃季陸的心中是何等的尷尬與不自在，先前的自信滿滿轉

成驚奇與不安，這時孫先生帶著慈祥的微笑化解黃季陸班門弄斧的窘境，孫先生

勉勵他說：「讀書要多讀新出版的名著，這樣才能淵博，才能吸收新知。閱讀專

著也很要緊，這樣學問才有系統。你現在已經在做事了，更要抽出時間來讀書，

不然便追不上時代。一個人追不上時代便會變作一個落伍者。你還年輕，要好好

用功。」23我們由孫先生與黃季陸的這段互動，可以看出孫先生為人的謙和寬厚，

對於治學方法的分享、終身學習的示範，盡在身教之中。或許有人會懷疑孫先生

日理萬機，革命奮鬥的事業不如意者十常八九，又如何有時間、有心情唸得下這

許多書呢？的確，孫先生也不自我掩飾，他曾在一次對廣州嶺南學堂的演講中提

到：「凡國強弱，以學生程度為差（別）。僕從前以致力革命，無暇向學讀書。行

醫日只一兩時，而事革命者，實七八時，而學業遂荒。沿至於今，歲不我與。今

見學生，令人健羨；益見非學問無以建設也。」24因此，孫先生不曾自誇炫學，

而是努力把握零碎時間學習，並對於從事實務工作之後，讀書時間有限而感到有

所遺憾，但是，孫先生必然是轉以開放的心態學習新事物，藉著與他人的互動從

中擷取有用的觀點，以補足自己無暇專注於書本的缺憾。 
 

（四）中山先生教學的方法 

孫中山有其獨到的治學心得，也有獨到的教學方法。孫先生並非學院式的治

學講授，他是以奮鬥的親身經驗結合理論驗證，而發以動人的言論激勵人心士

氣。現代人少有機會聆聽孫中山先生演講的實況，很難想像他怎能辦到以廣東腔

的國語來遊說不同省籍、不同教育程度的聽眾。此處引一段他對黨員同志的教

育，可以看出孫先生對於教學的觀念溝通與啟發，是有正確的方法的。他說：「我

黨主義，乃合各個人所期望而集成者，乃企圖人人發財，非企圖損人利己而發財

者也。⋯⋯今我黨人若能日日出而講演主義，其有不入者，則考其有何故障？今

定於每兩星期，來此學習一次。而此兩星期，須將做過之工夫，報告於我。由下

一星期起，訂一種問題，互相研究，以便答聽者之問話，蒐集材料。⋯⋯」25這

雖是一篇教導黨員宣傳主義的實做訓練，我們為人師者面對學生，為引發其學習

                                                 
23 摘引自張篤勤，《孫中山的治學方法》，1998，台北：新視野，頁 212-213。 
24 〈非學問無以建設〉（1912）。 
25 〈黨員應協同軍隊來奮鬥〉（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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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能不先導引起自覺的產生問題意識嗎？當學生有了問題意識，猶如產生了

學習動機，這時教師或源源不絕的供給以材料，或教導學生分辨材料的真偽實用

性，不斷以問題交相辯難，與學生相與討論釐清盲點，最後豈不達到教學相長的

境界？學生也才能由此得到自主學習的實用能力。 
提到宣講知識，孫中山是很有自信的，他自承：「兄弟年少時，好奇居鄉，

嘗以數月之力，教五六萬鄉人，知地圓之理，講民權亦然。」我們可能會懷疑孫

先生有無誇大吹噓，以民國初年的交通聯繫不便，孫先生是如何做到和五六萬鄉

人辯難地圓之道理呢？若以三個月為期，朝夕不停的宣講，每天少不得也要有五

六百人的聽眾才行。但孫先生似乎頗能掌握宣傳溝通之理，他說：「人智盡同，

天與我以良知，學問有深淺，是非之心，則人皆有之。」26由是證明孫中山與人

溝通時是以聽眾的教育程度、聽眾的同理心為判準；即便是說教，也應避免輕視

我慢的態度，讓受教者難以接受。在同一篇演說中，他表示中國鄉民素有尊重讀

書人的傳統，他說：「三家村塾究，略讀幾句書，一村皆樂聞其言，⋯⋯」且「我

國人之特性，在能受美言，」言說者要能導之以情，論之以理，則受教者易為心

悅誠服。 
 

（五）中山先生教育觀念的前瞻性 

今天我們的教育在「教改」旗幟下，強調多元價值、個性自主、以學習者為

主體，殊不知，孫中山很早就強調多元價值、個性自主，以及學習者為主體的觀

念。他在闡釋「做大事」的定義時：「大概的說，無論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

徹底做成功，便是大事。」「⋯⋯諸君現在學校求學，無論是那一門科學，像文

學、理化學、農學，只要是自己性之所近，便拿那一門來反覆研究。把其餘關係

於那一門的科學，也去過細參考。借用他們的道理和方法，來幫助那一門科學的

發展，徹底考察，以求一個成功的結果。」為了證明做大事的價值，以及適合學

習者個人的才性，孫中山以法國人柏斯多（Louis Pasteur ，今譯作巴斯德）研究

微生物的貢獻，以英國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研究螞蟻、昆蟲的發現，推
論出宇宙間進化的道理，歸結到「所以由考察微生物得來的道理是大事，由玩螞

蟻得來的道理，也是大事。」27今日我們的教育雖然鼓吹多元價值、行行出狀元，

但是我們為人師、為人父母的一代，仍不免於世俗的價值觀來責成我們的子弟；

學院裡雖然鼓吹通識教育、科際整合，但是專業科目的優先思維下，辦教育的人

還是習慣用單一價值觀來衡量各學科的學術表現與貢獻，因此，真正的多元社

會，應該是能夠包容與尊重一切肯真心實意將一件事情從頭徹底做成功的人，而

我們的社會距此標準仍有待努力。 
 

                                                 
26 〈自治制度為建設之礎石〉（1916）。 
27 〈學生要立志做大事不可做大官〉（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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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山先生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反省 

中國知識界向來有種急功近利與知識傲慢的劣根性，孫中山先生曾批評道：

「且專制時代，一般士子求學之心思，皆以利權為目的；及目的達到，由是用其

智識，剝害民權，助桀為虐。是學問反為賊民賊國之根由，此兄弟從前之所痛恨

最切者！」28故而孫中山特別提倡學生要注重社會道德，他表示：「從前慣習，

往往學生自命為學校之主人翁；鄙意以為此等思想，只宜於專制時代。皇帝為全

國之大主人翁，壓制平民，學生在學校學成之後，輔助君王，欺辱平民，雖不能

為大主人翁，亦可為小主人翁。今則不然。現值政體改更，過渡時代，須國民群

策群力，以圖振興；振興之基礎，全在於國民知識之發達。學界中人，當知所負

責任之重，今日在校為學生，異日即政治上之工人，社會上之公僕，與專制時代

學生之思想，大不相同。」29「現在欲維持中華民國，必人人負建設之責任。建

設事業，必須學問，實所賴於學生諸君！諸君在此留學，須要認真研究學問，不

可同從前留學生一樣。從前的留學生，大概分為兩派：其一派鑑於祖國之危亡，

異族之憑陵，廢棄學業，奔走革命；其又一派，既不能與革命諸志士一致進行，

又不能研究實學，只想弄一個方法，混一紙文憑，以誇耀鄉里。」30 
有道是：「破壞容易，建設難」，又有：「馬上可得天下，不可以馬上治天下」，

所以推翻滿清建立民國不易，改造人心建設民國更難。對於知識份子的教育也是

如此，我們可以設立新學校，引進新的教師、教法與教材，但是我們很難改變知

識份子急功近利與知識傲慢的劣根性，為此孫中山曾比較革命與建國除了同樣需

要犧牲的精神，建國更加需要專注有恆的毅力。他說：「破壞之事業，並不甚難，

只要持極端的犧牲主義，堅忍做去，即能收效。⋯⋯建設事業，不僅要與破壞時

代持同一之犧牲主義，並且要一絕大學問。欲求此種建設的學問，必須假以時期，

或十年，或六七年之苦心研究，方能應用。」31因此，孫中山要反覆到學界演講，

期盼青年學子有高尚的道德與服務的志向，還要有堅強的毅力，將來進入社會改

良民風時，才能承受得住誘惑。 
撫今思昔，重溫中山先生在民國元年的勉勵，我們竟然發現今日的知識界猶

未能革除專制時代的積弊，黨同伐異者有之，壟斷價值論述者有之，率爾謗詈橫

加異己以污名標籤者有之，以知識作為晉身之階曲為當權者辯護者有之，各類怪

現象不一而足，簡直罄竹難書。教育界的朋友欲憑課堂上的言教身教，實難力挽

狂瀾，只得退求其次，抱道守中，期作中流砥柱。 
 

六、中山先生對教育工作者的期勉 

                                                 
28 〈求建設之學問，為全國人民負責任〉（1912）。 
29 〈學生應主張社會道德〉（1912）。 
30 〈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力學問〉（1913）。 
31 〈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力學問〉（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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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的責任 

「惟必有學識，方可擔任教育；蓋學生之學識，恆視教師以為進退，故教師

之責任甚大。」32推翻專制政府，猶如在道途上披荊斬棘，而教育民眾，建設國

家，猶如工程興建的架梁砌石，前者為革命家的責任，後者為教育家的責任。而

教育家的責任如何？孫中山先生表示：「肩責之道若何？無他，勉求學問，琢磨

道德，以引進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強之，苦者樂之而已。物競爭存之義，已成

舊說。今則人類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33 
民權發達的時代，人人負國民責任，人人負政治責任，所以，國民應接受公

民教育，瞭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基本素養。然而，台灣過去長達三十八

年的戒嚴統治，在威權統治時期，教育的內涵難免以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為主軸，

雖說三民主義的目標與理想極為高尚，但是，國民黨的實踐則良窳不齊，以致台

灣的民主政治流於黨派政治、族群政治，尚難以歐美人權政治、政黨輪替的尺度

來比擬之。今日我們若重新檢視孫中山〈教育家宜倡民志〉（1921）的內容，其
中固然倡導「教育者乃引導人群進化者也。然能令人群進化最速者果何力乎？則

政治的力量是也。政治是促人群進化之唯一工具，故教育家當為政治的教育家。」

對於政治的力量，孫中山在民國元年即曾表示：「政治之勢力，可為大善，亦能

為大惡，吾國人民之艱苦，皆不良之政治為之。」34民國以來，由於專制積習未

除，武人軍閥壓制民權，許多教育家畏懼當道而不敢違其意，一般留學生也以不

談政治為清高，使得人民不能懂政治，更缺乏對政治上大是大非的鑑賞力，民權

被削奪而不以為意。此孫中山再三鼓吹「教育家須談政治理政治，引導人民談政

治」的原因，務期能夠使全國國民同心協力改良政治，國家才能進於富強。 
當年孫中山鼓勵教育家談政治，係以其所著《建國方略》之大要遊說知識份

子支持，並未以強權壓制知識份子信服其學說，而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提倡三民

主義，對於中山先生的思想有僵化崇拜的毛病，影響所及，解嚴之後甚至政黨初

次輪替，中山先生的建國宏規早已被束諸高閣，罕有聞問；學術界擔心被政黨標

籤污名化，也少有承擔解惑傳道的志業。更有甚者，一般知識份子對於近年來的

政治針貶早已缺乏興趣，任由媒體名嘴與政客惡鬥耗竭社會的是非心與信任感。

教育界的朋友處此夾縫中，若要在課堂中談論政治、臧否時事，很容易受到不同

政治立場的學生、家長，以致媒體的圍剿，教育當局為了避免困擾，甚至也曾行

文學校，要求課程若是無關政治領域的社會科學，希望教師能嚴守中立，避免於

課堂中批評政治。即便如此，我們還是不時發現有中小學社會學科的老師會在課

堂中或考試命題時誤觸禁區，有時也會耳聞少數具有特定政治偏好的老師，狂熱

的將自己的政治信念強加諸於學生的學習內容中。這時，老師合理的處置方式不

是如何明哲保身，而是應當思索課堂中該如何以民主的態度與方法來溝通知識？

                                                 
32 〈女子教育之重要〉（1912）。 
33 〈非學問無以建設〉（1912）。 
34 〈非學問無以建設〉（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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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的理論與民主現實的實踐都是可以講授，也是可以懷疑、討論，可以

反思與批判的，重要的是不可強調老師就等同於權威，而應以平等的、真誠的態

度溝通，讓學生真正感受到民主的價值與風範。 
 

（二）施教的方法 

1.啟發學習興趣 

孫中山生平喜好讀書，所治學問甚雜，因此他的秘書邵元沖好奇的請教他：

「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律諸籍，皆篤嗜無倦，畢

竟以何者為專致？」先生答：「余無所謂專也。」邵元沖再問：「然則先生所治者

究為何種學問耶？」先生答：「於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切學術，有可以

助余革命之智識及能力者，余皆用以為研究之原料，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
35孫中山平日喜談革命，這是大家都習以為常的事，他對於革命的定義不同於西

方學者的界定，這是學者在討論「孫學」思想不可不察的事，此處孫中山表示治

學無書不窺，顯示其興趣至廣，不預存門戶之見。36我們今日教導學生在中小學

階段要養成喜歡親近知識的興趣，要主動學習，孫中山的好學無疑是一個好的榜

樣。曾經有人批評台灣的中學教育讓學生「學而有限，讀而不樂」，這是因為高

中與大學階段的升學教育窄門，讓許多學生成天沈浸在考試與各家版本的書堆

中，難以享受為興趣而讀書的樂趣，或是無法感受到為解決問題而求知的成就

感。所以，今後教育的方法當在啟發學習者的問題意識，並能運用手邊的工具書

與資源尋求建立解決問題的思辨邏輯，而不在強調閱讀的版本與記誦的精準。 
2.與學生平等溝通 

至於教師講學要尊重學生，以平等的態度和學生溝通，為此，孫中山則引進

member一詞，刻意翻譯作「伙計」，以表現平等、親切之意。37當時「伙計」一

詞可能為廣東下層人士所通用，顯得不夠雅馴，所以日後常用的稱謂似乎是「同

志」、「同胞」，但是，今日「同志」一詞已另有專屬意涵，社會團體中輒習以「伙

伴」一詞來表示平等、親切。個人認為言語文字皆思維的載體，師生之間以平等

                                                 
35 〈治學雜談〉（1919）。 
36 根據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書目錄，1897 年前出版的書目共有 106種，從學科分類看：政治 8種，

經濟 6種，社會 8種，軍事 5種，法律 7種，哲學 2種，文學 11種，傳記 5種，宗教 3種，歷

史 26種，鐵道 5種，天文地理 6種，醫學 2種，其他 2種。由此可見其治學興趣的廣博。引自

段雲章，《放眼世界的孫中山》，1996，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112。再從孫中山對讀書內容

的選擇上分類，百科全書、年鑑有 28種；政治，附法律、軍事，有 484種；經濟，附鐵路，274

種；社會 203種；哲學，附心理學、宗教學，有 54種；科技，附醫學、體育，109種；天文地

理，附地圖，55種；歷史 116種；語文，附傳記，有 170種；期刊 62種。可見孫中山學習的偏

好，依次為政治、經濟、社會與歷史。引自張篤勤，《孫中山的治學方法》，1998，台北：新視野，

頁 300。 
37 〈求學在立志救國〉（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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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彙相稱，未必會有平等的師生關係；以不平等的語彙相稱，則必定無平等的

師生關係可期。但是，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既不是僵化的等級關係，也不是僵化的

伙伴關係，昔人有言：「師嚴而後道尊」，若不分場合、不論受教者的年齡，老師

與學生之間過分談平等，那麼教育的效果可能會出差錯；反之，老師若固守威儀，

造成師生間存在嚴重疏離，也就不符合教育的宗旨。所以，處於民主時代要用民

主的語彙，但更重要的是，老師要用真誠的態度傳授知識與道德，學生才會在春

風化雨中培養民主的信念與實踐。 
3.以同理心施教 

對於如何指導學生學習近代知識，孫中山雖然沒有直接說理舉證，但是，民

國八年在上海與戴季陶的一段對話，說明知識份子該用什麼態度與方法和工人階

級溝通，倒是很可以借鑑的。那次的談話背景是，孫中山認為中國人一般對於政

治問題、社會問題缺乏認識，由於歷年來政治上紛爭太過厲害，人們對於生活中

實實在在的民生問題，更無人重視，因此要如何做指導社會的工夫呢？孫中山作

了一個馴馬的比喻，他說：「我們在這個時候，既然立了一個主意，要做指導社

會的工夫，最要緊的，就是不好先拿我們的知識，整個的放上去，以為這件事，

我已經明白了，他為什麼不明白？兩次說不明白，便生了氣，這是不行的。⋯⋯

要教訓群眾、指導群眾，或者是教訓指導知識很低的人，最要緊要替他們打算，

不好一味拿自己做標本。這樣的去做工夫，方才有趣味，方才得到研究的益處，

方才能夠感化多數的人。你看教馬的人，他怎樣能夠把馬教會的，就是他在教馬

的時候，他自己的意識已經先變了馬，他不是先要馬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先要自

己懂得馬的意思。⋯⋯所以我們如果要指導多數人，是先要把自己的知識學問收

藏起來，處處去順他的性，來誘起他的自覺，然後得來的結果，方能夠圓滿；然

後我們指導社會的目的，方能夠達到。」38這番話講得很淺白，今日中小學老師

在面對這批半大不小的學生時，不能說學生們沒有知識、知識甚低，誰曉得學生

們在課外會沾染到何種習性？然而當老師要循循善誘時，如何讓自己收藏起自己

的知識學問，與學生縮短心理距離，尋求以共同的語言溝通共識，的確是重要的

不二法門。 
 

七、結語：孫中山生平實踐對我們治學的啟示 

知識份子的責任是澄清政治，建立良善政府。我們為什麼需要有良善的政府

呢？孫中山表示：「國家的責任，是設立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人民的文明

進步，在人民的自身本來可以做得到。不過有了政府，加以提倡和輔助的工夫，

進步得更快。」「如果有了良政府，社會的文明便有進步，便進步得很快。若是

有了不良政府，社會的文明，便進步得很慢，便沒有進步。」39為了達到這個目

的，孫中山曾經舉港、澳、新加坡（當時為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的吏治淳良，

                                                 
38〈與戴季陶關於社會問題之談話〉（1919）。 
39 〈國民以人格救國〉（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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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安居樂業為例，期勉中國的政治要向這些海外華人地區學習。40我們現在若

比較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 2005 年 158個國家地區「貪
腐感知指數」(Corruption Perceptive Index)的排名，將會看到新加坡為第 5名，香
港為第 15名。而英國為第 11名，德國、美國、法國分居第 16、17、18名；中
華民國（台灣）居第 32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居第 78名。41我們當會感嘆孫中山

當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力」這句話的深意。 
回顧民國初年，專制帝制雖然推翻，但不旋踵繼起以軍閥無數之小皇帝，人

民乍除順民的外衣，卻無法承擔起公民的責任，因此，孫中山要全力鼓吹人民承

擔起建設的責任。他表示：「我中華民國謀完全建設之方法，全賴我四萬萬同胞

組成一個完全國家，故我等民權愈大，而責任亦隨之而愈重。我同胞若自己放棄

責任，不擔國事，則民國是造不成功矣。」42如今民國成立幾近百年，人民的權

利（與權力）在政治解嚴後因為強調權利意識而侈談責任義務，認為那是在為既

得利益的政黨服務，極不可取，結果解嚴不久發生政黨輪替，人民原本期待一掃

黑金政治的餘孽，卻在六年的盼望中沈淪。解嚴以來，台灣不夠成熟的民主文化，

被少數政客綁架，動輒以族群政治的操作割裂社會團結，導致民意一再被玩弄，

使得台灣社會對於公共議題缺乏討論的空間，各種屬於政治、法律、道德、人權

的議題都得先在政黨認同的顏色表態下定位，影響所及，民氣渙散的情況欲振乏

力。43到底以選舉操作為主的民主進程，走到如今這步田地，我們的教育要如何

宣講傳承民主信念、運作方式？又當如何鼓吹公民的責任意識，建立尊重包容的

公民社會？ 
這是我輩教育工作者不容推諉迴避的課題，孫中山對於教育工作者的勉勵，

於今更值得我們重溫學習。面對台灣當下各政黨黨同伐異現象至為嚴重，政治人

物缺乏道德誠信，以下徵引一段孫中山對政黨發達的期許，願為教育工作者所推

廣宣傳：「凡一政黨欲求發達求長久，必須黨員明白黨義，遵守黨德，不可用欺

騙手段逸出範圍之外。大家一勝一敗，均屬心滿意足，絕無怨尤。縱有失敗，必

須退而自反。政策之不能施行，必思有以改良之；手段之不合國民要求，必思有

                                                 
40 〈革命思想的產生〉（1923）。 
41參見國際政治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5 年貪腐感知調查報告，

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05 
42 〈努力為國〉（1913）。 
43 以中華民國行憲以來首次由立法院提案罷免總統的事件為例，今（95）年六月二十七日在立

法院的表決雖未能過關，但是以陳總統女婿、副秘書長、機要等連串身邊人士涉及以權謀私的醜

聞，讓民進黨黨內同志及政治立場相親的學者們都無法自我說服，於是在七月間民進黨召集全國

代表大會開議前後，一群昔日盟友的學界人士連續發表了聲明籲請陳總統主動辭職下台。 
我們發現這波被媒體定位作「泛綠」學者的聲明，其實和其他主張總統下台的團體或個人在訴求

上並無不同，但是，社會上對此議題的回應早已被切割成條條塊塊，成為各自在自己的場子上造

勢的話題，而無法凝聚成一致的行動。尤其是，當中正紀念堂的廣場上迄今仍有教授、學者以「民

主夜市」之名表達聲討理念，有學生以「民國維新」之名進行絕食抗爭，整個社會的回應卻是出

奇的冷漠，不復當年「野百合學運」聲勢的盛大與持久，此中所反映的民主教育問題，值得吾人

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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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變更之，務使有得勝之一日。」44若果能做到如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44〈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為人民謀樂利〉（1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