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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 孫中山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

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

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

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1925 年 3 月 12 日，享年 59 歲的孫中山(1866-1925)先生病逝。這篇短短 150 字的國事遺囑，

讓我們深深感受到孫中山對國家民族的牽掛——在生命的盡頭，仍然惦記著自己國家的未

來。很多人說，孫中山的革命之路是在壇香山萌芽，在香港孕育。讓我們先從壇香山開

始，看看孫中山的故事。 

 

孫中山在 1866 年出生，那是清朝同治五年，那時候的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

孫中山從小就是一個志氣不凡的少年，看到同鄉的房屋被霸佔，他敢大聲反駁官兵；看到

姐姐痛苦地被裹小足，他敢直言反駁不合理；看到鄉民迂腐迷信，他敢砸破神像。 

 

當時，很多華人都會離鄉到海外工作，孫中山的哥哥便去了夏威夷的壇香山工作。奮鬥數

年後已在當地闖出名堂，不僅成為領班，還開了店舖。哥哥事業有成後，便托同鄉接弟弟

孫中山到壇香山跟隨自己學習做生意。13 歲的孫中山爽快答應。他聽說外國在很多方面都

比較先進，早已渴望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正好趁這次機會去見識見識。 

 

孫中山到了壇香山，哥哥安排他到自己開設的店舖學習記帳。聰明的孫中山，一下子便學

會了，但是他前來外國是想學習西方思想，然後回鄉改變舊有封建的，不是來做掌櫃。哥

哥見弟弟悶悶不樂，便問：「你想家了？」孫中山坦白地跟哥哥提出想入讀當地的學校學

習，不想只呆在店裡。哥哥望著瘦小的弟弟，懷疑地問他：「這裡的學校都是用英語教

書，你能聽懂嗎？」 孫中山堅定地回答哥哥：「我一定能克服語言障礙的！」 

 

 

就這樣，孫中山入讀了當地一間基督教學校。上學的第一天，孫中山鼓足勇氣用新學的英

語向同學打招呼，校內的華人同學也熱心地幫助他翻譯。可在課堂上，全部老師都用英語

講課，即使孫中山在上學前已在家中查字典預習課文，但在課堂中依然如墮霧中。 

 

遇上困難總會令人灰心喪志，產生逃避的念頭。孫中山也試過走堂，躲到學校一棵最古老

最高大的羅望子樹下逃避。有次，他吃著從樹上掉下的羅望子果實，當吐出果實裡的核子

時，突發奇想：要是能把這些種子帶回家鄉種植，說不定可以種出羅望子樹，讓家人朋友

也能嘗嘗這種果實！ 

 

正當孫中山滿心歡喜地把羅望子的核放進口袋時，他突然清醒過來：我來這裡讀書，只是

想把羅望樹的種子帶回中國的嗎？絕對不是！我是想把能革新國家的種子帶回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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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重新認清了自己的使命後，馬上振作精神，收拾起書本再次踏進課室。最後，孫中

山不但克服語言障礙，畢業時更獲得英語語法第二名，站在畢業典禮的台上，接受當時夏

威夷國王親自頒授的獎項。這一消息哄動了當地華僑，他們皆以孫中山為榮。 

 

克服了語言的障礙，孫中山在各項科目中都得心應手。他除了學習到西方的自然科學、政

治、經濟、法律，還有影響其一生的聖經。聖經課是學校的必修課，孫中山從中認識到基

督的博愛精神。他想，耶穌那麼偉大，卻甘願降卑，去服侍群眾。反觀清廷，卻把國人當

成臣僕，太不合理了！這令孫中山改革之心更加熾熱。 

 

孫中山熱心參與校內的各種活動，從中學習不同的實用知識。他加入救火會，學習軍事操

練和現代科學技術；又參與華僑聚會，與華人學生和華工討論國事。 

 

哥哥見孫中山的言行越來越「出格」，便強行把他送回中國。孫中山在壇香山短短的四年

時間，確實開闊了他的眼界，埋下了日後為民族前途奮鬥的萌芽。回到家鄉，他不再是那

個稚氣的小孩，而是懷抱遠大理想的有為青年，並決心在守舊的國土播下改革的種子！ 

 

從檀香山回國後的幾年，孫中山輾轉來到香港繼續學業，並在香港大學的前身——香港西

醫書院學醫。在華洋共匯的香港，孫中山進一步認識西方的政治理念。他身體力行，在求

學階段便組織革命小組，廣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研究強國富民的方法。 

 

畢業後，他在澳門一邊行醫，一邊思考改革方向。他曾寫了一篇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

書〉（後世稱為〈上李鴻章書〉），並攜同「上書」到上海希望和當時主理洋務運動的清

朝大臣李鴻章見面。到了上海，經朋友介紹，孫中山先與李鴻章的重要幕僚盛宣懷見面。

盛宣懷看了孫中山的上書，十分欣賞眼前這名年青人，便答應為他引見。當盛宣懷興致勃

勃地向李鴻章介紹孫中山後，李鴻章卻笑說：「這個只有 28 歲的年輕醫生，懂得什麼叫治

國之道嗎？」盛宣懷隨即遞上孫中山的上書，希望李鴻章看完才作評論。李鴻章卻不耐煩

地說：「現在和東洋的戰爭如箭在弦，等打完仗再說吧！」 

 

這次上書不果，讓孫中山看清楚想要清廷改革只是癡心妄想。清朝管治已經走向末路，沒

有重生的機會了。從此，他頭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 

 

隨後，孫中山回到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開始募集資金。翌年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機關，並

以經營貿易的商號「乾亨行」作為掩護，秘密地策劃起義。然而，因為有臥底滲透而事先

洩密，起義主力軍接濟未至，最終同伴被捕，死傷慘重，孫中山被逼流亡海外。 

 

但他並沒有放棄，在往後的 16 年間，孫中山一共發動了十次武裝起義，可惜每次都以失敗

告終。其中 1911 年的黃花崗起義，更是犧牲了 86 名同伴。起義屢遭挫折，成功好像遙遙無

期，同盟間開始信心動搖，有人甚至提出找一個算命師算一算孫中山的八字，看看他有沒

有革命成功的命。孫中山得悉後十分憤怒，他否決了那些意志不堅的人，堅定地說：「我

的『八字』就是這八個字——『打倒軍閥，繼續革命』！」 

 

他可以說是一位身體力行家。除了四出奔走，聯絡並擴大組織。同時，他為救國更著有

《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諸書作為革命理論的依據，成為救國行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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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論的方針。最終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孫中山確

是一位劍及屨及的革命家。 

 

孫中山傾其一生，為了改進國家竭盡全力。他在《孫文學說》的序言中寫道： 

 

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孫中山總結了自己在三十多年來的艱苦進程，能走到最後，是靠「愈挫愈奮，再接再勵」

的不屈精神。孫中山用一生的奮鬥去追求共和，以天下為公的胸懷去開創國家的未來。他

在彌留之際，連續反覆說著「和平」、「奮鬥」、「救中國」，也是這份對家國民族深不

可割的關愛，支持他砥礪前行。 

（2541 字） 

 

參考資料： 
1.孫中山紀念館簡介  

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sysm/zh_TW/web/sysm/aboutus/intro.html  

2. 李菁。《美國夏威夷 :孫中山的「革命根據地」》 2015 年 3 月 18 日。三聯生活周刊。

http://history.sina.com.cn/bk/jds/2015-03-18/1745117553.shtml 

3. 孫中山 (1866-1925) - 紀錄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4_6yQlNQG0 

4. 孫中山的故事 / 王艷娥主編 北方婦女兒童  9787538544633 

5. 孫逸仙傳記 / (美)林百克著 ; 徐植仁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978988151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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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 孫中山（問題） 

1 ）孫中山為何會前往夏威夷學習？ 

A 孫中山的哥哥邀請 

B 孫中山被清政府驅逐離境 

C 孫中山希望在美國完成醫科 

 

2）承上題，孫中山在夏威夷學習為何選擇逃避？ 

A 未能適應當地文化 

B 未能使用當地語言溝通及學習 

C 未能交朋友 

 

3） 孫中山希望將甚麼帶回中國？ 

A 醫術 

B 朋友 

C 革新國家的種子 

 

4）孫中山在香港修讀哪個課程？ 

A 醫科 

B 工程 

C 數學 

 

5）孫中山在革命路上遇上唧些挫折？ 

A 十次武裝起義，都以失敗告終 

B 孫中山被逼流亡海外 

C 以上皆正確 

 

延伸思考： 
1. 當孫中山遇上不同的挫折，他是以什麼態度面對失敗？你認為這種態度可以應用在你

的挫折經歷中嗎？為什麼？ 

（同學可以自由作答。） 

 

2. 孫中山用盡自己的一生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為了改進自己的國家竭盡全力，你有哪

些理想？而你會否願意竭盡全力去實現理想？如會，如何實現？試向你的老師及同學

分享。 

（同學可以自由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