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教會史(六)太平天國與基督教 

太平天國的興起與敗亡〔1853-1864〕，為近代的中國產生極大的衝擊，其發生的

時代與美國的南北戰爭相近。倒底是中國基督教化運動，還是邪教的叛亂組織？

是官逼民反的農民運動？還是流寇式的造反運動？是民族革命起義？還是破壞

中華文化？一百六十多年來，仍是爭論不休的問題。總之，太平天國能在短短的

十四年間，將基督教思想的概念傳遍半個中國，實在是歷史上罕見的奇蹟。同時，

太平天國造成大約七千萬人死亡〔最少估計兩千萬，最多一億二千萬〕，對中國

是不可抹滅的傷痕。歷史是一面鏡子，讓人記取歷史教訓，不要重犯錯誤。  

 

一. 中國傳教的背景 

道光年間，清朝國勢漸衰，各地有叛亂，如白蓮教、天地會、三合會等秘密結社，

無論是民族矛盾、經濟問題、宗教衝突，社會極不安定。加上鴉片戰爭後，簽定

不平等條約，百姓的稅賦加增，生活愈來愈痛苦。這給太平天國的興起提供有利

條件，中國福音的門似乎被打開了，但因為沒有撒下好種，所以結不出好的果子。 

1. 五口通商：1839-1842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先後簽定中英南京條約、虎門條約，

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其中有一條是開放五口通商，即廣州、福州、

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不僅准予英、美、法人進行商貿，也

允許他們在那裡造屋，蓋醫院，建教堂，使西方傳教士得以進入中國傳教。 

2. 梁發〔1789-1855〕：廣東高明縣人，讀過四年私塾，後到廣州學木板印刷。

1810 年在廣州十三洋行作印刷工時，結識馬禮遜和米憐。參與馬禮遜所譯

《新約》的印刷。1815 年梁發隨米憐到馬六甲，幫助他印刷出版中文刊物，

1816 年受洗歸主。梁發的中文造詣好，一面作印刷，一面寫福音小册。 

a. 1819 年，梁發回鄉結婚，次年爲妻子施洗。並編寫《救世錄撮要略解》，

鼓動中國人信主。本書共 37 頁，附有經文、禱文，是中國第一本的佈道

刊物，梁發因此被捕入獄，刑訊拷打後，由馬禮遜出面，才具保釋放。 

b. 1823 年，梁發幫助馬禮遜出版完整的中文聖經，並在澳門被按立牧師，

屬倫敦傳道會，受差會支持傳教。隨後他回廣州傳道，把自己的家作爲

基督徒聚會的地方。梁發也撰寫書籍和小冊子，介紹基督教信仰。他在

省城舉行科舉考試時，雇請苦力數人，抬著這些道冊到試院前分發考生。 

c. 1832 年，出版的《勸世良言》，是專門寫給那些到廣州參加科舉秀才的

考生們看的，有十萬多字，是由九本小册子合訂一起。共六十多篇短文，

其中直抄馬禮遜譯本的《聖經》有廿六篇，三十五篇抄一段經文後加進

中國風俗人情而闡述，其中為梁發自撰的學道經歷。內容提到「原罪」。

攻擊儒、釋、道的思想，認為儒教製造偶像而拜卻未能考取功名得利；

和尚不作善事而念經拜佛，哪能上西天極樂世界，而且佛祖是死了之人。

道家奉事多種神像為成神仙，卻未見人升天成仙。梁發用淺顯易懂的話

所寫的《勸世良言》影響了洪秀全，使他發展了拜上帝會的宗教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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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羅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1802-1871〕：美國浸信會宣教士，富有宣教

熱忱，特立獨行，行事備受爭議。後來因為與洪秀全結識而聞名於世。 

a. 1837 年，自費來華，最初在澳門向痲瘋病患者傳教，爲澳門當局禁止，

並被驅逐出境。1842 年到香港，在上環建立香港第一所浸信會教堂。 

b. 1844 年，清廷被迫開放廣州為通商口岸，隨一批洋人湧進廣州，在十三

洋行內建立一座講堂，成為中國的第一個浸信會。後來又在東石角建立

「粵東禮拜堂」，他並購製一艘福音船，把福音傳給珠江上的漁民船家。 

c. 羅孝全早在澳門時，就學會廣州方言，書寫漢字，改變自己的西方生活

方式，使自己漢化。他在廣州傳教的效果頗佳，不少廣州市民參加教會，

連番禺、南海、花縣等地的群衆也慕名而來聽道受教。 

d. 1847 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廣州羅孝全的教堂學道，三個月來參加聖經

學習班，記憶和背誦聖經。但因故，羅孝全沒有給洪秀全施洗。 

e. 1853 年，羅孝全聞知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便想到天京去，以為可以

將基督教推行到全太平天國。1860 年，才有機會到天京。受到洪秀全

熱烈款待，授任「接天儀」和「各國通事官領袖」等官爵，管理外務。

後與洪秀全失和，於 1862 年逃出天京，便撰文大肆抨擊太平天國。 

 

二. 太平天國的興衰 

太平天國的興衰，與洪秀全的夢境與他本人的品格行為有很大的關係。 

1. 洪秀全：1814 年生於廣東花縣，7 歲讀書，16 歲到 30 歲間，四次應考秀才，

四次都落榜。1837 年第三次落榜，得了大病，昏迷四十餘天。醒來後，自稱

作了一夢，夢見到了天國，有一老者說世人皆為他所生養，不記念他，反拜

妖魔，老者給他斬魔劍和鎮妖壐，給他使命，回到塵世除妖斬魔。 

a. 拜上帝會：1843 年，洪秀全第四次考試又落第，返家後偶然讀到第三次

趕考時所得的《勸世良言》，以為六年前的夢乃天父命他代天行道，便以

《勸世良言》為教義基礎，向家人、鄉人傳教，得著馮雲山及洪仁玕，

他們便組織「拜上帝會」，一同傳教。其後馮雲山到廣西，兩千多人歸信，

當中著名的有蕭朝貴、韋昌輝、楊秀清、石達開等太平天國的骨幹。 

b. 廣州學道：1847 年，洪秀全想更了解基督教教義，便到廣州拜訪羅孝全，

談及異夢之事，並待了三個月，學習聖經和基督教教義。後來按所學的，

寫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 

c. 太平天國：1851 年。在廣西金田村發難抗清，成立「太平天國」，攻陷

永安，並分封諸王：自稱是天王，另立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

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等。又轉戰東南半壁，聲勢益漸浩大，

1853 年，攻陷南京，改名為「天京」，以此為都，並調兵西征、北伐。 

d. 天王之死：起初太平軍四處爭戰，進展得順利。後來因高層內鬨，東王、

北王先後被殺，翼王出走，削弱太平天國的實力。後來被曾國藩領導的

湘軍所敗，1864 年，湘軍攻陷天京，天王自殺。殘部於 1868 年被肅清。 



2. 革新思想：太平天國擁有嚴緊的法令，例如嚴禁惡習、推行鄉治、實行天曆、

頒新田制、開科求賢。太平天國在本質上，和其它的農民革命很相似，但也

有一些不同。太平天國有一個很理想化的社會改革願景。以下是部分實例：

1) 鄉村自治的法規，對於土地用新田制分配；2) 禁婦女裹小脚，禁納妾；

3) 辦教育，學聖經；4) 推行白話文；5) 開科取士；6) 强調男女平等。 

3. 十款天條：太平軍成立之初，以舊約十誡為藍本，定下「十款天條」，作為

太平軍的軍紀。1) 崇拜皇上帝。2) 不好拜邪神。3) 不可妄題皇上帝之名。

4) 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5) 孝順父母。6) 不好殺人害人。7) 不好奸邪淫亂。

8) 不好偷竊劫搶。9) 不好講謊話。10) 不好起貪心。這十款天條，後來漸漸

成為禁慾主義，把宗教的思想成為倫理的約束。如在第七條的實行上，起初

規定男女不能眉目傳情及互唱山歌，即使是妻子父母也不能進營探望，違者

斬首，後因過於嚴苛而稍作調整。《十款天條》在起事之前被寫成《天條書》，

內容還增加了禮儀的部份，是太平軍必修課本。 

4. 實際情況：太平天國起事前期，有亮麗的口號與遠大的理想，但成功以後，

權力臨到，便顯出人性的敗壞，產生獨裁、爭權、奪利、腐敗、淫蕩等事。 

a. 太平天國強調弟兄相愛，但缺少愛與寬恕，法令相當嚴苛。且在戰爭中

變得強調復仇與殘暴，將宗教精神戰爭化，成了正與邪的對抗。 

b. 太平天國強調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財富共有。但領導階層享受特權，

洪秀全頒詔東王、西王可有 11 妻，其餘的王可有 6 妻，高級官員 3 妻，

中級官員 2 妻，低級官員與其餘人等均為 1 妻，洪秀全本人則有 88 妃嬪。 

c. 太平天國認為天國並不在來世，在今世就可以靠人的力量來建立地上的

天國。結果短短十幾年，使中國人口損失數千萬人，成為人間地獄。 

 

三. 拜上帝會的特質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是個人「啟示」摻雜基督教色彩，與穆罕默德所創的伊斯蘭教、

和斯密約瑟所創的摩門教有相似之處，本質上，拜上帝會並不是基督教。 

1. 中國傳統：洪秀全受儒家思想的洗禮，其宗教思想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

他常以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資料說明敬拜上帝的意義。在《原道醒世訓》中，

引用孔子《禮運》中描述大同世界互敬互愛的理想境界，並以此來理解使徒

行傳中的「凡物公用」。他常以中國的家庭制度，和拜上帝會的教義作比較。 

2. 聖經權威：「拜上帝會」的創立，似乎與基督教有一定的關聯，但二者之間的

本質不同。拜上帝會並沒有以聖經為權威，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雖然曾把

《舊遺詔聖書》和《新遺詔聖書》作為官書刊刻頒行。兩書分別包含舊約和

新約的部分內容，但洪秀全卻說聖經有「錯記」，對其進行諸多修改，加了

很多批註，將之改稱為：《欽定舊遺詔聖書》和《欽定前遺詔聖書》。並又

宣佈以本人著的《天命詔旨書》作為「真約」與前兩書並列。《天命詔旨書》

與聖經在本質上截然不同，洪秀全對聖經的修改，顯示出拜上帝會與基督教

是不一樣的。尤其在上帝觀上的不同，更加顯出其與基督教的相異之處。 



3. 三位一體：拜上帝會不能理解三位一體，而堅持「三位三體」，洪秀全說：

耶和華是獨一真神，基督是上帝的太子不是上帝，分明上帝是上帝，基督是

基督；聖靈則是東王楊秀清。他在《欽定前遺詔聖書約翰上書》第五章批註：

「上帝獨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子由父生，原本一體合一，但父自父，

子自子，一而二，二而一也。聖靈東王是上帝愛子，與太兄及朕同一母所生，

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脈親。」 

4. 民間宗教：拜上帝會在傳教之初，楊秀清和蕭朝貴分別以天父和天兄〔耶穌〕

附體的身份傳言，卻被洪秀全和馮雲山認可，並以此來掌控信徒。這是廣西

民間宗教中的邪靈附體〔降僮〕，後來楊秀清陸續藉著傳詔天父聖旨施政或

打擊政敵達 25 次之多，使得楊秀清驕縱自大，以致遭來兄弟相殘的殺身之禍。 

5. 天上人間：基督教強調神是獨一真神，是三位一體的神。《拜上帝會》引進

中國人的倫理家庭觀念，則以上帝為首，並有妻子兒女，耶穌是長子，亦有

自己的妻子。在凡間，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是耶穌的二弟。三子馮雲山、

四子楊秀清、五子韋昌輝、六子石達開，都是他的兒子，蕭朝貴則是其女婿。 

 

四. 太平天國的迷思 

太平天國運動帶來中西宗教溝通的機會，西方傳教士能與中國人真正討論信仰。 

1. 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年輕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後來的政治人物或

史學家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是褒多於貶。當後來有更多的史料被公開，人們對

太平天國的評價才有了更公正的判斷。然而，至今仍有人因不明歷史，受到

舊有的觀念思想影響，而盲目地肯定，或是完全地否定太平天國。 

2. 西方觀點的改變：太平天國發展的初期，有許多優點，例如，禁止買賣奴隸、

禁纏足、娼妓、鴉片、煙酒等惡習。另外每到一處也破除偶像。西方人認為

洪秀全是虔誠的基督徒，其信仰是純正的基督教信仰。但經過驗證後，看法

就改變了，倫敦傳道會在 1853 年發表報告，認為太平天國運動完全不像話，

對聖經嚴重違背及極端，而天主教則因中國信徒受太平天國迫害而加以排斥。 

3. 宗教熱忱的誤用：太平天國事件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並沒有長遠的影響。

反而使人對基督教產生更大的反感。《勸世良言》鼓勵人們信上帝，順從基督，

安貧樂道，戒殺戒貪，宣稱天國在來世，死後有永生。梁發書中稍顯激烈的

內容就是對佛教、道教的批判，對儒教的微詞。洪秀全卻斷章取義，傳教中，

逢佛滅佛，遇廟拆廟，不但焚燒經籍，還要斬殺讀、買經籍的人。他主張要

「殺妖、殺罪人」，與梁發的《勸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4. 表裡不一的宗教：洪秀全的生活與聖經教訓相距甚遠，他要求太平軍禁慾，

百姓不可淫亂，他和諸王卻擁有許多妻妾。洪秀全不允許太平天軍擁有私人

財產，但他和領導階層卻各自斂財，常有爭權奪利之事發生，以致互相殘殺，

成了太平天國失敗的主因。洪秀全對救贖的觀念，以及對三位一神的認識，

均是相當模糊混亂的。至於他個人的生活，也是很不合乎基督教的倫理道德。

洪秀全其實不是一個基督徒，卻用基督教之名滿足個人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