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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12 年，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了黄陵祭祀、明陵祭祀、忠烈祭祀与孔子

祭祀。这些国家祭祀典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的礼仪观，其要有三：一则重视国家

礼仪，但告别“礼治”之道；二则继承祖先崇拜与孔子崇拜观念，但采用新式的礼节与

服饰；三则延续忠烈祭祀传统，以中华民族本位超越王朝本位。孙中山的礼仪观是其革

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本土情怀与宏大的世界眼光，为中国文明顺应世界

潮流并获得新生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与实践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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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陵祭祀：祖先崇拜观念的继承之一 

（一）黄帝：革命动员的血缘符号 

（二）革命塑造的汉族祖陵 

（三）祖先崇拜：“礼治”传统下的情感与礼仪 

二、明陵祭祀：祖先崇拜观念的继承之二  

（一）明陵：政治情感与民族情感的倾诉地 

（二）孝：汉族“治统”与孙中山的政治继承意识 

三、孔子祭祀：儒家伦理规范的延续 

（一）旧传统，新礼仪 

（二）民主政治与本土伦理的融合 

四、忠烈祭祀：超越王朝本位的功德尺度 

（一）祭祀革命忠烈 

（二）延祀晚清将领孙开化 

（三）以民族本位超越王朝本位 

五、民初孙中山礼仪观的特点 

（一）告别“礼治” 

（二）学习西礼 

（三）尚未制度化 

六、结语：孙中山之礼仪观的本土情怀与世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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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礼义之邦”。礼仪在古代中国至关重要，上至国家大政，下至百姓生活，

都要遵守礼的规范。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礼仪是需要变革的政治符号，也是需要调整的

文明尺度。 

孙中山先生不仅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再造中国礼仪文明的先行者。在

临时大总统任上，孙中山批准颁行了一系列的民国日常生活礼仪规范，还主导举行了若

干国家祭祀典礼。1912 年 2 月 15 日，新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了开国大典，

当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祭祀位于南京的明孝陵（以下

简称为“明陵”）。同一天，南京临时政府派出的 15人代表团在陕西乔山的黄帝陵（以

下简称为“黄陵”）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随后，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教育部通令，

要求各地文庙暂时照旧举行祭祀典礼，延续了国家祭祀孔子的传统。1912 年 3月，孙中

山批准将清朝各省的昭忠祠、贤良祠等改设为大汉忠烈祠，另建了一些专祠，奉祀牺牲

的革命党将士。如孙中山追赠辛亥革命先烈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下令建造彭大将军专

祠。同月 20 日，孙中山下令陆军部为杨卓林、郑子瑜二烈士在南京太平门外建造专祠，

并将吴樾、熊成基、陈天华附祀。这些祭祀典礼由中央政府举行的则为国家祭祀，由地

方政府举行的则为地方祭祀。南京临时政府的国家祭祀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祭祀，在众多

方面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比如以鞠躬礼代替跪拜礼等。 

从 1912 年的国家祭祀上，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的礼仪观既有本土情怀，又有世界

眼光。 

孙中山礼仪观的本土情怀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重视国家祭祀典礼，但告别了传统政治的“礼治”之道。孙中山重视国家的

礼仪文明建设，在中华民国开国之际就举行了若干祭祀典礼。重视国家祭祀，是中国古

已有之的政治文化传统。《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云：“凡治人之

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三代以降，国家治理以祭祀为重。南京临时政

府举行的国家祭祀与传统的国家祭祀在精神实质上完全不同，前者是对汉族政权得以重

续的仪式性展示，是对民主共和观念的仪式性宣传，而后者是为呈现和强化尊卑有别、

上下分等的伦理政治观念。可以说，孙中山主导下的国家祭祀在政治理念上告别了传统

政治的“礼治”之道。尽管没有实现制度化，但孙中山的国家祭祀观念对于当时的国家

祭祀典礼具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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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继承祖先崇拜与孔子崇拜的传统。孙中山与他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继承了崇

拜汉族祖先的传统。他们在开国典礼上祭祀的黄帝，是被革命党人塑造起来的汉族始祖

符号——“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1]。这个符号深

度契合了汉族人崇拜祖先的心理特征与文化传统，在号召汉族人推翻清廷政权方面具有

强大的革命动员能量。当然，孙中山重视黄陵祭祀，不只是因为黄帝被塑造成汉族的始

祖，更因为他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孙中山为黄陵祭祀亲自写的祭文云：“中华开国五

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我有先。”该祭文反

映了孙中山对汉族文明生生不息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此可见孙中山在国家礼仪上继承固

有传统、展示本土文明的用意。也就是说，孙中山的礼仪观与文明观密切相连。 

孙中山祭祀明孝陵同样具有祖先崇拜的意蕴，孙本人将自己看成是明太祖政治传统

的继承人。诚然，南京临时政府的明陵祭祀还有其他的政治动机与情感诉求，我们暂不

讨论。 

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清廷的 77 种国家祭祀，唯独保留了文庙祭祀，

也就是保留了崇拜孔子的传统。当然，保留下来的文庙祭礼有变革，一是用鞠躬礼，不

用跪拜礼，二是穿便服，不穿祭服。这表明孙中山对儒家思想具有某种程度的认同与支

持，要在国家祭祀典礼层面上保持对儒家思想的应有尊重与批判性继承。也就是说，孙

中山眼中的国家礼仪要呈现和传播儒家思想中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的精华。 

其三，延续忠烈祭祀传统，以民族本位超越政权本位。自古以来，开国政权必祭忠

烈，中华民国也不例外。孙中山延续了传统的忠烈祭祀方式，一是建造大汉忠烈祠，二

是建造忠烈专祠。但有一点特殊的是，孙中山在国家忠烈祭祀上以民族为本位，而不是

以政权为本位。“大汉忠烈”的名分意味着为革命牺牲的将士不只是民国的忠烈，更是

汉族的忠烈。在奉祀晚清将领孙开化上，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孙开化在中法之战的

台湾战役中阵亡，由清廷奉祀为忠烈。民国成立后，其子呈请停止孙开化祭祀。孙中山

特批孙开化仍得奉祀于忠烈祠，并表扬他“战胜强敌，捍卫封疆”。[2]在孙中山看来，国

家祭祀不只是要祭祀开国忠烈，还是祭祀为捍卫国家独立与民族独立而牺牲的有功之

人。 

孙中山礼仪观的世界眼光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重新设计了国家祭祀体系，废除了“神道设教”。以国家祭祀为主要载体的

“神道设教”曾经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形成了久远的传统，但在晚清时

期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之后，这种政治统治手段不仅无助于解决国家面临的危亡问题，反

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背离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潮流。孙中山主政的南京临时

                                                        

[1]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黄帝魂》前插页，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 年版。 

[2] 《大总统批闽都督遵照部议取消昭忠祠并报效住屋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辛

亥革命资料》，第 354—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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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废除了清廷的 77 种国家祭祀典礼，唯独保留了崇奉儒家圣贤的文庙祭祀，可以说

是彻底终结了“神道设教”的历史，把人从神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为近代中国融入世界

政治文明的主流扫除了一大障碍。 

第二，顺应世界潮流，改革国家祭祀上的各项规范。传统国家祭祀行跪拜礼，以三

献（初献、亚献与终献）为流程，以太牢、少牢为祭品，并有专门的祭祀乐舞。这些祭

祀规范确有本土特色，但在一些方面不符合当时世界主流的国家祭祀风格。在孙中山的

主导下，南京临时政府废除国家祭祀中的跪拜礼，改用世界上通行的鞠躬礼；废除了传

统的祭器与祭品，改用鲜花与醴酒；除了文庙祭祀外，废除了传统祭祀乐舞，改用西式

的军乐。在孙中山看来，国家祭祀的变革需要借鉴西方礼仪，积极吸收西方文明中以人

为本的平等精神。 

第三，在国家祭祀典礼上弘扬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孙中山主导的

黄陵祭祀与明陵祭祀并没有刻意宣扬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其表达的民族情感是彻底打破

清朝长期实施的歧视汉族政策的一种自豪感。从明陵祭祀典礼看，孙中山更注重的是各

族成员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他在《祭明太祖文》中说：“从此中华民

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 [3]这是说，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内，

所有人都享有自由的幸福。他还在《谒明太祖陵文》中说，清廷在辛亥革命中将国家权

力还给国人，在民主的中华民国内，“五大民族，一体无猜”。 [4]这是宣扬五族共和、

各民族平等的政治理念。 

孙中山之所以具有这种兼具本土情怀与世界眼光的礼仪观，还在于他秉持“天下为

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念。1911年 12月 27日，孙中山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时指出：

“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

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5]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宣誓就任

临时大总统，再度重申南京临时政府“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

同”。[6]孙中山看来，辛亥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再造中国文明，要把中国改

造成融入世界主流的民主国家，把中华民族民族改造成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文明

民族。民主国家与文明民族必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明的礼仪。在“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的政治理念下，孙中山对于国家礼仪的规划与设计才会兼顾本土文化传统与世

界文明潮流。 

孙中山的礼仪观及其主导的国家祭祀典礼，为近代中国文明顺应世界潮流并获得新

生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与实践榜样。 

 
                                                        

[3] 孙中山：《谒明太祖文》，《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95 页。 

[4] 孙中山：《谒明太祖陵文》，《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95—97 页。 

[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601 页。 

[6]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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