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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年歲月 

李愛銳（Eric Henry Liddell）於 1902年 1月 16日出生在中國天津。父親李德修牧師

（Rev. James Dunlop Liddell）於 1899年作為英國倫敦會宣教士來華宣教。      

1907年 3月，5歲的愛銳和 7歲的哥哥羅伯特（Robert Liddell）隨父母回到家鄉蘇格蘭，

不久進入位於倫敦市區以東的 Blackheath宣教士子弟學校讀書。這是一所寄宿學校，李愛銳

在那裡度過了青少年時代。這期間他的父母帶著妹妹珍妮仍然在中國繼續宣教。李愛銳短跑

能力出色，在 1923年全英田徑錦標賽上，一舉贏得 100米和 200米兩枚金牌，尤其 100米更

以 9.7秒刷新了英國記錄，因而成為當時世界上短跑最快的人，被譽為“蘇格蘭飛人”。 

二、巴黎奧運會 

1924年巴黎奧運會，李愛銳代表英國參加 100米短跑賽事。可是

100米比賽在星期日舉行，於是他就堅定地放棄參加。因為對信仰虔

誠、執著的他，認為星期天是安息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應當將之分

別為聖。 “God First” 是他堅信不疑的理念，他深信將上帝擺在第一

位，上帝也會給你最好的。上帝是萬有的，祂不需要你去為祂贏得獎牌

和獎金，上帝才是李愛銳一生所要爭取的“特大獎”。李愛銳精彩的人生

是以尊重上帝為基礎，而尊重上帝是從尊重祂所設立的主日開始，是將

主日分別為聖為起點。 

英國奧委會只好安排李愛銳參加不是在星期日舉行的賽項，李愛銳

首先在 200米決賽中，以 21秒 9的成績奪得一枚銅牌。接著贏得了 400

米決賽的金牌，而且還以 47秒 6的成績刷新了世界紀錄。賽後他說：“我得到了神的祝福，是

神帶我在奔跑。” 他要讓世人看見上帝的榮耀，看見神果然厚厚賜福那些敬畏祂的人。這面意

外的金牌化解了英國人先前對他的不滿，也使英國的媒體態度大變。奧運歸來，李愛銳更成

了英國的風雲人物、民族英雄，被授予橄欖葉桂冠，在奧運歷史上傳為佳話。 

三、另一場賽跑──入華宣教 

奧運會之後，如果他選擇做一個職業運動員，肯定能前途無量，功成名就。然而，這位

被譽為蘇格蘭歷史上最受歡迎的運動員，在其人生最為精壯之時，實現他獻身服事上帝的承

諾，毅然決然地轉換了人生跑道，遠赴兵荒馬亂的中國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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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李愛銳來說，他生命中真正的奔跑並不是在運動場上，而是在中國的宣教。而這一賽

程的考驗遠遠超過他所知道的一切。這是一場更偉大的比賽，一場沒有獎牌，也沒有人群掌

聲的賽跑。他的賽場也從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場轉換為中國的窮鄉僻壤。在那裡，宣教士要飽

受歧視，面對諸多挫折。一個奧運英雄，就這樣放棄他可以追求的功名利祿，甘心“消失”在異

國他鄉，用他的生命服務中國百姓，以彰顯主耶穌基督的大愛。 

四、天津歲月 

1925年夏，李愛銳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擔任老師，開始了他近 20年的教學生涯。他的

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養人才上，他要求學生不但學習好，身體也要強健，並將那些體學兼優

的高材生推薦、送往英國倫敦大學讀書。他獨特的教學方法、平易近人的作風，以及他對學

生們流露出來的基督之愛，使他成為校內最受歡迎的老師。 

1933年，記者問他說：“你真的很高興將生命奉獻在現在的事業上嗎？你難道不留戀那閃

爍的鎂光燈、激動的觀眾、大聲的歡呼，以及珍貴的慶功酒嗎？” 李愛銳回答說﹕“當然，有

時人會很自然地想到這一切，但我更喜歡我在中國所從事的工作，因為這方面的價值遠超過

你所說的一切。你知道，這份榮耀是一個永不朽壞的冠冕。” 

1934年，李愛銳在天津與弗洛倫絲•麥肯齊（Florence Mackenzie）小姐結婚。婚後，大女

兒派特麗夏、二女兒希德相繼出生。抗日戰爭爆發後，李愛銳堅定地和中國人民一道進行敵

後抗日，參加救治傷兵和接濟難民的活動。當 1941年戰局危殆時，為了家人的安全，李愛銳

將懷有身孕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送往加拿大避難，自己卻留在河北省中南部繼續宣教、救治傷

兵和接濟難民等工作。後來他被日軍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從而與家人失去聯繫，直到他病

死營中，至終都未能見過最小的女兒一面。 

五、山東集中營 

1943年初，日本軍隊占領了天津，把在天津的敵對國僑民，送到山東濰縣集中營裡，李

愛銳被列在名單內。在囚禁中，李愛銳不為艱難的環境所屈，在黑暗中，他如一盞明燈發

光；他幽默開朗的性格，給黑暗的集中營帶來平安、盼望和喜樂。他對那些與父母分離的孩

子們，就像一位叔叔那樣，照顧他們，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孩子們都親切地叫他“埃裡克叔

叔”（Uncle Eric）。 

長期的囚禁生活和營養不良，使李愛銳的健康大受虧損，最後病死在集中營。李愛銳在

其短暫的一生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在戰火蔓延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時期，

他跟隨宣教士父母的腳蹤，在大學畢業後，奧運光環集一身之際，選擇回應神的呼召，飄洋

過海，來到他生身之地天津，與中國的百姓同甘共苦，向他們傳揚天國的福音，最後也葬在

他所愛的這塊中國土地上。 

六、電影《烈火戰車》 

在李愛銳去世 30多年後，英國電影製片人將他奪奧運金牌的故事拍成電影─“烈火戰車

（Chariot of Fire）”，再現了李愛銳勇奪奧運金牌的故事。出人意外的是，該片竟一炮走紅，

贏得 1981年奧斯卡最佳影片以及另外三項大獎。唯感遺憾的是，影片只反映了李愛銳的前半

生，而其後半生只是在片末字幕上以寥寥數語做了個交代：“李愛銳，宣教士，二次世界大戰

末期死於日本佔領下的中國，蘇格蘭同聲哀悼。” 實際上，他的後半生更為輝煌，他不只是一

位優秀的運動家，贏得了地上的金牌；他更是一位傑出的宣教士，贏得了天上永恆的冠冕和

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