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 背景

二、 经过

三、 意义

四、 失败原因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材料一：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
国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
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
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
两个后果：就捐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
了新捐税。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2.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



  

材料二：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

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

 ——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  曾国藩全集：

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29.



 材料三：

 天下贪官  甚于强盗

 衙门污吏  何异狼虎

 富贵者纵恶不究  贫贱者有冤莫伸

 民之财尽矣   民之苦极矣

            ---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 



1、根本原因：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2、外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



 3、广西地区的土客矛盾

    1850年在广西贵县（广西贵港市）客土之间发生了激

烈的冲突，双方共争斗了40多天，最后，土家胜利，

客家人几乎被杀了有10万余人。剩余数千人则参加人

金田起义。

 4、 自然灾害严重



普天之下皆兄弟   上帝当拜  人人所同

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   

天下多女子  尽是姊妹之群，

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退我并之

念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酥代赎全。

   勿信邪魔遵圣道，惟从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

                        ----洪秀全



   外国传教士要创造一个侵略的上帝；

洪秀全要创造一个革命的上帝。

                  ——范文澜



 宗教在农民起义当中，对组织散漫的农民，发动

起义，都起着显著的作用。

 汉末张角黄巾军起义利用太平道，宣称“苍天”

（指汉皇朝）已死，黄天（张角自称）当立」，

 元末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利用白莲教，宣称“弥勒

降生”，“明王出世”

  
  



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经过
 （1）1843年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

 （2）广西桂平县金田起义1851

 （3）永安封王建制1852

 （4）定都于天京(南京)1853

（5）1856年上半年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6）1856年9月天京变乱。

（7）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被湘军攻破

 



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意义 

 1、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2、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3、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

 4、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5、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时间最久、

规模最大、影响最深。



四、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
1、外部(客观)：封建势力和资本-帝国主义的镇压

 

“在1853年以后，满清朝之所以在中国当权，既不是

由于它本身的精力充沛，也不是由于它的臣民效忠，

而是由于列强曾经愿意它蝉联下去。否则满洲人也

许会不能苟全于太平起义之中了”

                        -------美国   丹涅特



 2、内在(主观)：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1）没有指导革命的先进理论；

 （2）没有科学彻底的革命纲领；

 （3）无法抵御封建思想的侵蚀。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

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他们

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

们相互隔离。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

中，对法国农民以及小农经济的特点做的精

辟分析



（1）《天朝田亩制度》—纲领性文件

1、基本内容 

⑴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⑵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
“两” 

⑶设立“圣库制度” 

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凡天下田，天下

人冈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

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

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

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

每25户为1“两”。



 设立“圣库制度” 

  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

余则归圣库”；

  “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

用一钱”；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

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

以，《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提出一个以解决土

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改革方案。



 东汉末年张角太平道：平均的教义；

 唐王仙芝起义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

 北宋初，王小波起义：吾疾贫富不平，今为汝均之；

 南宋锺相起义：均贫富

 明末李自成起义：均田免粮；

 太平天国便是把中国二千多年来农民战争这一种长期斗

争的目标与追求的理想推上了最高峰。从而产生了这一

个天朝田亩制度出来。



 《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

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

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

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的这种愿望，用政权的力量予以

系统化、制度化，对于发动和鼓舞群众起来斗争，发挥了

积极作用。 

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 



（2）《资政新篇》



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
并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

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
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
“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
值”。

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
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

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并
“与番人竞雄”，但严禁鸦片入口，强调外人不得
干涉天朝内政。



对《资政新篇》的评价

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

只字不提农民的土地问题；

《资政新篇》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

极反应，成为无法实行的一纸空文。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

完全违背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

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



 而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既不能避免腐化堕落，也不

能精诚团结，形成一个革命的、团结的领导核心。

“太平天国如果在这两方面不失败，士大夫的民兵

和外国人的干预，都不足以使他们失败。”

 ——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北京：中国友谊出版

公司，1998



历史教训和启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伟

大的革命潜力，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力量，但

它自身不能担当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

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农民阶级没能找到国家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