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三 章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已经

成熟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决不能把革命

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

“任何地方发生社会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

会要求,而腐朽的社会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

                                              --------马克思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社
会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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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1905 日俄战争。俄国将大连、旅顺

租借地以及相关权益转让日本；

1903-1904年英国发动了对于中国西藏的

侵略，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

1902-1903年，美英日三国先后和清政府

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使得英美日扩

大了对华商品输出的权利。



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投资1.09亿美，1914

年达到了9.61亿美元。

1902年以前列强强借给中国的铁路借款不

过4800多万美元，1903-1914就达到2.05

亿美元。

 



　陈天华《猛回头》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人民群众的反抗与社会矛盾的尖锐 
  20世纪初，一个轰轰烈烈的收回铁路、矿山利
权的运动开展起来。 

• 1905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
斗争

• 浙江、江苏人民争得商办苏杭甬铁路的胜利

• 1907年四川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

• 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

• 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

• 1908年收回山西矿权



保路风潮 

遍布各地的抢米风潮

各地会党也纷纷起义

工人阶级发动罢工运动 

z 1902一1911年，全国各地此伏彼
起的民变多达l300余起，平均每
两天半发生一次。

为辛亥革命的爆
发创造了客观的
社会环境和群众
基础



z 为了摆脱困境，

z 1、政治方面：改革官制，设立内阁

z 2、经济方面：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z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建立新军

z 4、文教方面：废除科举，育才兴学

（二）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清朝国歌

 巩金瓯，承天帱，

 民物欣凫藻，喜同袍，

 清时幸遭，真熙臬，

 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保牢疆土，靠老天庇佑，

 百姓欢欣鼓舞，庆幸生于清平盛世，

 真是幸福吉祥，心情舒畅，

 大清帝国有上苍保佑，

 象天不会坍下，象海不会枯干。



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

立宪有三大利：

 “皇位永固”

 “外患渐轻”

 “内乱可弭”



 清末新政只是洋务运动的继续

 以貌不以心新  以浮不以实新

 以外不以内新  以伪不以真始



孙中山曾满怀信心地说：

“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

熟。”

“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

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

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

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

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

免于倾倒吗?"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及其活动

1、阶级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及

队伍的壮大

民族资产阶级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

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新发展：

第一，设立厂矿的数目和投资额的增加。

第二，发展较快的是轻工业，其中以棉纺

　　　　织、面粉加工等行业最为显著。

第三，设厂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江浙、两湖

　　　　和广东三地，三地区共设厂251家，

　　　　占民族资本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在增长 



青年时代的孙中山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2、思想准备：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

名文，字载之，号日新，改号逸仙，乳名帝象。
被奉为国民政府国父。

1894年创办兴中会；

1905年8月被推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创立了三
民主义学说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4年组织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国民党，
1924年再次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5年3月12日去世；1929年6月1日奉安于南
京中山陵。



         孙中山
1、1894年，上书李鸿章，

提出“人能尽其材”、“地

能尽其利”、“物能尽其

用”、“货能畅其流”的主

张,希望实行改良措施； 

“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也”。

2、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

组织兴中会——近代中国第

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当时李

鸿章是识时务的大员；

---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了上海

---所有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个时

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积极筹

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

          ---陈少白  《兴中会革命史要》



          章炳麟（1869—
—1936)，号太炎，
浙江余杭人。国学
根底很深。早年受
改良思想影响，曾
参与维新变法的宣
传活动。戊戌变法
失败后，开始倾向
革命。 





   人物简介：章太炎出生于书香门第，有藏书楼，家中

还有医学家传。

　　鲁迅在《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章太炎：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

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

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

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邹容（1885——
1905），字蔚丹，
四川巴县人，出身
于富商家庭。1902
年赴日留学，积极
参加革命活动。
1903年回到上海，
发表了《革命军》。 



 他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具体方案，

他的《革命军》翻印二十几版印数超过百万；

 孙中山念他“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之功，1912

年3月29日下令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

 鲁迅先生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

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

的《革命军》。”



          陈天华 （1875——1905)，

字星台，湖南新化人。家境清贫，

15岁才入塾读书。1903年3月赴

日本留学，旋即投入留学生的爱

国革命活动。1903年夏至同年冬，

他先后写成了《猛回头》、《警

世钟 》。



东亚风云大陆沉，

浮槎东渡起雄心。

为寻富国强兵策，

强忍抛妻离子情。

              
吴玉章



蔡
元
培

组织华兴会  两湖 组织光复会 东南地区 

3、组织准备: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



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
某，驱除鞑虏，恢复
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倘有贰心，神明鉴
察。      

檀
香
山
兴
中
会
盟
书

兴中会——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有统一的革命纲领

 有自上而下的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

 有全体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

 主张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政府



 

 1905年中国同盟会  

 1912年国民党

 1914年中华革命党

 1919年中国国民党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



4、舆论准备：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

（革命与改良）



论战的内容

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

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

要不要社会革命，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要不要革命：

   改良派：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
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
“亡国灭种” 。

   革命派：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

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

“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改良派：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

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

实行，非亡国不可。

   革命派：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

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

出路。



 要不要社会革命  

   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

地权。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

土地问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革命派：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

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必须

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



辩论基本上澄清了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是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通过这场大论战，揭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划清了

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进一步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舆论准备。

论战的意义



     1905年11月，
在《民报》发刊词
中，孙中山将同盟
会的政治纲领概括
为三民主义，即民
族主义、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二、三民主义学说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一）民族主义：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二）民权主义：建立民国

（三）民生主义：平均地权



  三民主义的理论基本来自美国
林肯总统的:
by the people、    民治
of the people、    民有
for the people   民享
但又根据中国的国情有所创新 



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

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

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孙中山



     1、主要内容：

       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
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

       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
的基本原则

（一）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2、积极意义：

   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民族反抗思想

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思想，直接反映了资产

阶级的民族觉醒和政治愿望；

   它将反满和争取民族独立结合起来，主张

推翻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政府，间接地反映

了中国人民反帝和民族解放的要求；

   它主张民族平等，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

隔阂，孤立了清政府，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



3、历史局限性

     缺乏明确彻底的反帝内容

     带有大汉族和种族主义色彩



  （二）民权主义：“创立民国” 

      即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国，完成政治革命。

   民权主义是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



1、主要内容：

    根本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资产阶级共

和国；

   建立与新国体相适应的的政体。以总统

议会为组织形式和以宪法为指导的国民政府



2、积极意义：

   它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

   它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

主要矛盾，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

帝制，渴望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



3、历史局限

   缺乏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封建内
容，未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
因此未能扫除封建暴政的社会基础；

    缺乏彻底实现人民权利的重要内
容

 



  （三）民生主义：“平均地权”

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其目的是防止资本

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与对立，达到社会革

命的目的。



积极意义：

 触及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

历史局限性：

 把民生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反对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地主之田



主观社会主义

“不经过农民大革命，而只是通过国家

收购的改良政策，达到土地国有，实行

平均地权，在封建势力根深帝国的中国

只能是空想” 

                     --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