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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懂辛亥革命历史水 

■张海鹏 

【提 要】重申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 

价了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存在的其他几种不实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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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培训部要我来做一个 

发言，我想结合辛亥革命的历史，与各位谈一点读史 

的心得。习近平同志在2011年9月1日开学典礼上讲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 

党史，是语重心长的。负责国家、地区、部门或者某 

个领域的领导干部，缺乏这方面的历史知识，他的工 

作是很难做好的。读点历史，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主 

要是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一点历 

史典故，了解一点陈年旧事。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就 

是认识近代历史是怎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么 

选择共产党的领导的。 

一

、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 

辛亥革命是一场完全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一 

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场革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 

史意义。尽管这次革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 

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是历史仍然给了它崇高的评 

价。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观察辛亥革命。 

(一)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宝座，用资产阶级的民 

主共和制度来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皇权专制制度，这 

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掀倒皇帝宝座， 

动摇了中国人对两千年来似乎千古不变的皇权统治的 

崇拜。从此以后，共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敢有帝 

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人民大众新的根深蒂固 

的信念。这就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二)辛亥革命带来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社 

会经济、教育文化、风俗观念的一系列新变化。南京 

临时政府颁布了 《临时约法》，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共和 

民主色彩和鲜明的民权宪法性质，在中国宪政史上具 

有重要的意义；辛亥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虽然还 

企图继续控制、欺凌中国，但中国民众的觉醒程度空 

前提高，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要求汇成为巨大的潮 

流，迫使当政者不能轻易对外妥协，也迫使帝国主义 

列强不能不顾及中国的民意，中国的对外关系开始变 

化，开始了国家地位缓慢回升的过程。辛亥革命后， 

出现了历时近十年的现代工业发展浪潮，现代化经济 

有所进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有明显的提升， 

从而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更宽广的经济基 

础和阶级基础；现代教育制度进一步发展，舆论的传 

播更趋普及和活跃，从而为更大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 

变革，准备了人才和舆论的条件；人们的风俗习惯、 

行为做派、交往礼节在变化，男人的辫子剪掉了，女 

人的小脚不裹了，鞠躬握手取代了磕头作揖，服装新 

样式取代了旧样式，这些看似形式的变化，实际却解 

除了人们思想的种种束缚，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 

(--)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共和民 

主取代皇权帝制，是中国历史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 

它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历史空前的。中国二千多年的 

帝制时期，皇帝换了无数个，专制的皇权却依旧，体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央党校培训部2011年学员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删减而成，并经作者本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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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层面并没有变化。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的新局 

面，中国人从此抛弃了对皇帝和皇权的仰望，不管是 

满族皇帝还是汉族皇帝!二千多年的皇权观一夕倾 

覆，当然是巨大的思想解放! 

中国人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新思想和新观念，组党 

结社，发抒己见，思想空前活跃 ，民意空前旺盛。 

1911年以前是不能组党结社，包括孙中山成立中国同 

盟会，叫会，没有叫党，但是1912年 1月1号以后中 

国冒出来很多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都是在这 

以后才产生的，正因为这样，才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和五四运动，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在 

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磅礴的气势，领导中国革 

命奔腾向前，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性任务，建立 

了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 

了闸门。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 

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毫不夸张地说，是由辛亥革命 

拉开的序幕，开启的闸门。辛亥革命后不久，虽然出 

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民众困苦的混乱时期，这 

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有如任何涉及社会根 

本变革的革命那样，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总要付出 
一 定的代价，总有个过程。从 1911年到 1949年，短短 

38年就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由乱到治的过渡 

时间并不是很长，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近代革命之后 

南乱到治的过程相比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辛亥革命的 

历史性意义及其为中国带来的历史性转折，应该有充 

分的估计与积极的评价。 

(五)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国孕育了一批新型政治 

家，包括国共两党的早期领导人。像孙中山、黄兴、 

宋教仁是中国国民党的著名领导人。孙中山作为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至今仍为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 

的早期领导人也都是直接参加辛亥革命或者经历辛亥 

革命的锻炼。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很活跃的，在 

安徽一个革命组织岳王会，陈独秀就是会长。还有朱 

德、董必武、吴玉章、毛泽东、林佰渠等等，这些后 

来都成为了我们共产党的领袖。 

(六)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性意义。辛亥革命的发生 

是国际环境下内外情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到世界形 

势的重大影响。辛亥革命是世界尤其是亚洲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击了帝 

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鼓舞了世界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 

受到韩国、越南、日本、欧美有识之士的支持。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思 

想，对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 

列宁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标志着 “地球上四分之一的 

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 

动，奋起斗争了”；而且也意味着 “极大的世界风暴的 

新的发源地已经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 

风暴以及它们 ‘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亚洲和东 

方出现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我们今天看得越来越 

清楚了。 

二、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 

(一)从成功方面看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 

1．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怀激励着后人不 

断奋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辈志十，不惜 

牺牲、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和 

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代表，激励着后人 

不断奋斗，为祖国的进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辛亥 

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像邹容、陈天华 、秋瑾、林觉 

民、方声洞、詹大悲一样的仁人志士。邹容、陈天 

华、秋瑾等等死的时候都还很年轻。 

2．孙中山提倡人民公仆的精神可以为后来者镜 

鉴。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自称人民公 

仆，提倡以人民为本位。这对于中国自有阶级社会以 

来的官场政治，对于过去官僚高高在上 、自居 “老 

爷”、视民众为 “奴仆”的上下尊卑观念，是革命性的 

突破。孙中山以公仆的精神要求 自己，同时发布命 

令，要求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员都要做公仆，这样一种 

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孙中山的公仆精神与廉洁白持， 

是孙中山也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珍贵政治和精神遗 

产。 

3．孙中山构想的国家建设蓝图仍然具有现实意 

义。孙中山胸怀建设中国的伟大理想，制定了 “振兴 

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初步蓝图。我们现在说的 

“振兴中华”四个字，第一次就是由孙中山讲出来的。 

他在 《建国方略》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建国构想，他 

提出的中国应应该 “驾乎欧美之上”的宏图，他设计 

的国家现代化建设蓝图，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是值得后人共同珍惜的宝贵遗产。 

4．辛亥革命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民族团结主张， 



为我们处理现实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辛亥 

革命是以民族革命作为起点的。毋庸讳言，革命派曾 

经提出反满的主张。在中国近代的特定环境下，以清 

朝皇帝亲贵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外屈膝，对内 

镇压，已经成为中国进步发展的障碍。不推翻以清朝 

皇帝亲贵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中国就不能实现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 

从民族革命的角度说，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 

就是推翻封建王朝，反对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身，而 

非某个特定的民族。孙中山创建共和之后，随即提出 

汉、满、蒙、回、藏 “五族共和”的主张，也就是实 

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 

族概念的提出和普及，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观念， 

是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人的宝贵遗产，在中国历史 

上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5．纪念辛亥革命有助于拉近海峡两岸的距离。辛 

亥革命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海峡两岸 

的中国人也都是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继承人。纪念辛 

亥革命和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先辈的功绩，正确阐释辛 

亥革命的历史，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 

义，可以增进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共识，拉近两岸民 

间的距离，增强台湾岛内反独促统的思想意识和力量 

凝聚，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正 

面的意义。 

6．纪念辛亥革命有助于动员广大华侨华人共同支 

持祖国的建设事业。海外华侨华人曾经以极大的热情 

和行动支持了辛亥革命，一些华侨不惜牺牲，直接参 

加了武装起义。香港、澳门地区的民众也积极支持了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对于今天我 

们团结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团结香港和澳门同胞，共 

同奋斗，建设祖国，完成振兴中华的伟业，也有着积 

极的现实的意义。 

(二)从失败方面看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 

1．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注定不 

能成功。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f生质的革命，其目的是 

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制度，推进资本主义 

的制度建设 ，从而建设如同欧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国 

家。为此，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源自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一套制度设计。在一个短时期内，这套制度表面 

上似乎也取得一定成效，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一度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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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活跃。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此路是走不通的。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掌握政权以后，他以手中的 

武力作为依靠，藐视制度，独断专行。“三权分立”、 

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等等西式民主的制度设计，在袁 

世凯这样的武人眼中，无非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摆设而已。在中国同盟会基础上组建的国民党，虽然 

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但其领袖宋教仁很快被 

暗杀，国会被解散，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孙中山不 

得不重新走上革命道路。 

此后，在中国也还有一些人不断提出并鼓吹西式 

民主的制度设想，但都无法付诸实际。事实说明，在 

中国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走西式民主的路是走不通 

的，结果只能是混乱和分裂，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根本 

的长远的利益。只有立足实际、切合中国发展的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基于辛亥 

革命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得出的科学结论。 

2．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都需要强有力的政党 

领导。辛亥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对象选择是 

正确的，革命党人也富于革命的理想，不惜牺牲的精 

神。但是，辛亥革命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历史任务，从 

这个角度说，辛亥革命又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缺乏强 

有力的政党领导，是辛亥革命失败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

。 严格说来，中国同盟会还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 

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有力的领导群体，组织松散， 

核心成员政见不同，矛盾多多。孙中山虽然是公认的 

革命领袖，但是，因为同盟会的组织结构和历史渊 

源，孙中山的领袖作用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他提出 

的政治纲领和革命 目标也不能得到党内所有人的认 

同。后来国民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更趋涣散，难以 

担当继续领导革命，完成中国近代革命历史性任务的 

责任。事实说明，在中国这样地域广大、人口众多、 

民族多样、发展不平衡、矛盾复杂、对外关系纠葛重 

重的大国，必须有组织严密、纲领明确、有坚强的领 

导群体、有眼光远大的领袖人物、能够深入民众、体 

现民众利益、带领广大民众前进的政党，才能真正领 

导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实现中国近代以来所要完成的 

历史性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的路，是 

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我们从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 

得出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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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是完成中国近代历史任 

务的出发点。辛亥革命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 

治代表领导的革命运动。因为内外种种因素的共同作 

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即他 

们在历次重要政治关头表现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 

亥革命时期，他们不敢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口号， 

不能提出切实的反帝反封建主张，从而也不能动员和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使革命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 

上，而只能是对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对国内的军阀实 

力派妥协，最终使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这样 

的军阀武人手中。事实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难以担当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性任务，不 

能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以上是我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几 

点看法。无论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 

训，也无论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性意义，还是缺陷和不 

足，都是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时所应铭记在心的，都为 

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百年历史证明：辛亥 

革命未能完成的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是由孙中山的朋友和合作者、孙中山事业 

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完成的。 

三、对辛亥革命几个不同观点的看法 

前些年有一种 “告别革命论”。“告别革命论”认 

为辛亥革命搞错了，认为康梁的改良主义是对的，辛 

亥革命是不必要的，推翻帝制也算不上功劳等等；还 

有人说，清末的改革是有成效的，当时社会呈现出一 

片朝气，辛亥革命的发生是突然的。总之，否定辛亥 

革命的历史作用，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很明显， 

这些观点，根本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想当然地发表有 

关辛亥革命历史的感想，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有人说康梁的立宪好。但切莫忘记，康梁当年主 

张的是君主立宪，不是主张民主立宪。所谓君主立 

宪，只不过是在皇权统治下，分一杯参政的羹罢了。 

这也是在当年革命潮流下，君主立宪不能实现的基本 

事实。前些年有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 《走向共和》，该 

剧的编剧认为，走向共和到今天还在走，似乎到今天 

我们还没有达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立宪。这也是一 

种糊涂见解。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人们反思：“无量金 

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正是这种反思，正是对 

中国出路的新的探索，才有新文化运动，才有五四运 

动，才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 

义在中国的实现，去继续奋斗。 

有人说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社会欣欣向荣，这完全 

是片面的观察。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还清，本 

息9．8亿两白银，每年需要付出本息1800万两，最终 

都分摊在老百姓身上。实行新政、练新式海陆军、办 

新学堂，处处需要花钱，处处捉襟见肘，处处都要摊 

派，这就使民怨沸腾，各地民变蜂起。清末社会动 

荡，人民生活不下去。 

据有人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十年间，各种反 

清起义、抗捐抗税等等反抗行为有1 300多起。这是真 

实的历史。国家危亡，社会找不到出路，统治者腐败 

无能，革命成为挽救国家于危亡、挽救社会于沉沦的 

唯一手段。说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好，不过是为 

已经崩溃的封建朝廷唱挽歌罢了。 

有人认为孙中山终生都是革命家，其他方面乏善 

可陈。这是一种片面的、不公正的评价。孙中山是革 

命家，是不成问题的，从旧三民主义到新i民主义， 

它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孙中 

山一生都在为中国的社会进步思考。他在辛亥革命后 

设计的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在今天也值得重视。 

19世纪末，孙中山在欧洲深刻了解了欧洲的社会 

主义运动。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在他看来，就是 

社会主义，就是英文的socialism。他强烈批评了资本 

主义，批评资本家，甚至主张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 

路。他非常关注民生，关注贫苦人民的生活，表示要 

为贫苦人民谋幸福。他在辛亥革命后多次演讲，都是 

鼓吹社会主义，鼓吹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他还说过，要借外国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 

义。他在辛亥革命后的每一次失败，几乎都要鼓吹一 

次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近代以来的中国 

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来源之一。轻视孙中山是 

没有理由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 

所前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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