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重苦难激起农民奋起反抗 



鸦片战争后，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机，首先站出来的是农民阶级。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洪秀全

1851 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太

平天国运动历时 14 年，席卷 18 个省，攻克 600 多座

城市，在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颁布了《天

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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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总是围绕土地问题提出革命的主张和口号。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 “伐无道、诛暴秦”

南宋钟相、杨幺起义

将历代农民对土地的诉求制度化、纲领化

明末李自成起义 “均田免粮”

清末太平天国运动

“等贵贱、均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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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提出了平均
、平分土地的
一般性口号

例如：



《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完整的一部革命纲领。核心内

容是“田亩制度”，基本精神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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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意义

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农

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顶峰

局限
性

一是试图将生产限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

，未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

二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具有不切实际的

空想性质



1859 年，太平天国颁布了由洪仁玕提出的统筹全局的社会发展方案《资政新

篇》，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基本精神是保

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奖励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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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意义

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合乎历史发

展的潮流

局限
性

未反映农民的土地要求，缺少实现其理

想的阶级力量

缺乏实行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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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

主观上： 太平天国的纲领和政策带有空想性

太平天国政权逐渐封建化，确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和世袭制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日益追求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

军事战略上出现重大失误

拜上帝教无法正确指导战争

客观上： 中外反动势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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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表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中国，农民具有

伟大的革命潜力

农民无法担负起领

导反帝反封建斗争

取得胜利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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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失败提出

的斗争口号，经历了“反清灭洋”

“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的变

化。“灭洋”，即反对帝国主义，

始终是其高举的斗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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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三十多年后，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际，爆发了义和团

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在粉碎帝国主义列

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

和小手工业者。虽然义和团运动失败了，但它以巨大

的牺牲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振奋了

国民精神，启迪鼓舞了后来者。

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使用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

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

攻的境地，最后惨遭失败。

义和团民在菜市口刑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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