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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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

运动。

（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自乾隆中叶以来的地权集中，使得农业和农村陷入危机，农民

陷入生存困境。西方列强的侵略，进一步加剧了小农经济的破产，

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又不断将危机转嫁到农民身上，激化了农民阶

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1851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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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有强烈渴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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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

拥护。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以“伐无道、诛暴秦”来号召群众，南

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1130-1135 年）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等

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明末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相号召。

限于历史条件，他们仅提出了平均、平分土地的一般性口号，未能

提出完整的关于平分土地和建立理想社会的革命纲领。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将历代农民对土地的诉

求制度化、纲领化，颁布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包括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内容的《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中国

农民战争史上最完整的一部革命纲领。它的诞生标志着太平天国把

旧式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

1.《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田亩制度”，其基本精神是

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它根据“凡天下田天下

人同耕”的原则，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根据土地好坏，分为九等，

互相搭配，凡 16岁以上的男女都分得一份田，凡 16岁以下的人分

得半份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

多，人寡则分寡”；并提出“凡天下田丰荒相通”的调剂有无的原

则，即“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它集中表达了

亿万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迫切

愿望，并以磅礴的气魄、明确的制度规定下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

空前的。

《天朝田亩制度》是顺乎历史要求、合乎农民需要而提出的。

它的颁布，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凡太平军所到之处，农民

踊跃参加太平军，把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打得狼狈不堪、望风而溃。

2.《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还提出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洪仁玕于

1859年提出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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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精神是：保

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奖励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它是为了探索救国救

民真理而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一个新的尝试，具有进步

意义。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资政新篇》未能付诸实施。

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

点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1856年 9月，发生了太平天国内部自相

残杀的天京事变，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为挽救危局，洪秀全提

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具有军事才干的青年将领，在 1858年 11

月取得三河大捷，扭转了危局，由此稳定太平天国后期政权达 6年



之久。1864年 6月，洪秀全病故。7 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

国运动失败。

3.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

大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

统治根基。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

起义也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领袖

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

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

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英勇的斗争，使侵略

者“呼救无人”，“梦魂屡惊”。

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

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

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4.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

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

然而，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太平天国的纲领和政策带有空想性。《天朝田亩制度》

虽然在太平天国前期对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究其原因，在于它既带有在现

实社会中无法完全实现的空想色彩，也未能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



隘眼界。它设计了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一是生产资料的绝对

平均，一是生活资料的绝对平均。生产资料的绝对平均，就是平均

分配土地。生活资料的绝对平均，主要表现为圣库制度。在《天朝

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因太平军粮食紧缺，洪秀全就批准了杨秀

清、韦昌辉、石达开“照旧交粮纳税”的奏折，实际上承认了现行

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圣库制度在起义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到

建立天朝以后，也“究

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后来的实践证明，靠绝对平均主义的

办法来达到大同理想社会的方案，不仅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而

且还会阻碍社会的向前发展。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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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前后，起义领袖们以兄弟相称，物质待遇大

体相同，等级界限并不悬殊。连清朝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夫首逆

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

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从永安建制之后，太平天

国一步一步建立起带有封建色彩的农民政权的雏形。定都天京后，

等级贵贱愈加森严。太平天国颁布《太平礼制》，实行一套“贵贱

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

第三，太平天国后期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

滋生，领导集团的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

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天王洪秀

全“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东王杨秀清“自

恃功高，一切专擅”；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关系逐渐疏离，诸王

之间更是“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第四，太平天国军事战略上岀现了重大失误，比如，没有解决

好与捻军这一抗清斗争主力的关系，没有同他们结成同盟，以致丢

失了在北方赖以发展的良机，使北伐军艰难支撑直至失败；在天京

被围困的情况下死守孤城，拒绝“让城别走”，导致太平天国的最

后覆灭。

第五，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

教教义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在太

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

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力量代替农民起义者自身

的努力。

此外，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他们开始时把儒家经

书笼统地斥之为“妖书”，后来虽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

加以利用，但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儒学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原则。太平

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们不能把西

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

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这说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

还缺乏理性的认识。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缺乏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

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

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

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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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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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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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松散组织，其本身愚昧、落后，有许

多缺点，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在中国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期是难以避免的，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侵略的原始形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

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

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

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

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

质，这种认识是从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对义和团的排

外思想，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对它进行

科学分析和历史考察，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最重要的是，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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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出兵以前，帝国主义列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

八国联军出兵引起义和团强烈抵抗之后，经过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



辩论，“瓜分中国说”为“保全中国说”所代替。八国联军统帅瓦

德西在给德皇的奏议中承认：“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

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

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

之。……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

并火器而无之。”赫德也说“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

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孙中山高度评价义和团阻止

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功绩。1924年他在广州演讲时说，义

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

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