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共和难成

正是由于看清了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

者孙中山率先举起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资产阶级革命派先

后成立兴中会、同盟会等组织，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

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

中山先生开始的。1894年 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成立了近

代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国，

创立合众政府”，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895年，孙中山回到

香港，积极在广州、香港等地建立兴中会分会，并联合多派会党绿

林，策划了广州起义。但由于内部协调失利等因素，广州起义未发

一弹便遭夭折。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后，孙中山在海内外声望骤增，

由此获得了革命人士的支持和海外援助，于 1900发动了惠州起义。

虽然这次起义也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提高了孙中山的威望，时

人称之为“谈革命者之初祖”，为他日后成为革命派的核心人物奠

定了基础。

（一）结束帝制，建立共和

1911年 10月 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

起义的第一枪。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

1912年 1月 1日夜，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建立。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 296年的清政府，建立起共和政体，

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

心，极大推动了近代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

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二）传播民主理念

1912年 3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以根

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民主性、

进步性。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庄严宣布：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同时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

律平等，人民享有七大自由权、六大政治权。七大自由权为：（1）

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2）人民之

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3）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

由；（4）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5）人

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6）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7）人民

有信教之自由。六大政治权为：（1）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

（2）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3）人民有诉讼于法院受其审

判之权；（4）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

之权；（5）人民有应任官考试之权；（6）人民有选举及被选举之

权。这些规定明确了人民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虽当时未能实施，却

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

（三）出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存在仅三个月，且国内尚处于战争状态，南北和

议未定，临时政府内部困难丛集、矛盾重重。在此艰难环境下，它

还是尽一切力量采取措施，鼓励和提倡实业。

中央政府组织方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原只规定

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后在讨论修订时，新增实业、

教育两部。1912年 2月初，实业部下达通电，饬令各省设立实业司。



实业部成立后，高度重视并积极鼓励各地创办实业。《临时政府公

报》上几乎每期都刊载有关实业的令示、纪事等。由于临时政府的

重视和鼓励，在其管辖区域内，很快就出现了组织团体、兴办实业

的高潮。南京、上海等地陆续成立“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

国工业建设会”等广大批工矿、运输、商贸、保险等企业陆续建立，

中国民族资主义开始出现蓬勃生机。

（四）改元、易服色、正风俗

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即连续颁布一系列法令法规，试图引导

民众告别旧时代，开创新生活。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改元。孙中山刚刚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即发布通电，

正式宣布改元，“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

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这一决定

意味着：延续了几千年的王朝体制，从此退出“实时”，转历史序

列，而中国历史发展由此开始进入“共和”时间。

第二，剪辫。男子“编发之制”是清朝统治的一个象征。辛亥

革命后，革命党人视“辫子”为奴性的表现，多次限令剪除，要求

男子剪掉长辫子，改留短发，军政人员不从者，一律撤职查办，士

兵等不剪者，停发军饷。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还为此专门发布

“剪辫令”。剪辫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剪辫令”虽一再展期，但

直到北洋时期留辫者依然存在。

第三，改穿中山装。清朝建立后，推行满人服制，以长袍马褂

为礼服，不仅费布料，而且穿着活动颇为不便。孙中山就任临时大

总统期间，仿照西服创制了一种穿着舒适大方的新式服装。这也就

是后来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中山装”。

第四，解放妇女。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妇女放足。缠足是中国历



史上的旧习，约始于南唐，盛于宋。清入关后，曾下令禁止缠足，

但效果不大。晚清时期，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以及戊戌维新时期的康

有为等都曾倡导过妇女放足，但从者寥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下令革除缠足恶习。从此以后，妇女放足或留“天足”逐渐成为时

尚。同时，一些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女性积极要求参加革命。于是，

起义军中就有了“女子北伐军”“女子敢死队”“女子同盟会”

“女子参政团”等，一时颇引社会关注。

第五，改良风俗。其中，改变称谓和废除跪拜礼最具象征意义。

孙中山下令革除前清官厅称呼，在各省代会议上即提议废除跪拜礼，

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高规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

表赞成。

这类举措处处渗透着民主共和与人权平等的精神，使民主共和

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整个社会也开始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

由于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和政治上的

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明确的反

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

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

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建国方案行不通。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深渊。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因为他们代表

大地主大官僚利益，对外出卖国家权益，对内实行独裁盘剥压迫、

镇压民主革命运动，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互相混战，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巨大灾难。

小结：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

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

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

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

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中

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