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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B2_E5_AD_A6_EF_c73_113055.htm 第六章 北洋政局与社

会革命第一节 北洋军阀的统治一、袁世凯独裁专制“二次革

命”被镇压后，袁世凯加速了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的步伐。

（一）做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突击制定了“

总统选举法”。10月6日，实行国会选举。逼迫议院终于“选

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先

后以种种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1914

年1月10日，袁世凯公然下令取消国会。（三）废除《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1914年5月1日，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

袁世凯同时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2月，袁世凯

又抛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四）掀起尊孔复古的逆

流1912年9月，下令尊崇伦常。1913年颁布“尊崇孔圣”的通

令。1914年决定恢复祀孔。亲自祭祀孔庙。（五）建立洪宪

帝制1．出卖国权，换取帝国主义对其称帝的支持接受日本提

出的“二十一条”。2．鼓吹帝制1915年，美国人古德诺发表

《共和与君主论》，指出共和体制不宜于中国国情；有贺长

雄（日本人）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3．组建“筹安会”

，掀起请愿实行君主制的风潮。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

培、李燮和、胡瑛。筹安“六君子”。呼吁实行君主立宪4．

正式称帝1915年10月，颁布《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提出

由国民代表来决定国体。12月11日，参政院开会，各省国民

代表全部投票拥护君主制。12日，袁世凯承认帝制。31日，

下令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为了反袁的独裁统



治，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二、北

洋军阀的权力争夺（一）军阀割据北洋军阀集团在袁世凯死

后分裂为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日本）；以冯国

璋为首的直系（英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日本）地方

军阀：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粤系、黔系、湘

系、川系、晋系（阎锡山）、“定武军”(“辫子军” 张勋屯

兵徐州)等。（二）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指以黎元洪为

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军

阀政治集团。“府院之争”实质上反映出美日在中国的争夺

。1917年段祺瑞武力倒黎。（三）张勋“丁巳复辟”丑

剧1917年6月，张勋率3000名辫子军进京赶走黎元洪。7月1日

，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恢复清朝旧制。孙中山在上海发表

《讨逆宣言》，号召反对复辟。段祺瑞趁机讨伐张勋。复辟

丑剧仅12天，便以失败告终。段祺瑞以“讨逆”有功自居，

再度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重掌北京政府的大权。（四

）段祺瑞的统治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

，对德、奥宣战。借“参战”为名，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

，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总计3.86亿日元（“西原借款”）。

段祺瑞重新执政后，在政治上大搞专制活动。第二节 反对北

洋军阀的斗争一、白朗起义白朗，河南宝丰县人。辛亥革命

期间在宝丰一带进行反清斗争。袁世凯夺取政权后，开始反

袁。1913年夏斗争至1914年8月。组织“扶汉军”。（“公民

讨贼军”）。它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低潮时规模最大的一

次武装起义。二、孙中山组建中华国民党 1914年7月在东京成

立，孙中山自任总理。颁布《中华国民党总章》。创办《民

国杂志》。 1914年8月黄兴等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



人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反对袁世凯，主张“缓进”

反袁。三、护国战争1915年－1916，蔡锷、唐继尧、李烈钧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仍要做大总统

。1916年5月，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

务尽”。6月6日，袁世凯这个独裁者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

病死。四、护法运动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卖国独裁行为，孙中

山于1917年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

继尧为元帅，建立了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抗的南方政权，

开始了“护法运动”。但是，西南军阀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

继尧等以护法为名对抗段祺瑞，扩充势力。1918年5月，西南

军阀准备与北方妥协，取消大元帅制以排挤孙中山。5月21日

，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运动宣告失败。护法运动的意义和

局限。第三节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

展（一）表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提倡国货和振兴实业

，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地位大有提高，北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

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及各种法令、条例，加之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欧洲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事，放松了对中国的

经济侵略，由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入了一个难得

的黄金发展期。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

伴随商业的兴起，一批大型资本集团应运而生。（二）特点1

．趁“一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较短暂。2．集中在轻工业。

面粉、纺织、五金、针织。3．虽然出现了上百万元的大公司

，发展较快的还是中小企业和工场手工业。4．即使在“一战

”期间，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二、工人阶级的成长

中国的工人阶级，自19世纪中叶产生以来，不断成长壮大。

辛亥革命前不超过60万。到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



到200万左右，到1927年前后已增加到约300万。除了产业工人

以外，还有一大批手工业工人。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具备世

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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