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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三民

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和明确的资产阶级革

命纲领。它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列宁曾经高度评

价“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

。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

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

国‘社会革命’、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

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

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的劳动者，相信他

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2．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思想的

核心。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

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

国，平均地权”进一步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旧三民主义。其中民权主义即“创立

民国”，就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

，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孙中山提出按照自由、

平等、博爱的精神，给国民以民权，让国民选举总统、选举

议员和制订宪法，并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绘制蓝图。这种

以铲除帝制，建立共和国为核心的民权主义，顺应了中国社

会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也解决了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政体问题，从思想上武装了资产阶级革命党



人。 3．武昌起义成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武昌起义之前，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已经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均以失败而

告终，唯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很多偶然性

因素：武昌起义发生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袖都不

在现场，没有统一领导；起义发生在清政府统治的华中地区

中心武汉。起义前夕，清政府调集兵力镇压四川保路运动，

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的局面，遂给武昌起义创造了极为有

力的条件，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但武昌起义的成功

决非偶然，它是革命形势成熟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民族资产

阶级革命派大力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发动武

装起义，使清朝封建统治动摇，并造就了新军革命党人的自

主精神；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压榨，使

人民的反抗怒潮不断高涨，奠定了革命的群众基础；“预备

立宪”的破产，使清政府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

王朝的末日终于来临。 武昌起义的枪声惊动了旧世界，振奋

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分散在各地的同盟会会员以及与同

盟会有联系的各地革命组织亦不失时机地纷纷响应。在武昌

起义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自发斗争更加迅速发展，形成了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部分立宪党人转向革命也是各省纷纷

独立的原因之一，也使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 4．辛亥革

命和中国现代化。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成为

现代化进程历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中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是走上现代化的前提。在严

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辛亥革命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努力探索一条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发展资本主义的救亡道路。 辛亥革命最直接的结果，同时也



是它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它铲除了中国封建势

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

时也迈出了中国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辛亥革

命对现代化的推动，还表现在对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辛亥革

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实业救国成为历

史的主流，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短几年内就有了显著增长

，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 5．辛亥革命与民族资本主义

的进一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

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出现短暂的春天。其原因有主观和客

观两方面，而主观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影响应该是

最主要的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

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在这一时期，

政府也制定了奖励和扶植民间商业活动的法令，民族资产阶

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

情，“实业救国”成为当时的两大社会思潮之一。于是各种

公司、发展实业的团体纷纷建立，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发

展实业，形成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大环境。另外在辛亥革

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斗争推动了“国货运动”。工商业者

开办国货工厂，与外国商品争夺市场；广大群众在革命思想

的推动下，自发的购用国货，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 6．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作用。首先促进了中

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1912至1919年八年间新增

企业总数、资本总数都超过了辛亥革命前50年的总和，发展

速度空前。其次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强，但总的来说，

仍然很微弱。再次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

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展



，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7．辛亥革命的教训。辛亥革

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伟大

的历史功绩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从根本上来讲，这场革命

是失败了。失败的标志是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资产阶级

革命派苦心经营起来的***，招牌虽在，而实质已面目全非，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在专制复辟的逆流面前烟消云散，

中国社会依然陷入停滞落后的状态。其教训是辛亥革命并没

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没

有彻底改变；在革命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

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鲜明地举起反帝旗帜，反而幻想取得

帝国主义的支持，最后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及其新走狗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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