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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百科竭诚为您答疑解惑！第七讲近代中国人民对中国出路

的艰难探索 冲刺要点归纳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实

现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其中有地主阶

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

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

。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都失败了。无疑，其进步的主张

和失败的教训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的未来

提供了历史的范例。当然，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着就民主

主义革命的终结。自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 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近代中国，一步步变为半封建半殖

民地过程，也是中国人民进行不停地反侵略和对中国出路进

行不屈不挠的艰难探索的过程。尽管都失败了，但也留下了

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一、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

述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

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

主义的日本之间的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这是毛泽东在其著述中第一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

完整概念。此后，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

国共产党》中，不但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一完整概念，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这一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



特点，指出：“自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一步

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变成了

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二、近代中国人民

反侵略战争和对中国出路探索的过程 （一）人民群众与爱国

官兵反侵略的战争 1、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2、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

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3、反侵略战争的失败

原因 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

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

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

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二）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 1、林

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则徐是近代

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43年1月，魏源在《海国图志》

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

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2、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

） （1）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对洋务派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

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

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

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

，特指”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特

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主要的是所谓”长

技”。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

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



前者来支配后者。 （2）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第一，兴办军用

工业以自强。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

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第二，兴办民用工业

以求富。洋务派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

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

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

制的。第三，建立新式海陆军。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

舰船八九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

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第四，创办新式学

堂，派遣留学生。 （3）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洋务

运动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洋务派继承了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

的主张，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第二，

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第三，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

变。 （4）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

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

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洋务

运动具有封建性、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

腐朽性。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3、资产阶级维新派 （1）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19世纪70年

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

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

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

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其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



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

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

义。 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

“救亡”的口号。 （2）戊戌维新运动 第一，以康有为、梁

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采取向皇帝上书（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

的”公车上书”）、著书立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介绍外国变法

的经验教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

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设学堂（康有为主持

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办报纸（

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

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 第二，维新派与

守旧派的论战。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

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三个方面展开。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

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第三，昙花一现的百日

维新。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

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

开国会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

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改良方案。1898年的”百

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

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新政措施大都

被废除。 第四，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是



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客观原因是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当时民族资本主

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

。主观原因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后者

的主要表现是：第一，维新派希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

又从根本上不敢否定封建制度，甚至把实现改良的全部希望

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第二，维新派虽然大

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

第三，更致命的是维新派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

仇视人民群众。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

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

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

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4、

资产阶级革命派 (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

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

命派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 （2）《资政新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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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

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

。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

史特点。 （3）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第一，孙

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喊出了“振兴中华”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二，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

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

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于善意的



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

，就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

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

同之处。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第一，资

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工作主要有：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

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邹容写了《革

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号

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

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

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

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 第二，从1904年开始，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有华兴

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

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

力量。 第三，组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20日，孙中

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

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日常工

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

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

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三民

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

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

为三民王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



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

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5)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在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

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各自分别以《民报》、《

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

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

清王朝；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第三，要不要

社会革命。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

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

势的发展。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

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

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

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他

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

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他们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应该

改革的问题也是语焉不详，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

为已有”。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

命的进程和结局。 三、辛亥革命及其局限性 1、对辛亥革命

成功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首义。其中

，武昌首义是由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

发动的。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3

月1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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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约法》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

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南京临时政

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告友邦书》中

，就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一切

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提出

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

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

土地和财产。 3、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

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

洋军阀反动政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

挽救共和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斗争。 首先孙中山发动了”二次

革命”。 其次，蔡锷发动”护国运动”。1915年12月25日，

即袁世凯准备“登极”前一周，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

”，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次年3月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

死。 再次，孙中山举起了”护法”旗帜。皖系军阀头子段祺

瑞掌握北洋政府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

了”护法”的旗帜。但”护法”的口号在群众中缺少号召力

。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想

依靠南方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是行不通的。 但是，孙中山

并没有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应当说，护法运动的失败不仅

是孙中山个人的失败，也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

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它表明，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

进了。 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教训及其局限性（辛亥革



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辛亥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由于中

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革命的结果。从主观上看，这场革命失

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提出彻

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和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

，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

，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

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

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

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