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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 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

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今

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

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

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

治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

至的年代，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痛切感

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

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辛亥革

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

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

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

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

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声疾呼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

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

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

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

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



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

言。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

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

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辛亥

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

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

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

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

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

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

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

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

民尊敬和纪念！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

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 辛亥革命后，接受

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

救民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

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

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出现焕然一新的

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

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

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

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

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

线。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



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新形

势，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共

同努力、继续奋斗。经过２０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

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

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

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

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

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

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

事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奋斗

，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

辉煌篇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豪情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孙中山先生振

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

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

景。 同志们、朋友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

们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团结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



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

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

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

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

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

结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总结世

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

，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

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

，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

实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

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１００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

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创造

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

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

的职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

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

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

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

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

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

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

一个大责任。”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

加强劲，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

在一起。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

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

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

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当今

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 孙

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



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以和平

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

本利益。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增强反对

“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促进两岸同

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

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

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

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同志们、

朋友们！ 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

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

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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