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题：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  
信息作者：人民日报  信息日期：10-8 17:35:20    

 

    ————任仲平：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1911——2011）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近年来，诸多重大历史节点周年纪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

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由近及远，一波接着一波，画就百年中国远山近岑最壮阔的

几笔。而这波澜起伏百年历史的起点，始于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枪响。 

  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没有哪一个百年，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翻天覆地。

武昌城头的枪声，一举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

从那一刻起的百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

放，流经一个世纪的历史深河浩浩荡荡，几代人殚精竭虑，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

华民族，大踏步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尽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见彻底，尽管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未被改变，但一

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

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

门。” 

  （二）人类社会任何一场伟大变革都不会孤立于其历史阶段，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结束不足

百日，承载的是中国煌煌3000年的历史脉动。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亚特兰大宪报》就曾预言，如果这场革命成

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继承者中国

共产党带领13亿中国人民，以世界舞台的“中国奇迹”印证了这一不可限量的伟大进步。 

  今天，当皇帝的龙袍化作舞台上的戏服，鸦片的青烟消散在历史的风中，行进在辛亥一代

开启的现代中国征程上，我们更需深思—— 

  隔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辉煌历史，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

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

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

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三）历史总是擅长用偶然展开它壮阔的剧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难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权，竟然轰塌于武昌新军工兵营里

仓促引发的枪炮，正如千百年来养尊处优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现代启蒙竟是

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境遇下被动开始。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隐藏着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

现这“难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起民族痛史。

1900年，列强军队在中国的皇宫里举行阅兵，北京居民门口遍悬占领军国旗。1902年初春，西



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京城时，正阳门城楼已在战乱中彻底焚毁。为避免清王朝统治者

过分伤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个虚幻的城楼布景。 

  这个虚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实写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西方入侵这一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导致了两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凌辱下，中国

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觉醒中，传统中国开始发生“新

文明裂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历史进程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

响。 

  “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一个千年古国如何在近代工业文明标定的发展框架内自

立、自强？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再也不能延续“改朝换代”的二十

四史逻辑，而是前所未有地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晚清

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在磕磕绊绊之中已经艰难地启动了这一新的

历史进程。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甲午战争的折戟沉沙，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

日俄战争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

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

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选择革命，推翻清王朝和

封建帝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中

国命运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涌而来。 

  （四）“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

纪的沧桑兴替，只是给这历史的铁律，增添了又一个佐证而已。 

  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艰难时世，辛亥年那个普通的秋日，距中国第一个自称“皇

帝”的嬴政登基已经2130余年，距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已经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

实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觉民留下《与妻书》、与众多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为天下人谋永

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们因此不能不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考量。只有将辛亥革命置

于中国社会近三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20世纪以来这一

百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才能读懂它的追求；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未来一百年的现代

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价值。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

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

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

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渡

口”。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

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

年现代化进程。 

  （五）列宁视辛亥革命为“亚洲的觉醒”。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觉醒者们是这样一种战

斗姿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华民族最早的

一批觉醒者们，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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