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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80周年。 

  80年以前，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由武昌革命党人在与外界很少联系，准备又不充分的
条件下，始举反清的义旗，发动突然袭击，驱逐清朝官吏，攻克武汉三镇，成立军政府，与清军展开战斗。武昌起义，如春雷乍起，万象复苏，
各省闻风响应，纷纷宣告独立。革命风潮，鼓荡全国，不可遏抑。工农和青年群众满腔热情，奋起斗争；对革命一向心存顾虑的立宪派，也加入
反清营垒，甚至许多旧官僚、旧军官也为大势所迫，不得不顺应形势，反动阵营迅速分化。曾几何时，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众叛亲离，
迅速瓦解，末代皇帝不得不宣布退位。中华民国诞生，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并成立参议院，制定了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干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其成果是极其伟大辉煌的。封建皇帝历来是反动统治的核心，是至高无上的神圣
权威，皇帝的倒台使人民懂得了皇帝是应该也可以打倒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和统治信条发生了根本动摇。和清朝专制政府相联系的一些陈旧
体制、封建陋习如等级制度、官场礼仪、苛酷肉刑、尊卑身份以至缠足、蓄辫、服饰等等，都遭到了重大的冲击，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
一次解放，社会风气有了很大进步，民主、共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列宁热烈地歌颂辛亥革命是“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如果
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
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辛亥革命是由历史和社会的长期发展所准备好的，是无数革命烈士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得来的革命成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派
从起义以后，保持十分有利的态势。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一齐转变，反对清政府，致使清朝出入意外地迅速灭亡。胜利的到来看起来那样迅速、
突然、轻而易举。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陶醉于巨大的胜利中，天真地以为清朝已经推翻，革命已经成功。从此，致力于建设，必能使
国家迅速走向繁荣、富强。他们匆忙地搬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企图按照欧美国家的模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并
没有估计到前进路上还会有丛生的荆棘和湍急的险滩。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由局部、片面的认识走向比较全面、完整的认识，中国
人民对革命的认识同样经历了这样漫长、曲折的过程。辛亥时期的革命派把妨碍中国前进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并没有清楚地认
识到站在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革命迅速胜利后可
能出现倒退、篡权、复辟危险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孙中山等一部分革命者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正在规划筹资集款，建造铁路，
兴办实业；宋教仁等一部分革命者醉心于议会政治、责任内阁；也有的革命者功成身退，转而研究学术；还有的革命者迷恋金钱、权力、地位，
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沦为他们的附庸。于是，随着辛亥革命胜利而来的是革命阵营的急剧分化和革命的迅速退潮，国家的权力机构和军事力量保
留在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手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当袁世凯集权于一身，向革命挥舞屠刀，革命派才憬然觉
悟，奋起抗争，发生了所谓“癸丑之役”的二次革命。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不利的逆转。反袁起义失败了。这次起义是辛亥
革命的继续，是孙中山等力图挽救革命的尝试，它的失败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已无力领导革命向前发展，新兴的无产阶级行将肩负起革命领导的
重任。 

  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直至彻底胜利，其根本原因决定于中国的国情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十分强大、顽固，竭力阻碍中国进步，中国没有改良、请愿和进行议会合法斗争的条件，
而必须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革命不可能迅速成功，而要进行长期的战斗，通向胜利的道路漫长、曲折而艰难。
在这种国情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难以将革命引向胜利。 

  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故有革命的积极的一面。但中国资产阶级本身，
很多由官僚、地主、买办转化而来，他们的工厂、企业、矿山在资金、技术、原料、机器、市场等方面又要依赖帝国主义，因此彼此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有利益一致的一面，特别在辛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信任民众，发动民众。
但当人民力量壮大，群众运动空前高涨，资产阶级又会担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正是这种两面性、软弱性使得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
往瞻前顾后，犹豫妥协，使得革命功败垂成，半途而废。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软弱性反映在它的政治纲领上。革命派提出了三民主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救国的正确方案，起了动员民众、推进
革命的作用，但也明显存在局限性。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着重于国内的反满，忽略了反帝，甚至对帝国主义抱幻想；其民权
主义着重于废除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而不把政权真正交给人民，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其民生主义，采用英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实现土地
国有。就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其实际意义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而不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旧三民主
义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是当时的时代和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性格所造成的。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软弱性，不能正确地分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因此也就不能明确地分清敌友我，甚至以敌为友、敌我颠倒，
不能够集中力量打击革命的主要敌人、在组织上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形成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去冲击反动营垒。在斗争形式上，没有
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不能也不敢把武装革命进行到底。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同盟会，组织散漫、纪律松弛意见分歧，缺乏思想上、行动上的一
致；其内部隐藏着不少不坚定分子，当革命失败，萎靡消沉，甚至投敌转向，致使同盟会分崩离析，失去领导作用。孙中山先生在失败后进入痛
苦而深刻的反思，觉察到了同盟会的种种弱点和弊端，曾经改组同盟会、国民党。他在革命低潮时期并不气馁，坚持斗争，在黑暗中探索前进，
表现了革命领导者高瞻远瞩而又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后来，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走上了新三民主义的正确道路。 

  80年前的辛亥革命，既有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也有其局限与不足。立足今天现实，回顾既往，并不是去苛求和指责前人，而是求得对这场
革命更真切、更深入的理解。当时革命派的思想和行动如何受环境、传统阶级的制约？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他们在面临一些
重大问题时何以趑趄疑虑、止步不前？历史研究正是通过对无限丰富、生动具体的事件、人物、过程加以科学的概括和客观的评判，去揭示规
律、吸取经验、增长智慧。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阶段性和连续性，人们只能完成当时条件下所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把尚未成熟的课题留给后人
去解决。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无产阶级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组



织，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它从建党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指导，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为最高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逐渐探索到革命的新路，即在民主
革命中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团结最广泛的革命力量，牢固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后顺利地过渡到社
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二十八年的漫长岁月中，即是遵循从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英勇奋斗、备历艰辛、不断前进，终
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所以能走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路，既是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马列主义的传人和共产党的诞生，革命的主
体发生的重大变化，随之，革命的思想纲领、目标方式、战略策略出现了全新的飞跃，也是鉴于辛亥革命所暴露的种种矛盾和失误导致革命的失
败这一历史教训。真诚的革命者不得不重新思索，改弦更张，放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本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经历了苦难而漫长的里程，几百年的原始积累，血与火的殖民侵
略，残酷的阶级剥削与奴役，资本主义发展史即是一部劳动人民的血泪史和资本家的并吞掠夺史。在欧美国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曾使人类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当欧美列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国际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时，殖民地落后国家再要走欧美国家的老路已十分困难，通
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变得非常狭窄。列强争霸和瓜分世界，不允许亚非拉国家挣脱奴役的锁链，插足于他们的行列中。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不可能像当初的欧美国家那样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既不甘心在经济上失去广大的市
场和丰富的资源，又不愿意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千方百计反对中国的革命，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中国国内，在革命斗
争中迅速壮大的工农群众已经认清楚了当年被誉为“理性王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血腥本质，他们也不允许在中国土地上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剥削
制度，把自己和自己的兄弟姊妹当作牺牲品绑上资本主义的祭坛。资本主义在中国失去了正常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失去了必要的支持和对群众的
吸引力，这就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的国情。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值此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我们在纪念这次革命伟大功绩，缅怀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时，要反思这次革命之所以成功和所以失败。何以当时中
国的先进志士毅然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后所得出的结论，是
根据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所进行的历史性选择。由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终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新中
国得以诞生。 

  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扎根40多年，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巩固。当前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正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相信：我国的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先辈们梦寐以求的振
兴民族、发展中国的理想定能够实现！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199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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