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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成功和
失败

辛亥革命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不能简单
地绝对地说它的一个方
面，而忽略它的另一方
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中所说：“辛亥革命有
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
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
皇帝。但后来失败了，
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
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
世凯代替了孙中山。”
如果只看到它的一个方
面而看不到它的另一方
面，就是片面的、不符
合客观实际的。

先来谈谈它的胜利
的方面、成功的方面，
值得我们隆重纪念的方
面。曾经亲身参加孙中
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
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
命30周年时写道：“对
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
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
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
的，这并不足怪，因为
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
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
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同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
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民
主。”中国共产党对辛
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作了
很高的评价。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指出：“1911年10月
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
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
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
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
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
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
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
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
了 反 动 统 治 秩 序 的 根
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
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
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
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
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
道路。”这是一个鲜明
而中肯的评论。

具体地说，它的成
果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在
政治上把原有的反动统
治秩序打乱了。中国封
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
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
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
统治秩序保持稳定的重
心所在。几千年来都是
如此，辛亥革命突然把
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
动统治秩序就乱了套。
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
不过百日便破灭流产。
张勋扶溥仪复辟，倒得
更快。从北洋军阀到南
京政府，像是走马灯似
地一个接着一个登场，
都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

一 的 稳 定 的 统 治 秩 序
来。这自然便于人民革
命斗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辛亥革命把
历来被奉若神明的君主
专制制度一举推翻，建
立起共和政体。中国这
种政体建立后，制定了
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
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这部法律第二
条规定：“中华民国之
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尽管“民国”只是一块
招牌，国家主权并不真
正“属于国民全体”，
但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
块招牌还是有区别的，
人们开始认为自己应该
是国家的主人了。只要
比较一下，甲午战败后
的“公车上书”只是一
百多个举人要通过都察
院把他们变法维新的意
见转呈皇上，还没有被
递上去；而巴黎和会时
为了山东问题发生了席
卷全国的群众性五四爱
国运动。相隔仅仅二十
几 年 就 有 这 样 巨 大 的
变 化 ， 也 许 可 以 说 ：
没 有 辛 亥 革 命 ， 不 大
可能在这时出现如此规
模的群众运动。也曾参
加中国同盟会的董必武
写道：“民主运动已自
辛亥革命开辟途径，不
管途中有何阻碍，它必
要 达 到 目 的 ， 才 会 停
止。”

第 三 ， 辛 亥 革 命
也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
到 一 次 大 解 放 。 皇 帝
以 前 被 称 作 “ 奉 天 承
运”的“天子”。人们
从小就被灌输“天地君
亲师”的观念，仿佛它
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
侵犯的。打倒皇帝，一
般人是想也不敢想的。
如今，连皇帝都可以打
倒，那还有什么陈腐的
东西、不合理的东西，
不可以怀疑、不能够打
倒呢？亲身参加辛亥革
命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
的前一年写了一篇《偶

像破坏论》，说：“其
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
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
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
迷信他，尊崇他，才能
够 号 令 全 国 ， 称 做 元
首。一旦亡了国，像此
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
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
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
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
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
粪 缸 里 ， 看 他 到 底 有
什 么 神 奇 出 众 的 地 方
呢！”这种破除迷信的
思想一旦深入人心，对
不久后的五四运动以至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起
着摧陷廓清的作用。

前人的业绩，是后
人不容遗忘的

全国的革命形势发
展得极为迅猛。这是极
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
会危机的必然产物。武
昌起义枪声一响，革命
烽火迅速传遍全国，统
治 中 国 2 0 0 多 年 的 清 朝
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轰然
倒塌，新生的共和国在
一片欢呼声中诞生。可
是，透过表面上一派热
烈景象，不难看到在它
背后存在着严重危机。
革命刚刚取得第一步的
胜利，革命营垒内部立
刻出现一派分崩离析的
混乱景象。以富有反动
政治经验的袁世凯为代
表的旧社会势力，在形
式上做了一点化装打扮
后，以逼迫清皇帝退位
为交换条件，建立起北
洋军阀的统治，控制住
局面，然后反扑过来，
使革命党人遭受惨重的
失败。亲身经历过这段
令人痛心岁月的毛泽东
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中回忆道：“多次
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
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
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
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
们 活 不 下 去 。 怀 疑 产
生 了 ， 增 长 了 ， 发 展
了。”

为什么辛亥革命不
能巩固它的胜利反而陷
于失败？从当时的先进
分子方面来看，存在着
三个根本的弱点：

一是没有科学理论
的指导。对中国的社会
情况和各种社会力量没
有正确的了解和分析，
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
主张。很多人把革命的
目标几乎全集中在反对
清王室上，认为“清室
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因 此 ， 当 清 王 室 一 宣
布 退 位 ， 民 国 的 招 牌
挂了起来，许多人便认
为革命已经成功，不需
要再从事什么革命工作
而陷于四分五裂或相互
倾轧争斗。甚至认为只
要袁世凯能逼迫清王室
退位，就可以让他来当
民国总统。等到袁世凯
站稳了脚跟，控制住局
面，立刻翻过脸来，对
原革命党人进行镇压，
革命便失败了。

二 是 缺 乏 深 厚 的
群众基础。革命党人在
辛亥革命期间也在一定
程度上做了发动群众的
工作，主要是在青年知
识分子、会党、新军、
华侨中做了一定的宣传
工 作 和 组 织 工 作 。 他
们 中 的 不 少 人 为 革 命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博
得广泛的同情。因而，
在武昌首义之后，革命
得到各省响应，取得重
大成功。但是，他们没
有依靠并发动占中国人
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
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
民同他们相脱离了。这
样，革命党人便缺乏深
厚的群众基础，在帝国
主义和军阀势力面前显
得软弱无力，当反动势
力站稳了脚跟，反扑过
来 ， 他 们 没 有 力 量 抵
抗，从而走向妥协或失
败。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二）

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
立。图为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军政府挂起
象征十八省团结一致的十八星军旗（资料照
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