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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的中國 

1644 年，清朝順治皇帝入關，結束了明朝的統治，建立大清帝國，奉行閉關鎖國的

政策。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個朝代的盛世，清朝國力開始向下。而西方的資本主義

國家於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工業革命，蒸氣機的發明，使生產力大為發展。 

鴉片戰爭以前的世界與中國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過長期緩慢發展後，正處於迅速上升的階段。歐

美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工業革命，生產力大為發展，必須為產品尋找出路。特別是英國，

開闢新的商品市場便成了英國資本家極其強烈的要求。正當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世界資本

主義急劇發展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古老的封建國家。在這個社會裡，以小農業與家庭

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佔主要地位，它的生產方式和生產規模，長期停留在原來的基

礎上，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範圍，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並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

國家捲入世界經濟漩渦之中，它就不能存在與發展。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必然要

把中國拉進世界市場，那是毫無疑問的，而中國的大門由當時世界第一個資本主義強國

來打開，也決不是偶然的。 

鴉片戰爭 

十八世紀末，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居於出超，每年有大量茶、絲出口，而進口的手工

業品為數不多。英國是對華貿易最大的國家，1781 年至 1793 年全部輸華工業品，總

值才 1,687 萬銀元，只及當時中國輸英茶業價的六分之一。為了彌補中英貿易的巨大差

額，英國政府於是挖空心思，不擇手段地大量發展鴉片貿易。 

鴉片作為藥材，中國每年有少量進口，但在英國政府的提倡下，進口量激增；1831

年就達到一百多萬箱。吸食鴉片的人超過 200 萬。中國由出超變為入超，1821 年至 1840

年間，英國平均每年從中國運走五百多萬銀元，相當於清朝政府每年總收入的十分之

一。 

由於鴉片走私的猖獗，引起大量白銀外流，使清政府感到問題嚴重。道光十九年(1839)，

林則徐奉命到廣州禁煙。1839 年 6 月 3 日至 25 日，林則徐將繳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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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萬多箱鴉片，共 200 多萬斤，在虎門當眾銷燬。但當時的英國商務監督懿律破壞中

國禁煙運動，不惜發動鴉片戰爭 

1840 年 6 月，以懿律為司令的英國「東方遠征軍」，包括多艘艦隻和四千士兵陸續從

印度到達中國，封鎖珠江口後，沿途攻廈門、陷定海，於七月底到天津海口。 

1841 年 6 月英國再派璞鼎查（即後來香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揮軍進犯中國，佔領

廈門、定海、鎮江、寧波等地。 

1842 年 6 月，璞鼎查進犯長江，攻陷上海、鎮江。8 月初開到南京海面，清政府被

迫投降。 

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與英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於停泊在揚子

江面上的“皋華麗” （HMS Cornwallis）艦上簽訂。中英雙方簽訂的《南京條約》共

十三款。 

主要內容有：割讓香港島、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通商、賠

款 2,100 萬元(鴉片煙價 600 萬元，英商 300 萬元，英軍軍費 1,200 萬元) 。   

1840 年 6 月，以懿律為司令的英國「東方遠征軍」，包括多艘艦隻和四千士兵陸續從

印度到達中國，封鎖珠江口後，沿途攻廈門、陷定海，於 7 月底到天津海口。 道光皇

帝派出琦善與英人談判，琦善私下與當時擔任英國駐廣州商務總監的義律達成《穿鼻草

約》，割讓香港和賠款 600 萬元。這個草約最後都沒有簽訂，而雙方政府亦沒有同意這

個草約。 

1841 年 6 月英國再派璞鼎查（即後來香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揮軍進犯中國，佔領

廈門、定海、鎮海、寧波等地。1841 年 6 月英國再派璞鼎查。 

1840 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新的威脅來自海上，列強

湧向亞洲大地，爭奪地盤和利益，衰敗的大清皇朝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面臨

「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無能應對，「江海各門戶洞開，己為我與敵人公共之地」。 

《望廈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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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年 7 月 3 日，美國專使顧盛與兩廣總督耆英在澳門附近望廈村簽訂《中美望廈

條約》。這是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通過此約，美國不僅獲得了英國在《南

京條約》及其附約中所攫取的一切特權，而且 

一、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範圍； 

二、進一步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由英國的所謂“秉公議定”到須經美國領事官

“議允”； 

三、規定美國兵船可以自由闖入中國領海，任意到中國各港口“巡查貿易”； 

四、允許美國在五口建立教堂、醫院等。 

條約最後一款還規定 12 年後修約，為日後向中國勒索新的侵略特權預埋了伏筆。此

外，條約還同樣規定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如中國日後給他國以某種優惠，美國應一體均

沾。 

《望廈條約》的內容，是對《南京條約》的擴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獨

立。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1887 與葡萄牙簽署，已於 1928 年由國民政府宣佈期滿，其後在同年 12 月 27 日，

國民政府與葡萄牙簽訂《中葡友好通商條約》，澳門的地位與界址問題沒有被提及。但

當時雙方以秘密召會所達成的默契，《中葡友好通商條約》並不廢除《中葡和好通商條

約》，只對其中條款作出修訂，結果保留了有關澳門地位的條款。條約主要內容有 

一、中國仍允葡萄牙永駐和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 

二、葡萄牙得派公使駐北京和在通商口岸設領事； 

三、葡萄牙取得領事裁判權； 

四、葡人可享受中國已給或將給其他國家的通商特權，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買土地、

建造房屋、設立教堂等權利。 

《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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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強迫清政府訂立南京條約，取得香港島，賠款和一系列特權後，仍然不滿足，於

1856 年 10 月，在當時的港督寶齡支持下，藉著「亞羅號事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

爭。 

1860 年英法聯軍侵佔北京，同年 10 月 24 日，清政府被迫簽訂《北京條約》，把界

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及昂船洲割讓給英政府。 

 《北京條約》共 9 款：確認中英《天津條約》仍屬有效、開放天津為商埠、准許英國

招募華工出國、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給英國、中英《天津條約》中規定的賠款由 400

萬兩增至 800 萬兩。 

清政府經過鴉片戰爭的失敗，在 19 世紀六七十年代掀起洋務運動，企圖謀求自強革

新，學習西方，特別希望在軍事技術層面與歐美看齊，於是展開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

又稱自強運動，是清後期至清末時，清廷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發展基礎，

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師夷之長技以自強」和「師夷之長技以求富」分別是前期與

後期的運動口號和目標。 

 1866 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首創、沈葆貞接辦的船政，可謂洋務運動的最大產物，形

成近代中國最早的造船工業。1888 年建立北洋艦隊。 

 然而，片面的自強並未能使中國走向富強，清室權貴派系互相制肘，內鬥不斷，人民

困苦日益深重。以李鴻章為首的一批權臣昧於形勢，對外屈辱妥協，軍備廢弛，從宮廷

朝廷到地方權貴，各懷心事，相互猜疑，內部一盤散沙，各種矛盾錯綜複雜，進一步給

予外敵可乘之機。與此同時，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日趨強盛，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統治集

團密謀對外擴張。 

 1887 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策略」，逐漸演化為以侵略中國為重心的「大

陸政策」．第一步首先侵略琉球，進而吞併朝鮮、台灣及澎湖列島，並以朝鮮為跳板，

進攻中國東北。 

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產生的經過 

 平壤之戰：1894 年 7 月，甲午戰爭爆發時，中國在朝鮮的軍隊不到二萬人，日本軍

隊卻在四萬人以上。9 月中旬，日軍進攻平壤，中國軍隊大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帥

葉志超下令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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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海之役：平壤戰役後兩日，中國北洋海軍與日本艦隊在黃海海戰，雙方參加的軍艦

各十二艘，交戰四小時，中國軍艦大敗，有四艘沉沒，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等壯烈犧牲，

日本亦有四艘軍艦受重創。北洋艦隊休整後，退守威海衛。 

 西路進攻：日軍隨後分兩路進攻中國東北：一路渡鴨綠江，連陷鳳凰城及安東等地；

一路由船艦護送在遼東半島登陸，攻陷大連、旅順等重要港口。次年，日軍攻佔威海衛，

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清廷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日軍還

乘勝侵佔牛莊、營口等地。 

 1895 年 4 月 17 日，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 

 1. 中國確認朝鮮國為獨立自主國家，朝鮮對清國的朝貢奉獻、典禮永遠廢止。 

 2. 下列地方之城壘、兵器製造所及國有物永遠讓與日本。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

有附屬各島嶼、澎湖群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北緯二十三

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3. 兩國各選派官員依據粘附本約之地圖，共同踏勘並確定遼東半島之劃界。 

 4. 清國支付日本賠款 2 億兩白銀。 

 5. 割讓土地內居民能任聽其遷移界外與變賣資產，唯條約批准 2 年後該地的居民酌

宜視為日本臣民。 

 6. 清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口岸，及認可日本最惠國待遇。允許日本人

在清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和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 

 7. 日本在 3 個月以內撤回中國領土內之日軍。 

 8. 清國承認日本佔領山東省威海衛三年，待中國還清賠款後才交還，如果費用支付

不全，日軍不撤回，日軍軍費由中國負擔。 

 9 .清國對日本人俘虜，不可虐待處刑，也不可對協助日軍的清國人士處刑。 

 10. 條約批准日開始，停止交戰。 

 11. 條約由中日兩國批准，日本明治 28 年（1895 年）5 月 8 日，清光緒二十一年四

月十四日生效。 



 

辛亥革命前的中國6 - 13 

 

 甲午戰爭改變了東亞政局，大大助長了日本進一步對外侵略的野心。中國慘敗於日本，

此後幾十年間國際地位一落千丈。 

 《馬關條約》簽署後六天，俄、法、德三國對日施壓，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予中國。

而日本要清朝再交付三千萬兩白銀，作為歸還遼東半島的費用。其後俄國以「還遼有功」

為名，同清政府簽署《中俄密約》，1898 年強租旅順與大連兩港口，在滿洲擴大影響力。 

 日本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後一共勒索了中國兩億三千萬兩巨額白銀。《馬關條約》使日

本獲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

深。馬關條約所規定的賠款，為當時日本國家預算 8,000 萬日元的 4 倍強，相當於 3

億 6,000 萬日元以上的銀兩。日本以賠款作為財源完成金本位制度。 

 賠款的支付造成中國更貧乏。藉由獲取台灣稻米、茶葉、樟腦、蔗糖、林業開發，日

本內地獲得了該條約適應了帝國主義列強對華資本輸出的需要，隨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

國的狂潮。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1898 年（光緒二十四年）6 月 9 日，英國政府迫使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專條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將 1860 年英國所奪佔的尖沙嘴以外的九龍半島的其餘部分，

即從深圳灣到大鵬灣的九龍半島的全部，租與英國 99 年；租期內租借地歸英國管轄。 

 《辛丑條約》 

 1900 年，華北頻繁發生教案，加上天災頻仍，宮廷權力鬥爭激化，北京爆發義和團

之亂，引發八國聯軍進侵京津，燒殺搶掠。1901 年，清政府與英、美、俄、日、法、

德、意、奧、荷、比、西等十一國簽訂《辛丑條約》，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在北京

設使館區，除大沽至北京沿線炮台，准許各國駐兵於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中國淪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日俄戰爭 

 1904 年 2 月，日本及俄羅斯為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利益爆發戰爭，陸上戰場在

中國東北境內，清政府卻被迫中立，甚至為日俄戰爭劃出交戰區，付出沉重代價。日本

最終擊敗俄國，通過《樸次茅斯條約》，從俄國手中奪取了中國南滿鐵道及旅順大連租

界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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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是指 1861 年(咸豐十年底開始)至 1894 年，清朝政府內的

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的統治階級對如何解決一系列的內憂外患分裂稱為「洋

務派」與「守舊派」，洋務派主張利用取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發展新型工

業，增強國力，以維護清政府的封建統治。洋務運動給中國帶來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

政體系、新式教育（新學）、新式軍隊（滿清新軍）、新思想（共和）、鐵路、重工業（礦

山鐵廠）等影響後世的成果。 

 在文化交流、商務往來、科學技術上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 洋務運動時期建立

的機構和系統今天還能見到，如：郵政系統、電信系統、鐵路系統、招商局、江南造船

廠、交通銀行等均由晚清延續至今。 

 洋務運動的失敗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守舊人士的

反對、官僚政風的敗壞等。不過洋務派在抵制商品輸出、促進思想解放、刺激中國民族

資本主義發展等方面依然取得了相當的成效，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戊戌政變  

 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戊戌維新、維新變法，是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 年 6 月

11 日-9 月 21 日)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變法由光緒皇帝領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

政治、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維新運動開始於 1895 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

八行省與奉、台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台灣及遼東，並向日本賠款二萬

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 月，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

遷都、練兵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 

 1898 年（戊戌年），康有為多番上書，要求推行新政，康有為以御史楊深秀名義呈上

奏摺，請求明定國是。6 月 6 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

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

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

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其他有關各

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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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法僅經歷 103 天而告終，維新派被捕殺，光緒帝被軟禁，慈禧太后重新當政。變法

失敗亦引發民間支持更激烈的改革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 

 自從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帝國主義各國侵略的進一步加深，中國淪於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劇，腐朽的清朝統治者對外妥協投

降，對內橫徵暴斂，促使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眾奮起反抗，鬥爭風起雲湧。但是

這些鬥爭都是自發的，缺少組織和領導。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汲取以往的教

訓，著手組織革命團體。 

 孫中山在 1895 年 2 月 21 日在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乾亨行成立了香港興中會總會，

會員除「四大寇」，還包括了輔仁文社的楊衢雲和謝纘泰等人。 

 香港興中會分別於 1895 年及 1900 年策動了廣州起義及惠州起義。預定由主要黨員

率領香港會黨 3,000 人於九月初八晚乘夜船住省，因楊衢雲在港措置失當，決死隊不能

如期赴省，而粵督譚鍾麟獲興中會起事確報，急調營勇 1,500 人回省，並派員搜查王家

祠革命機關，起義的領導者之一陸皓東被捕犧牲，孫中山被迫避走日本，第一次起義失

敗。 

 庚子三洲田起義(1900 年 10 月，第二次起義) 

 1900 年，孫中山派興中會會員鄭士良前往廣東惠陽策動武裝起義，並親自從台灣內

渡至福建指揮全軍。10 月 6 日，鄭士良率會黨六百餘人在惠州三洲田起義，急襲清軍

於沙灣，清軍潰逃。此後，起義軍輾轉作戰連連得勝。僅十餘天，起義軍已迅速發展至

二萬餘人。為了取得海外接濟，起義軍向福建廈門方向行進。因在日本所購武器被日方

扣存臺灣而告失敗。一萬多人流亡海外。 

 1904 年 2 月 15 日：黃興在長沙創立華興會。同年 11 月蔡元培在上海成立光復會。 

 孫中山在 1895 年和 1900 年先後策劃的廣州起義及惠州起義雖告失敗，可幸的是自

惠州起義起，支援革命者日增。革命團體紛紛在中國各地成立，雖然這些團體的共同目

標都是反清，但缺乏統一的組織。經過了兩次起義的失敗，孫中山意識到要使革命運動

邁向更高的層次，必須先團結革命的力量。他積極聯絡各團體，主張成立統一的革命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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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 年 7 月 30 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組織成員，連同當地華僑及留

學生七十多人在東京集會，會上確定新成立的組織名為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

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誓詞。8 月 20 日，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會上推舉

孫中山為總理。 

 光復會於 1910 年 2 月脫離同盟會，並在東京成立總會，推章炳麟、陶成章為正副會

長。 

 丁未潮州黃崗起義(1907 年 5 月，第三次起義) 

 1906 年，孫中山任命同盟會會員許雪秋為“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赴廣東潮州策

劃起義。許雪秋、陳湧波等聯絡會黨，計劃於 1907 年 2 月 19 日進攻潮州府城，因雨

被推至 5 月 22 日，潮州清軍緝捕革命黨人。當晚，陳湧波等率百餘人在黃崗城外連厝

起義，攻入黃崗，並張貼布告安民。後由於清軍大舉進攻，起義軍終因傷亡過重，糧彈

不繼，被迫於 27 日宣布解散，起義失敗。潮州黃崗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在廣東地區發

動第一次武裝起義。 

 丁未惠州七女湖起義(1907 年 6 月，第四次起義) 

 1906 年，孫中山派同盟會會員鄧子瑜由新加坡回國，策動惠州起義，以與潮州黃崗

起義相呼應。1907 年 6 月，鄧子瑜得知黃崗起義爆發，即率會黨在惠州府歸善縣七女

湖舉義響應，奪取清軍營槍械，攻克泰尾、楊村等地。起義軍與清軍戰鬥十餘日，終因

敵我力量懸殊，宣布解散。1907 年 7 月 6 日：光復會的徐錫麟在安慶起義，槍殺安徽

巡撫恩銘，旋失敗，徐錫麟被捕犧牲。1907 年 7 月 13 日：秋瑾在浙江紹興準備回應

徐錫麟起義，事泄被捕，15 日就義於軒亭口。 

 丁未欽廉防城起義(1907 年 9 月，第五次起義) 

 1907 年初，廣東欽州一帶民眾的抗捐鬥爭由請願發展為武裝暴動，起義群眾推舉代

表赴越南河內請求孫中山援助。孫中山派同盟會會員王和順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

前往欽州地區，聯絡民團、會黨，擴大起義鬥爭。 

 1907 年 9 月 1 日，王和順率 200 餘人在光州的王光山起義，5 日攻入防城，發動那

黎、那彭、那思各鄉民眾起義。9 月 5 日，王和順攻入防城，以“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

名義發布《告粵省同胞書》、《告海外同胞書》等文告，申明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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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數清政府罪惡，斥責立憲派。後因起義軍進攻靈山時腹背受敵，王和順於 9 月中旬宣

布解散國民軍，前往越南。歷時半月的欽廉防城起義失敗。 

 丁未鎮南關起義(1907 年 12 月，第六次起義) 

 1907 年 12 月，孫中山派黃明堂等率廣西游勇 400 多人，攻打鎮南關，佔領了右輔

山的鎮南、鎮中、鎮北三個炮台孫中山率領黃興、胡漢民從越南河內趕到鎮南關親自督

戰。後因起義軍槍械彈藥不足，孫中山返回河內籌款購械。孫中山離開後，清軍 4,000

餘人圍攻鎮南關，黃明堂率眾堅守炮台，與敵激戰數日，終因彈盡援絕，宣告失敗。 

 戊申欽廉上思起義(1908 年 3 月，第七次起義) 

 1908 年 3 月，孫中山派黃興率領 200 餘名旅越華僑中的同盟會會員，組成“中華國

民軍南軍”，攻入廣東欽州(今屬廣西壯族自治區)。在欽州、廉州、上思一帶幾十個村

鎮之間，轉戰 40 餘日。後因長期轉戰，孤軍深入，沒有根據地為依托，彈盡糧絕，起

義軍無法堅持下去。黃興等出走越南，軍隊解散，起義失敗。 

 戊申雲南河口起義(1908 年 4 月，第八次起義) 

 1908 年 4 月，孫中山派黃明堂、王和順等人率領從鎮南關撤出的革命軍開赴雲南邊

境，發動了河口起義。4 月 30 日，黃明堂等率義軍 200 餘人從越南邊界渡河向河口進

攻，清軍防營一部起義響應，起義軍勝利攻佔河口，並以“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名義

布告安民。 

 此後，起義軍又分兵出擊，連克新街、南溪、壩灑，直迫蠻耗、蒙自。5 月 26 日，

河口被清軍攻陷，黃明堂、王和順等率部退回越南，起義失敗。黃明堂率部 600 餘人退

入越南，被法國當局解除武裝，遣散到新加坡。 

 庚戌廣州新軍起義(1910 年 2 月，第九次起義) 

 河口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總結經驗，認為軍事鬥爭，不能僅靠會黨人員，還應該運動

清軍，尤應在新軍中進行工作。1909 年 10 月，同盟會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開始策劃

以新軍為主力的廣州新軍為主力的廣州新軍起義。由倪映典負責發動工作，朱執信等人

分頭運動防營、巡警及廣州附近的會黨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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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年 2 月 12 日，廣州新軍與巡警發生沖突，清政府派兵鎮壓，倪映典趁機率 3,000

新軍士兵倉促提前起義，與清軍展開激戰，傷亡甚重，起義失敗。戰鬥中倪映典被清水

師提督李準誘殺。 

 辛亥“三．二九起義(1911 年 4 月，第十次起義) 

 新軍起義失敗後，為激發革命鬥志，孫中山於同年 11 月在馬來亞檳榔嶼與黃興、趙

聲等人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在廣州再次起義。1911 年 4 月 27 日下午 5 時半，黃興率

百餘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革命黨人沖入總督署後，不見兩總督張鳴岐，遂分三

路突圍。 

 經過一夜激戰，終因敵眾我寡而失敗，犧牲 86 人，由潘達微收得烈士遺骸 72 人葬

於紅花崗，後改名為黃花崗。這是孫中山領導的第十次武裝起義，也是武昌起義前同盟

會發動的規模最大，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最多，最為悲壯的一次武裝起義。此次起義

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極大地喚醒了全國民眾革命鬥志，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

幕。 

 武昌起義(1911 年 10 月) 

“三．二九”起義失敗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決定把目標轉向長江流域。1911

年 9 月，為鎮壓四川保路運動，清廷調派部份湖北新軍入川，湖北防禦薄弱，革命黨人

決定在武昌發動起義。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爆發，起義軍迅速控制了武昌、

漢陽、漢口三重鎮。 

 10 月 11 日湖北軍政府成立。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 13 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

政府獨立，雨飄搖中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武昌起義成功後，各省代表於 12 月 3 日

在漢口聯合議決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決定臨時政府設於南京。12 月 29

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其間發表《臨

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宣佈中華民國成立，1912 年 1 月 3 日，各省代表議決推選黎元洪

為臨時政府副總統，1 月 5 日各部部長宣誓就職，南京臨時政府正式組成，定 1912 年

為中華民國元年，改用陽曆。2 月 12 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清政府的統治遂告結束。3

月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辛亥革命前的中國12 - 13 

 

 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力下，1912 年 4 月孫中山被迫解職，讓位於代表買辦階

級利益的袁世凱，政權遂為北洋軍閥所竊據，中國依舊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

壓迫之下，一場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就此失敗。 

 1913 年 7 月 12 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佈舉兵討袁，二次革命正式開始，持續兩

個月的二次革命終告失敗。孫中山、黃興等人被袁世凱以亂黨名義通緝，被迫逃往日本。 

 孫中山總結二次革命的失敗是基於國民黨組織的渙散，以至黨人未能同心協力舉兵討

袁，遂決定改組國民黨，在 1914 年 7 月 8 日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旨在使黨人團結

一致，集結力量，推翻袁世凱，恢復民主共和制度。 

 袁世凱亦積極準備稱帝。他首先於 1913 年 10 月以武力脅迫國會議員推選他為正式

總統。1914 年 5 月，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自封為終身大總統。1915 年 2 月，

袁接受日本提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舉國震怒，之後更宣佈在 1916 年元旦「登

基」做皇帝。全國各地討袁之聲不絕，孫中山亦發佈《討袁檄文》，痛斥袁世凱推翻民

國，並派人聯絡各地軍隊，組織護國軍討袁。 

 1915 年 12 月 25 日，蔡鍔等人宣佈雲南獨立，護國戰爭爆發。1916 年 3 月 22 日，

袁世凱在舉國反對聲中被迫取消帝制，並於 6 月 6 日病死。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軍閥

割據的局面。 

 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為捍衛共和政體和《臨時約法》，曾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但

均告失敗。經過了多次的失敗，孫中山意識到國民黨有其局限性。經過與中國共產黨及

蘇聯的多番交流後，孫中山決定與之合作。 

 1924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大會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通過了《中國國民

黨章程》、《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和著名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等文件。大會宣言》是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也是中國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綱

領， 

 其主要內容是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基礎，對三民主義重新進行了解釋，

並制定了實現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新三民主義就是： 

 民族主義，要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求得中國民族之真正自由與獨立，對內實現各民

族一律平等； 

 民權主義，要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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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主義，其最主要的原則是平均地權。 

 孫中山在 1924 年 11 月應軍閥馮玉祥的邀請北上共商國是。11 月 13 日，孫中山臨

行前在廣州發表了《北上宣言》，表示此行的任務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召開國民會議，

實現和平統一，但他在 12 月 4 日到達天津時已病倒， 

 12 月 31 日扶病入京，經診治確診為晚期肝癌，最終回天乏術，在 1925 年 3 月 12

日去世，享年五十九歲，留下了三份遺囑，即《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及《致蘇聯遺

書》。 

 辛亥革命是一場「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偉大革命運動，具有重要的

歷史地位和作用。孫中山的主要功績就是領導了辛亥革命，成為 20 世紀中國的巨人。 

 孫中山的遺體先運往協和醫院進行防腐處理。3 月 19 日，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

公園社稷壇公祭。4 月 2 日，孫中山靈柩暫厝北京香山碧雲寺，直到 1929 年始行奉安

大典，移葬南京中山陵。 

 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它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

度，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對中國近代的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它沒有

也不可能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偉大。在政治、思想方面，這是一次思

想解放。民主的高揚，成為社會變革的先導。   

 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辛亥革命在終極意義上失敗了，因為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民眾

的生活狀況都未得到徹底的改變。革命的果實為代表西方列強利益的軍閥、官僚、政客

所攫取，民國名不副實。所以，孫中山在他的遺言中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

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