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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看辛亥革命

王明元

(西华师范大学
,

四川 南充 6 37 00 2)

[摘 要 1 本文在传统视角的基础上
,

与时俱进
,

放眼全球
,

站在世界历史舞台的高度
,

从世纪

之交的历史辜件
、

从东西方的比较等方面
,

对辛亥革命进行重新认识
。

辛亥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有重

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

今天我们应该好好认识和研究
。

【关键词】 世界 ;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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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伊始
,

在我们纪念辛亥 革命之际
,

应该 利 ;l 64 0年英国开始 了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 17 75 年进

是我们放眼世界来认识辛亥革命的时候了
,

也就是 行 了独立战争 ; 17 89 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十七世纪

说应该摆脱狭隘的地域观念和认识论
,

似乎辛亥革 以后
,

科学革命席卷 了欧洲
,

特别是十八世纪六十年

命只是在国内把一个皇帝赶跑了
。

这种囿于自我的 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

牵引人类进人 了现代

思维方式
,

不能不追溯到公元前屈原那句流传至 化的轨道
,

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

我们仍盲

今
,

长期潜移默化我们思维的话
: “

路漫漫其修远 目乐观的与自己过去比而称的
“

盛世
” ,

在十七
、

十八

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
” 。

当年的屈原处于 自给自足的 世纪全球变局中竟成为政治
、

经济
、

思想
、

文化全面

小农经济
,

鸡犬相 闻而少往来
,

更不知世界为何物 落后于世界潮流的
“

同义词
” ,

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

的客观环境里
,

他的思维 自然局限在 自我纵向地考 在这时被看成了妖术
,

军舰则被视为怪物
,

广州守将

虑问题
,

也就是说只知陕隘的立足于中国来认识和 对付英国人的是
“

驱邪
”

的马桶
、

秽物等
。

随之而来的

论证 (昨天和今天的 )中国
,

因而形 成苏轼的感 叹
:

结果
:

我们遭受了一连串落后挨打的教训
。

虽然也出
“

不识庐山真面目
,

只缘身在此山中
。 ”

正是由于这 现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
,

但惟独认识世界

种局限在 自我求索的思维
,

历史曾经无情地讽刺和 潮流的孙 中山在
“

强邻环列
,

虎视鹰瞬
” l(J 的险恶局

鞭挞我们
,

那就是当我们夜郎自大 的
、

陶醉在超过 势中
,

面向全球
,

率先喊出了
“

振兴 中华
”

的 口号
,

一

自己历代王朝的
“

康乾盛世
”

( 1 6 6 1一 17 9 6年 )
,

而不 改上下求索思维
,

变为纵横求索而顺应潮流
。

知与之同时的十七
、

十八世纪西方世界爆发了一系 大家知道
,

用全球眼光来看待历史
,

标志着现代

列改天换地的革命
,

诸如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 史学的一个新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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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世纪之交的重大历史事件
。

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

即在两个世纪的交

界点时期
,

人类社会总会出现大的动荡
、

大分化与重

新排列组合
。

这是否是周期性规律
,

还没有人说过
,

但事实却令人深思
。

在人类交往开始具有世界性的

十六世纪
,

掀起了打破封建坚冰的跨世纪 (十六至十

七世纪 )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
,

成为
“

十七世纪标

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 ,

直接引起了世界局势的变化
,

对欧洲的经济
、

国际关系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 ; 十七至十八世纪之交是英国大规模展开海

外殖民扩张的时期
,

加快了世界从分散向整体发展

的步伐
,

也是重新绘制世界经济政治地图的时期
,

英

荷
、

英法之间的殖民冲突此伏彼起
,

法国是英国殖民

角逐的主要对手
,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 17 01 一 17 13

年 )是英法海上争夺的第一次较量
,

从而打通了英国

世界殖民霸权的道路 ; 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世界爆

发了横扫半个欧洲
,

波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和经济

上导致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
,

从农业 向工业转换的

工业革命的展开
,

加速了世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

义过渡的步伐 ; 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经济从自由资

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
,

既有重新瓜分世界的

战争
,

更有以辛亥革命为突出标志的
“

亚洲觉醒
” ,

和

有划时代意义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到了二十

世纪至廿一世纪之交
,

政治
、

经济和战争风云迭起
,

君不见
,

没完没了的中东问题
,

令人思量的苏联解体

和200 1年惊雷似的
“

9
·

11 事件
” 。

以上的一切
,

足以引

起我们对世纪之交的重视和研究
,

而辛亥革命正是

在世纪之交发生的
、

令世人瞩 目的历史事件
。

辛亥革命是掀起于西方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在

东方的最高峰
。

当时驻在中国的英 国太平洋舰队司

令西摩爵士郑重地说
: “

自从法国的激荡 (按指法国

大革命 )以来
,

目前在中国发生的革命 (按指辛亥革

命 )是一次最为惊人的巨变
。 ” 〔2 ,

资产阶级革命由西向东席卷世界
,

反映世界经

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
,

以及随着地理

大发现而引发的商业革命
,

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

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

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

战争的发生
,

接着是第一次胜利的尼德兰资产阶级

革命
,

特别是欧洲
“

启蒙运动
”

与
“
工业革命

”

的兴起
,

以及欧洲范 围的革命—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

把

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推向纵深发展的

新阶段
。

卡洛
·

M
·

奇波拉教授认为
, “

从那时起
,

世界

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
” 。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盛
,

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程中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却出现日本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
,

给悲壮的沉

沦的东方以希望
。

它标志着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开始

从西方转向东方
,

到以辛亥革命为突出标志的
“

亚洲

觉醒
” ,

形成了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
。

辛亥革命

不仅导致秦皇汉武两千多年来的皇权统治的运终数

尽
,

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人人心
,

而且加速了从传

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工程
,

更是资产

阶级世界革命在东方的继续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

成

为实现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最后阶段
,

资本主义制

度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体系
。

它还意味着世界也终

于在经济上
、

思想文化上联成一气
,

形成了一个互相

依存
、

不可分割的整体
,

开始了真正的世界史
。

因而

我们在观察已经形成整体世界时
,

那种仍仅仅瞩 目

于国家
、

民族的视野
,

显然是失之偏狭
。

故提出了
“

从

世界看辛亥革命
”

作为本文的题目
。

早在十九世纪中期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以极大

的革命热情欢呼亚洲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

义的伟大斗争 (中国太平天国运动
、

印度尼西亚蒂博

尼哥罗战争
、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和印度民族大起义

等 ) 的同时
,

恩格斯高度赞扬
“

中华民族的人民战

争
” ,

并从中华 民族反侵略斗争中
“

看到整个亚洲新

纪元的曙光
”

行将来临
。

事实正是这样
,

十九世纪未

年
,

气壮山河的义和团反帝爱 国运动
,

面对史无前例

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
,

以原始粗劣的武

器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最沉重的反击
,

迎来了亚洲

反帝斗争的新高潮
。

二十世纪初
,

震惊中外的辛亥革

命的枪声
,

标志着亚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
,

民

族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
,

土耳其
、

伊朗都发生了

资产阶级革命
,

在朝鲜
、

越南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等国

也发生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
,

汇成为世界人民

反帝
、

反封建斗争最广大的战场
,

列宁称之为
“
极大

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
。 ” 阴

辛亥革命在东方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中
,

是在比

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第一
、

辛亥革命是由自发 的
“

古老 中国式
”

的暴

动和起义变为自觉的
、

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19 0 5年 8月
,

以孙中山为领袖 的中国同盟会在 日本东

京成立
,

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

以分散

活动发展到有了统一的政党的领导
。

此后
,

革命的风

雷更加激荡
,

从 19 0 6一 19 11 年
,

单是由同盟会领导的

武装起义就在十次以上
,

如萍
、

浏
、

酸起义
,

钦
、

廉
、

防

城起义
、

镇南关起义
、

云南河 口起义
、

广州黄花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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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皆是
。

此外
,

还发生了遍及全国的抗捐抗税斗争

和饥民暴动
,

广东
、

湖南
、

湖北
、

四川等省的保路运动

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

这样持续不断
、

规模巨大
、

各阶

层人民参加的群众性爱 国运动
,

是当时亚洲民族解

放运动中犹如冠盖群岭的奇峰
。

特别是在人民群众

革命斗争基础上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
,

开

辟了亚洲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纪元
,

推进 了

亚洲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风暴
。

第二
、

辛亥革命在
“

亚洲的觉醒
”

中提 出了完整

的民主主义纲领
。

列宁说
: “

世界资本主义和 1 905 年

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
。

几万万被压迫的
、

沉睡

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 民觉醒过来了
,

他们要求新

的生活
,

要求争取人的起码权利
,

为争取民主而斗

争
。 ”

资产阶级革命遂成为亚洲人民斗争的新课题
。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所制定的
“

驱除鞋虏
,

恢

复中华
,

创立民国
,

平均地权
”

的十六字纲领
,

是完整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
。

无论是伊朗资产阶级

革命
,

还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

都不过是以实现
“

君主立宪
”

为奋斗纲领
,

更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要

求和丝毫触动封建土地制度
,

甚至没有摆脱宗教思

想的束缚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色彩
。

毛泽东指出
: “

从

孙中山先生开始
,

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
。 ”

这不仅切合中国的实际
,

而且就当时亚洲其它

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言
,

也是符合的
。

以孙中山为

首的中国同盟会所制定的革命纲领
,

反映了资产阶

级革命民主派的经济
、

政治要求
,

反映了当时中国社

会向前发展的迫切需要
,

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

象这

样完整和充满战斗精神的民主主义纲领
,

在当时是

最可宝贵的
。

因此
,

伟大的列宁称赞说
: “

孙中山纲领

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
、

真诚的民主主义
。

… … 这

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 。

它不

仅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

而且对逞罗
、

越南
、

菲律

宾
、

马来亚
、

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

也产生 了强

烈的影响
。

第三
、

辛亥革命在
“

亚洲的觉醒
”

中
,

是用武装起

义实现民主主义纲领的表率
。

在亚洲各国资产阶级

革命中
,

伊朗革命 ( 1905
一 1 9 1 1年 )是一次持续六年

之久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

领导革命的高

级阿旬
、

大商人以及 自由派地主资产阶级不仅没有

创立全国性的政治组织
,

而且一再要求群众把反对

国王的斗争局限于和平抗议的范围内
,

甚至采用去

清真寺
“

藏难
”

的抵制形式
。

就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革

命也只是把武装起义看作是迫不得已 的最后手段
,

故以
“

温和
”

著称
。

在印度
,

以提拉克为首的国大党
“

激进派
”

虽然主张在斗争中使用暴力
,

却没有认真

组织和发动过武装起义
。

惟有领导中国辛亥革命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
,

在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后
,

就把武

装斗争放在革命运动的首要地位
。

在国内发动了一

系列的武装斗争
,

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

作为辛亥革命

前导的各省保路运动
,

尤 以四川的反抗风潮最为炽

烈
,

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
。

他们迎着总督赵尔丰的屠

刀掀起了全川性的武装暴动
,

清朝的统治首先在四

川被人民突破 了
。

这样
,

向反动统治发动总攻击—武昌起义
,

正是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 ;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
, “

九省通衙
”

的武汉三镇完全为

革命党人所控制
。

上述史事表明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在建立革命政党
,

还是大

造舆论和组织群众
,

为实现革命纲领而发动武装起

义等
,

不愧是亚洲觉醒中的佼佼者
。

第四
、

工农反抗斗争推动辛亥革命在亚洲觉醒

中得到较高的发展
。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
,

民族灾难

深重
,

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

以农

民为主力的抗捐抗税风潮遍及全国许多省区
,

此伏

彼起
,

持续发展
,

震撼着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
。

同时
,

工人的罢工斗争
,

成为这个时期各族人民反抗斗争

的主要力量
,

而且把广大群众的反抗怒潮引进了城

市
,

更加直接地打击着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中心
,

进

一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

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

拒俄运动
、

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等
,

显示了

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
。

以孙 中山为首的资产阶

级革命派对帝 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也进行了
“

武器

的批判
” 。

在孙 中山的直接领导下
,

从 19 07 年 5月至

19 0 8年4月
,

凭借农 民的抗捐和新军的暴动
,

在华南

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
。

下层群

众的反抗斗争
,

到 19 n 年
,

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新

高峰
。

孙 中山在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
,

连续指示同

盟会的一些负责者
,

要他们乘机发动起义
。

19 n 年的

辛亥革命
,

正是在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

开空前猛烈的反抗斗争中爆发的
。

如果没有群众革

命情绪的蓬勃高涨
,

同盟会就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

制度
,

也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
。

领导中国辛亥革命的

孙中山
,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
、

城市小资产阶

级和乡村农民
,

实行武装革命
,

提出了
“

平均地权
”

和

“

耕者有其 田
”

的主张
,

因而优于伊朗
、

土耳其等亚洲

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

从而取得推翻帝制
,

建立

民国的丰功伟绩
,

成为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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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就中国而言是如此
,

就是从当

时亚洲觉醒而言也是如此
。

中国辛亥革命是近代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最高潮
。

它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
,

也就是打

击了清王朝背后的帝国主义
。

因而
,

宋庆龄指出
,

辛

亥革命
“

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却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
。

同时
,

这次革命对亚洲的觉醒
,

以及全世界被

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

也有深远的意义
。 ”

它大大鼓

舞了亚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
。

越南革命者认

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他们带来了新的

希望
,

激励了他们的斗志
,

发出了
“

终当百战复山河
,

海国风云壮新史
” t’1 的誓言

。

西陀鲁斯在 《印度尼西

亚民族运动史》中写道
: “

19 1 1年
,

在孙中山领导之下

的民族革命
,

推翻了满州皇族的统治
,

引起了侨居印

度尼西亚华侨新的民族觉悟
。

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

主义思想的起源
,

部分是华侨之间新生的民族主义

思想的反映
。 ”

事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 “

爪哇和其他

群岛上的很多华侨
,

他们从本 国带来了革命运动
” ,

推动了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
。

震撼亚洲

的辛亥革命鼓舞了马来西亚人 民和华侨的民族解放

斗争
,

也推动了 日本的革命民主力量的发展
,

致使中

国革命在 日本居民的民主阶层 中间获得了最生动的

反响
。

历史的事实证明
,

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

艰苦岁月里
,

中华民族总是居于斗争的最前列
,

表现

了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的顽 强的反抗精

神 ; 中国人民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是在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中
,

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
。

列

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赞扬亚洲人民这些英勇的

斗争
,

并指出
,

站在亚洲反对帝国主义前列的
“

中国

人民的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
” 。

列宁还号召欧洲无

产阶级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吸取
“

勇气
” ,

并且批

判那些悲观失望
、

对革命丧失信心的人们
“

是多么近

视
,

多么懦弱
” 。

现在
,

被西方当作大后方的东方
,

已

开始变成打击帝国主义的广阔战场
, “

极大的世界风

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
” 。

列宁指出
: “
我们

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
`

反转来影响
’

欧洲的

时代
。 ” “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
,

不过不是按照

亚洲的方式
” 。

列宁万分兴奋地宣告
: “

即将来临的时

代
,

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

的胜利
” 。

中国辛亥革命六年后
,

19 17 年就在俄国爆

发了划时代意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列宁对亚洲无产阶级寄于希望
,

认为在反帝斗

争中将锻炼出几百万
、

几千万无产者
。

让统治欧洲的

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颇抖吧 !
“
欧洲的觉悟

的工人 已经有了亚洲的同志
,

而且人数将不是与 日

俱增
,

而是与时俱增
” 。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高瞻远

瞩
,

英明地预言
: “

在未来世界革命的决战中
,

占世界

人 口多数的人民运动
, · · · · ·

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下

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作用
” 。

以辛亥革命为突出标志

的
“

亚洲 的觉醒
”

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

争的展开
,

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标

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

段
。

与时俱进的孙中山终于遇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
,

并提出了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的三大

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

经过曲折而悲壮的历程
,

继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后
,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
,

经过 2 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

终于继辛亥革命

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以后
,

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

利
,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 “

没有共产党
,

就没有新

中国
” , “

只有社会主义
,

才能救中国
” ,

只有坚持走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
,

这是

辛亥革命以来
,

近百年历史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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