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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复兴的三次伟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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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这三

次伟大革命。三次革命始终贯穿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亥革命开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先河，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打开了闸门；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

大革命，则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辛亥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廷丧权卖国，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

乱不已，人民生灵涂炭。为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避免亡国灭种之惨祸，实现民族伟大之复兴，从魏

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主张，到洪秀全等人发动太

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洪仁玕进一步提出《资政新篇》的发展资本主义纲领；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

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开展“洋务运动”，到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

派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的“维新运动”，都失败了。 

  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在哪里？无数仁人志士在争论、在探索。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

革命派与改良派曾围绕中国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论战。革命派主张，必须革命，推翻满

清，建立共和，创立民国。改良派认为，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维护帝统，君主立宪。1904年，孙中

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指出：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他立志通过革命推翻满清的封建统

治。孙中山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命纲领，而且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直至领导辛亥革命。2006年，胡锦

涛同志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

民主义，高举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创立中国同盟会，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

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和他的革命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

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

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推翻了统治

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

遇，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基础，使其后那些企图复辟封建帝制的反动统治秩序

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第二，它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纪元。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第三，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

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辛亥革命对于古老的

中华民族最终形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第四，它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人们的

思想解放。民国初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之，辛亥

革命的历史意义不能抹杀。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我国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换了方向，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政

纲，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比

三民主义更为彻底。因为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

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回答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阶段、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

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

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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