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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
治。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仅仅是推翻了一个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归于失败。资产阶级民主派
领导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主革命动力的错误认识是根本原因之一。  

一  

在早期，从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武装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寻找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就犯了严重错误。当时，资产阶级革
命派将会党当作排满的动力、主力军。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诞生并走上革命道路。兴中会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
恢复华夏，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革命派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依靠谁来开展这些武装起
义？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会党“富有强国的团结力，会党之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1〕因此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会党身上。“种族革
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取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
归，足为吾辈所取法。”〔2〕会党宗旨是排满，且“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3〕资产阶级
革命派的主要领导孙中山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利用会党暴动最为可靠”。〔4〕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辛亥革命前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及举行的武装起义，都主要是发动和联络会党。如长沙华兴会
成立后，黄兴就积极联络湖南会党马福益；武昌科学补习班联络江西会党，上海光复会联络白布会、龙华会等东南六府的会党。南方的广州起
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潮洲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是以会党为主力军。这些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
终。失败的原因，固然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分不开，但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单纯依靠会党力量也是分不开的。  

会党一般是由失地的农民，破产的城乡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游民、游勇所组成，是一个被压迫在社会最低层的庞杂群体。20世纪初，各地
会党反满活动空前活跃。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穷困潦倒：二是流动性极强。会党的特点使他们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很穷，是一帮浪迹江
湖，衣食无着，惨遭统治者的压迫欺凌和社会的冷落歧视的社会弃儿。这种境遇，造就了他们愤世嫉俗、追求平等、见义勇为的思想品格。因
此，他们在资产阶级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中，往往能勇敢杀敌，视死如归，为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清王朝立
下汗马功劳。但另一方面，流氓无产者的特性，又使他们将谋生作为第一要素，把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作为奋斗的终极目标。因此，他们的性格
特征中又严重存在着自私自利，贪图富贵，寡廉鲜耻乃至卖身求荣的劣根。这一劣根一遇适宜气候，就会逐渐发展，甚至不可收拾。如贵州宣布
独立不久，哥老会“占据民房衙署，以立公口，仪式陈设，比于官厅”。〔5〕在陕西，哥老会遍及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理讼
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以上”。〔6〕为了争权夺利，会党之间更是互相攻击，以致发展到内讧和火拼。“有奶便是娘”是会党的恶习。
一些会党在清政府的诱惑下，投靠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的阻力。  

会党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革命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辛亥革命失败的催化剂。在历次以会党作
主力军的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悲伤叹曰：会党“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籍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不能用为原动力”。〔7〕  

二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依靠会党发动的一系列反清起义失败后，便把希望寄托于新军中建立秘密团体，宣传反满革命思想。经过艰苦细
致的组织宣传、分化瓦解、争取动员之后，革命派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新军，并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10年2月组织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这
次起义失败后，翌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又以新军为骨干，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这两次起义震动了全国，鼓舞了更多的人继起斗
争，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特别是武昌起义，成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在它的影响下，各省新军起而响应，反正易帜。湖南、
陕西、江西、山西、上海等15年省的新军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革命军政府。可是，革命派领导的这场遍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最后还是
失败了。包括以后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战争都失败了。这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的共同原因，仍然是对革命
动力的错误认识。  

清末新军官兵，许多是来自将弁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他们的文化水平及经历很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思想；有的是在废除“学而优则
仕”以后的读书人，还有的是贫苦农家子弟，他们对清王朝统治不满而投身新军，其目的是以求新的出路和升迁之道，只要革命党人有意识地在
新军中进行反满宣传和策反工作，新军官兵是容易从“反满”的心态发展为反满行动的，且他们已成为各大城市中一股非常活跃的政治势力。武
昌起义的胜利及全国其它城市的独立，清王朝的灭亡，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作用。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新军也只是利用其反满的民族情绪，对他们
只是物质上的支援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宣传，没有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其进行改造，收编组成自己的军队。在达到预定的目标后，资产阶级革命
派就抛弃他们，而新军随着一些革命党人的蜕变，衍化成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武装。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革命的动力模糊认识及廉价胜利的
愿望，最后，将革命政权拱手送给了袁世凯，导致了辛亥革命失败。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走上反对袁世凯独裁及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但在革命动力问题上仍脱离人民群众，消极利用新军
阀与旧军阀，南方军阀与北方军阀的矛盾，联合南方小军阀反对北方大军阀。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就是以粤、桂、湘联军作为主力军。这些军阀
是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为了各自的地盘，才打起“护法”旗帜，并企图利用孙中山作幌子，借以增大其“自主”的声势，
以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因此，护法运动一开始就离心离德，多方掣肘，而孙中山却一再让步，委屈求全，封官许愿。但
其结果是，桂系军阀陆荣廷与北方直系军阀勾结，丁南军阀与北京政府妥协，历时两年的护法运动终归失败。护法运动失败的事实，使孙中山认
识到地方军阀与北洋军阀一样，都是护法运动的大敌。“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8〕所有大小封建军阀全是代
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利益的，都是革命的敌人，绝不可能帮助孙中山实现共和国的理想的。  

三  



武装起义的屡次失败，没有减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救国救民、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决心。那么到底依靠谁，联合什么力量才能完成此
大业？孙中山等人“孑然无易”，“一筹莫展”，完全陷入苦闷和绝望的困境。就在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走投无路，找不到正确答案时，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
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对人民
群众不信任的态度，开始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并感到过去依靠军阀之不当，认识到“大多数人起来革少数人的命
的世界潮流‘不可抑遏’，将来必至政权归于平民而后已”。〔9〕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有组织地领导了工农革命运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给孙中山以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但至此孙中山等革命
党人仍没有想到要依靠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力量，只是对革命动力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21年至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
中山对革命动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全力培植起来的“援闽”粤军，
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认为陈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但陈炯明的叛变，导致了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对革命动
力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过去历次的失败，是失败于敌人，而这次失败，是失败于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10〕
相从十余年“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彻底清醒：单靠现成的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而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人
民群众，是必然要失败的，与军阀合作无异是与虎谋皮，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走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1月至1923年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这使孙中山产生了联合农民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想法。1
923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提出了“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这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在对革命动力
的认识上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在政策上也有重大转变。资产阶级革命终于在迂迥曲折的历程中走出了“死胡同”。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革命政策，接受共产党和共青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欢迎工农分子参加国民党。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
“只有国民党和广大民众的密切结合，中国民族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11〕“国民革命之运动，心恃全国农民、工人之参加。然后
可以决胜”。〔12〕后来，他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
民为基础”。〔13〕1924年7月，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大会，孙中山看到许多赤着脚，穿着破烂的衣衫，有的带着箩筐和扁担的农民来广州开
会，深受感动，他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14〕8月他号召广州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斗争，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最大多数，如果
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15〕1924年9月，孙中山甚至提出了“产业工人阶级应当发挥领导作用”的论断，这一认识是
很可贵的，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的《国事遗嘱》中，表现出他一生对依靠民众力量认识的最高峰。
遗嘱中写道：“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革命成功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6〕这是孙中山
一生革命的经验总结，是孙中山对革命动力的认识最高概括。  

可惜的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掀起了一次
又一次的反革命浪潮。然而，以宋庆龄、廖仲凯、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与西山会议
派、戴季陶主义及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一方面在刊物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二
大”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议决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当蒋介石彻底背叛孙中山，进行镇压工农群众的反革命政变，对国
民党及国民党左派的一系列组织进行解散、封闭时，国民党左派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联合，领导广大人民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及阴谋进行深刻的
揭露和坚决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左派的影
响下，武汉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汪精卫等控制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后，悍然“分共”，孙中山的三
大政策被彻底背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此彻底失败。  

四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革命斗争，为什么就没有认识到工农这支革命的主力军？究其原因：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所致。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主义中，平均地权虽然触及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切的土地问题，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却不
愿把土地分给农民。同盟会的分支组织地共进会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顾及豪绅地主的利益，在拟定政纲时，竟把
“平均地权”改变为“平均人权”。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根本就无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唤起农民革命的热情，从而引
导广大农民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去。  

其二，资产阶级自视甚高，使他们脱离农民，轻视农民的地位及反抗斗争。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要成份是新式学堂的教员、学生和海
外学生，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因此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轻视甚至敌视农民。他们把社会成员分为上、中、下三大类，把农民
划归“不知不觉者”的下等社会之列，不相信农民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农民于革命大业是无足轻重的。  

其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急于求成的心理及力量薄弱，使他们忽视工农力量。革命党人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认为“革命之范围，必力求
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17〕因此，他们在革命中十分倚重现成的反清力量：会党、新军、地方军阀、地主绅士等。加上革命派组
织涣散，人员复杂，经费单薄，无力组织工农组成革命武装，只好利用现成的力量，需要时下去联络、组织，不需要时就抛弃之。  

其四，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他们不敢真正地发动工农，甚至害怕工农参加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又不同程度的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他们既要推翻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又害怕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起来革命，害怕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会使他们失去既得的利益。  

 

注释：  

〔1〕《中国近代史》复印报刊资料1992年3期第99页  

〔2〕〔3〕〔4〕《中华民国史》第一篇全一卷李新编第275页、308页  

〔5〕《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5页  



〔6〕《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2页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页  

〔8〕〔9〕〔10〕〔11〕〔14〕〔15〕〔16〕《孙中山传》尚明轩著第211页、227页、238页、273页、294页、312页、313页  

〔1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传》第九卷  

〔1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1961年版第602页  

〔17〕《中国近代史》复印报刊资料94年第7期第93页  

 

 

（资料来源：《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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