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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1 i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re are lots of reviews，papers
and works commemorat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is paper sums up and sorts out nine aspect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researches on live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historical processes，historical
significance，local history，disciplinary history，documentary history，history of CPC，and history of o-
verseas，as well as issues and prospect，which is helpful for representing and understanding cor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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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辛亥革命的时评、论文和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有肯定亦有

否定，有褒奖亦有贬斥，有人云亦云的附和亦有极智穷思的审视，将这些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对于我们

还原辛亥，正确认识辛亥，不无裨益。

一、辛亥革命的人物史研究

( 一) 孙中山的全景式研究

1． 孙中山的历史定位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1］据笔者目力所

及，绝大多数学者对孙中山也持褒奖态度，如刘学照认为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是 20 世纪

中国第一位具有“百年发展思想”的革命实行家和思想家。［2］( P150) 李恭忠指出孙中山的一生始终走在时



代的前列，在诸多重要节点上，总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显得技“先”一筹。这也是孙中山能够成为人们

心目中的英雄之本来基础。［3］朱相远认为孙中山所以成为 20 世纪世界级伟人，就因他是贯通东西方文

化第一人。中国近代革命家，或不懂外文，或精通文史不懂数理化，惟孙中山掌握中西语言又兼通文理。
这便使他能超越其他革命领导人。对于有着强烈“圣人情结”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唯有孙中山才是中国

人心中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神支柱与文化“圣人”［4］( P111 － 112)

但除此之外也有不同看法，最具代表性的恐属张鸣的观点: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作用不大。首先，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跑到美国去了，“对革命极度失望”，认为“革命是没戏了”。其次，武昌起义不是

他指挥的，也不是他部署的。第三，所需的经费孙中山也没给一分钱，是革命党自己筹集的。第四，筹备

成立临时政府时，没有人想到他，只在黎元洪和黄兴之间选择，在两人争执不下时孙中山回来了，他就成

为一匹黑马。孙中山在革命中的象征意义更强一些。［5］( P32)

李维民认为长期以来，辛亥革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自然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行列，

算作资产阶级分子了。但是，这种评价是否客观公正、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却值得推敲。［6］

章开沅先生认为孙中山并非十全十美，世界上任何伟大历史人物都不是十全十美，包括已被人们奉

为“后世师表”的孔老夫子。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有重要贡献，也有不少错误，甚至严重过失。比较

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海外“输入式”的少数志士潜入沿海城镇举义的僵化模式。［7］

2． 孙中山的治国理念

第一，民族主义的思想

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 民族之

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

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8］( P11 － 12) 章开沅认为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

满”问题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

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

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思考，发人深省。［9］( P35)

第二，民生主义的思想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思想最具有特色的部分，被中山先生视为可以有效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途径。
李琨认为民生主义既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明，中西文化融合、衔接，使西方的民主政

治制度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到土壤，又使儒家的民本思想外化为民主制度。［10］作为其重要内容的“节

制资本”，一方面阐述了通过节制私人垄断大资本而防止国家为少数人所把持的理念设想，另一方面又

提出了通过鼓励私人中小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从而振兴中华的民族诉求。［11］民生主义政策的出发点是

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 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永

远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孙中山在建立中华民国后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

在社会发展目标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8］( P12)

第三，民权主义思想

主要是以五权宪法为纲领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是: 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 “五权分

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 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
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

权。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 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

维艰。［9］( P35) 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具有启发意义。
第四，“行易知难”说建设国民心理

刘学照认为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是中国第一种自觉冲破传统道德践履范畴，具有广泛社会实践

视野的知行话语。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像他说出这么多充满“实践之科学”精神并洋溢着辩证思

想亮点的知行话语的人没有几位，而他更是提出“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这种务实进取思维模式

的第一人。其所具有的“学问革命”和解放思想的意义不可低估。［2］(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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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

孙中山一直把革命和建设问题放在事业的核心位置。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有几句很重

要的话，他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之有破坏与

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相行，犹人之两足、鸟之

双翼也。”孙中山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进行的，只是残酷的现实无法实

施。［8］( P9)

3．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

王晓秋认为，从 1895 年策划广州起义失败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

度过的。其中，他在日本居住 5 年，在南洋居住 4 年左右。日本和南洋成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进行革命

活动最重要的两个海外基地。［12］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作

用。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为国内的一次一次武装起义出钱出力就是孙中山广泛动员的结果。革命

之初，海外洪门对革命的态度并不积极，为了动员海外洪门支持革命，孙中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动员措

施，终使海外洪门从不理解革命转变为积极参与革命。［13］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促发了海外民族主

义的形成。辛亥革命时期，并未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说辞，但孙中山在统一海外华侨爱国革命

之心的过程中，所做的种种努力处处透着现代统战工作的身影: 政治统战———华侨英勇献身于革命，经

济统战———华侨慷慨捐款为革命，思想统战———为革命吸收大量爱国华侨，文化统战———华侨纷纷建校

宣传革命，很值得学习和借鉴。［14］

( 二) 多元化的个案研究

第一，对黄兴全新视角的研究

众所周知黄兴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他与孙中山并称“孙黄”，被誉为“开国二杰”。萧致治

从黄兴十次进出日本挖掘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形成了民主革命思想，形成军国民教育路线，建立中国

同盟会，实现全国革命力量大联合，创办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革命宣传得以顺利展开，筹款

购械，招聘军事人员，策划各地武装反清斗争。［15］

第二，对鲁迅与辛亥评价的研究

鲁迅亲历目睹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参与绍兴光复活动，积极进行革命的思想宣传工作。［16］但后来更

多地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局限与缺陷，而于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形式上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

专制，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的伟大历史功绩认识不足。［17］刘明钢则从主观和客观两方

面分析了鲁迅对辛亥革命评价不高的原因。
第三，对蒋翊武早期革命策略的研究

袁南生将蒋翊武与孙中山早期革命策略进行了对比研究。在革命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要

依赖会党，蒋翊武则主要依赖新军中的革命力量; 在起义地点方面，孙中山意指华南，蒋翊武则盯在武

汉; 在起义时间上亦有果断判断。蒋翊武在实践中，为推翻专制的清王朝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18］

第四，宋教仁思想研究

刘云波提出宋教仁对辛亥革命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全面性、系统

性; 二是民主政治思想的激进性和深刻性。其民主政治思想还具有非常突出的两大个人特色: 一是对内

阁制民主的极端崇拜，二是强烈的法律意识。［19］刘芳等学者对宋教仁的思想进行了综述性的梳理，内容

大致分为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宋教仁政治思想的评价三个方面。［20］

第五，孙眉与辛亥革命研究

黄健敏整理了孙眉家族所藏书信并辅以相关史料，简略梳理了 1906 － 1911 年间孙眉的革命活动、
经济状况以及家族亲属关系，为我们还原了孙眉支持参与辛亥革命从金钱到行动，从物质到亲情的历史

细节。［21］

第六，田桐与辛亥革命研究

张金超收集了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相关档案，结合已刊史料和先关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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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前后田桐的革命活动，阐发了田桐的理论建树，以及在维护孙中山领袖权威、消弭部分党员

的动摇与偏见中所起到的总要作用，深化了辛亥革命史人物论析的研究。［22］

第七，秦毓鎏与辛亥革命研究

周新国等学者考察了秦毓鎏一生从传统绅士到反清革命志士，从致力于共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

固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逐渐消沉，以秦毓鎏一生的变化过程为我们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变化

的轨迹，透视出民主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23］

( 三) 人物团体研究

第一，海外华侨研究

庞卫东在对近 30 年来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认为南洋华侨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洋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相关的南洋侨领研究; 辛亥革命时

期华侨社会思潮研究; 孙中山在南洋的筹款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的南洋华文报刊等几个方面。［24］徐炳三

则分析了南洋华侨在民族认同方面所经历的复杂过程，以及这种认同所起到的积极意义: 砥砺精神，凝

聚力量，辛亥遗产成为华侨参与抗战事业精神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25］刘加洪还专门研究了客家侨胞

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和作用。
第二，知识分子研究

辛亥年间新式知识分子群人员构成以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知识结构从“四书五经”到会

通中西，政治理想由维新改良到民主革命。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实践，

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到革命团体的组建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从与改良派的思想斗争，到多次武

装起义的发动，新式知识分子都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26］彭平一

等学者还从长沙独特的历史地位出发研究了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认为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既有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特征，也从其绅士阶层渊源中继承了带有浓厚湖湘文化色彩的精神特征: 一为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担当精神，二为“劲直勇悍，好胜尚气”的“士气”。这些特征对长沙地区，甚

至于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形成了重大的影响。［27］( P1 － 5)

第三，留学人士研究

沈荣国认为历史不应该忘记长期投身革命的仁人志士，尤其是在国内人士近代化意识不足的情况

下给革命以强劲支持的近代留学人。并以珠海留学人作为研究的坐标探讨了留学人士持久、系统地推

动革命事业的发展的中坚力量。［28］陈昌福则重点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认为以留日学

生为主体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崛起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相契合，促成了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的蜕变，

在同盟会的建立以及武昌首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9］

第四，士绅阶层研究

傅国涌指出从 1909 年到 1911 年春天，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
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这

些人地位都很高，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当时

中国的读书人———士绅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30］( P74在晚清社会中，士绅

阶层出现向新社会阶层的转化，一部分由绅而商，成为近代企业家或实业家; 一部分由绅而学，成为近代

教育家教师、新闻和出版的从业者; 一部分由绅而军，即以绅士身份投入新式军队，有的甚至加入到会党

中。［27］( P1 － 2他们争利权，兴西学，办教育，谋自治。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31］

第五，立宪派研究

早在 1960 年，作为辛亥革命参加者的吴玉章就曾对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过中肯的评价各省成立的

谘议局具有双重作用: 一是起了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谘议局的议员们虽然大多数只是一些改良

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他们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 二是“起了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

加强它的妥协性的作用”。可见，当时的革命者也并未全面否定立宪派的作用。［32］( P19)

第六，基督教群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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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惠昌认为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

督教徒;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 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

化。［33］吕绍勋更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心灵、宗教和思想的革命。它不仅带进了民主共和之观念，更是

神之恩助的彰显。［34］王静以布朗的《中国革命》为切入口进行了辛亥革命的传教士研究，认为传教士是

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最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更侧重的是中国

革命对世界的影响，其看法和分析或以宗教为饭依或受到自身认识的局限，自然有不足之处。但却为我

们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给辛亥革命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史料。［35］

二、辛亥革命的过程史研究

( 一) 关于革命源起

谢放提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

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应该以多维的视野来研究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进程。［36］

陈德辉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轨迹: 清廷的极端腐败，改良主义的曲终人散，列

强瓜分中国的加速进行，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任何温和的创新和变革尝试都被会被扼杀于萌芽

状态。［37］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必将诞生。
杨银权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科举入仕的中断使得旧式士人

转而从商、从军，这不仅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还为清王朝的覆亡培育了直接的掘墓人。
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儒家的忠君思想开始动摇，大批士人的留学和新式学堂教育为他们接受西方革命学

说提供了机会，而这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思想基础。［38］

沈渭滨强调正是晚清近 50 年的“自改革”，特别是最后十年“渐进的改革”，为辛亥革命的酝酿与准

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没有晚清的“自改革”，就没有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就没有依附于

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 就没有新的社会思潮沤浪相逐的层层递进; 就没有反戈一击的革命化新

军; 也没有被边缘化而进人谐议局的士绅; 甚至也没有最初拥护预备立宪、最后对之绝望的立宪派。［39］

台湾学者黄克武认为辛亥革命有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

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进来。革命成功乃汇集了各种势力之后所共同形成，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

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则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秩序，起而响应。［40］

姜义华则认为辛亥革命的真正动力，其实是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精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一天下国家责任伦理。而家国共同体和贯穿其中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正是中华文明长

久存在、持续不衰的奥秘之所在。［41］

张鸣认为辛亥革命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是一场意外。从后来的历史看，立宪的变革，就是非革命

的变革对中国显然更好。清政府如果能够正常立宪，宪政、民主等制度迟早会落地生根，社会变革也会

比较平稳。［5］( P31 － 32)

( 二) 关于孙让位，袁上台

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这也是辛亥不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李维

民指出孙中山虽然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但各省的军队都掌握在各省的当权派手中，大部分并不

情愿听孙中山的招呼; 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基本上也是一个空头司令。在这种形势下，与

袁世凯议和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也是不能不作出的让步。［6］李吉奎认为孙让位，袁上台是民初最好

的选择。南北统一，国家避免了一场战祸。且当时不管是在原立宪派、各国公使，还是在革命党方面，呼

声一致: 中国新领导人“非袁莫属”。大总统之职为国会选举而得，袁氏当国，不能认为是辛亥革命失败

的标志。［42］马勇也认为这种让步无损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丝毫光辉，但却为中国迎来了重大机遇。
100 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没有做到，几年后的俄国革命也没有做到，只有辛亥革命以极小牺牲换来了一

个帝制时代的终结。［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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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关于辛亥革命的结果

关于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百年辛亥研究在前人的足迹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许增紘指出

辛亥革命能迅速取得倾覆清廷、革除专制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众觉悟到非倒清不可而对反清革命

给予同情和支持; 其失败，与民众对革命真义的觉悟甚低亦关系重大。对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等鲜有

正确认识，这就使革命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44］

张皓认为革命阵营内的名位之争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首先是文学社、共进会之争，导致了长江

中游辛亥革命的失败; 其次是、同盟会与光复会之争，导致了东南地区辛亥革命的失败; 最后是、同盟会、
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之争，决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短命结局。［45］

傅国涌认为中国从辛亥前到辛亥后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业文明社会演变的

路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逐渐向非农业文明演变，而辛亥革命在政治上也是一次从工厂、银行到报纸、
学校、出版业，整个社会开始从古老的农业文明转向一个新式的现代文明，这一步到民国已经基本上完

成。并指出辛亥的百年之变，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在社会上没有失败，至少当时没有失败，是以后才失败

的。［30］( P77)

李新宇认为历史事实证明辛亥革命并未失败。成功与失败的标志应该是革命目标实现与否，辛亥

革命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就应该是成功的。临时大总统之孙下袁上不应是革命失败的标志。反帝反封

建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辛亥革命十年后才正式提出的，后人不应要求前人完成后来才提出的任务。
革命带来的并非只是“假共和”，民国也并不只是“招牌”。［46］

三、辛亥革命的意义史研究

( 一)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

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

了道路。”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一观点。朱相远指出辛亥革命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一次大碰

撞，中华民族如一羽浴火凤凰，在碰撞的烈焰中涅槃、升华，终获新生。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三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是迈向现代化的一次飞跃，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重大转折。［4］( P111) 孙中山与辛亥革

命，孔子与儒学的创立，以及秦始皇与大一统帝制国家形态的创建，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三大瞩

目现象。［47］辛亥革命是国家转型的助推器: 推动国家观念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 推动国家权

力的合法基础从“主权在君”转向“主权在民”; 推动国家权力的运转方式从“集权专断”转向“分权制

衡”; 推动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从“宗派朋党”转向“社团政党”; 推动治国理民的游戏规则从“礼法之

治”转向“宪法之治”。［48］沈世培等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解读，认为辛亥革命对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49］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对此后的资本主义化进程也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50］

( 二) 辛亥革命是民族融合的起点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
一段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两岸人民为追求民族尊严、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是属

于两岸人民共有的历史。［8］( P12) 无论从地缘上、血缘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两岸都是基于中华民族这

个基本认同的命运共同体。虽然两岸在 1895 年之后走过了不太一样的民族主义建构之路，但两岸的

“大中国”、“大中华”，和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从来没有改变过。［51］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必然会

起到传承中国历史与民族精神的作用; 与此同时，两岸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也会随之更加密切，这些都对

进一步加强两岸的联系，遏制“台独”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52］( P160) 当下中国，虽仍未完全统一，但实处

目前“一国两制”下的海峡两岸，皆宣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的继承者，是孙中山的传人。其实，从百年历史

的宏观视角来看国共两党正是在争夺继承辛亥革命的主导权上，出现左右分歧，直至分裂。可谓当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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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面向左右而背离分手; 但今后定将在中国现代化的山顶上，再次相逢握手言和。［4］( P113)

( 三)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奠基

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促进政治的巨大变革; 分化政治权力结构，促进政治的现代化; 建立资产阶

级共和制度，促进政治的制度化; 建立责任内阁制，促进政治模式和权力运作方式的规范化; 制定系列法

律法令，促进政治权威的法理化; 赋予国民政治、选举、立党与集会结社权利，促进政治的民主化; 扫除恶

风陋俗，促进政治文化的世俗化。［53］从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与传播，民主行

为的养成，新的政治关系的建立等各个方面，辛亥革命重构了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从整体上推动

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54］( P5 － 9)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开启了中

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确立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

的伟大开端。
( 四) 辛亥革命升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

刘学照认为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延衍两千多年的帝制，摒弃了以朝代代国家的陋习，第一

次出现以中华为国号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此重兴”( 丘逢甲语) 的历程。辛亥革

命创立共和民国是 20 世纪新中国运动的巨大胜利，而 20 世纪中期人民中国的建立和 20 世纪后期以来

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续。辛亥革命“在亚

洲首创共和”的历史功迹自应彪炳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史册。［2］( P150) 毛磊指出辛亥革命升起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旗帜，无论从历史或史学理论上看都符合客观事实。五星红旗是在辛亥革命升起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旗帜过程中的一面旗帜。尽管五星红旗意义非凡，但它却不是第一次升起的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旗帜。［55］辛亥革命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政治方向，位于 20 世纪以来民族复兴史上

的三大历史“飞跃”之首。［56］

( 五) 辛亥革命具有世界历史作用

马敏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同亚洲各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深刻地影响着亚洲政治格局的走

向，其流风余响至今未绝。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离不开亚洲各国的支援，其中与中国同处东亚、
一衣带水的日本又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而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都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和启

迪。孙中山当年也深受在日本流行的“大亚洲主义”的影响，有着一种复兴亚洲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其政治抱负并不完全局限于中国国内。辛亥革命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而具有世界性的影

响，并且对今天亚洲各国如何和平共处、共建和谐亚洲亦具有极大的启示性。［57］钱乘旦也提出辛亥革命

前后发生剧烈动荡和反抗的地区，东起于东亚，西迄至南美，横越亚、欧、非三洲，直插美洲的中心部位，

在有陆地覆盖的地区，恰好在地球上围成一个圈。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圈，它覆盖的是人类所有最古老

文明的诞生地，即覆盖的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东正教文明、古埃及文明、印第

安文明的核心区，而所有这些文明加起来，几乎就等于整个人类的文明! 辛亥革命是在西方列强向全世

界所有文明核心区发动全面进攻并几乎要取得成功时，整个世界作出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环节。辛亥

革命正是世界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转角点。［58］歩平强调要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辛

亥革命之际，东亚的日本和欧洲的英、德、俄、意都还有君主在位，尽管废除帝制并不等于完成了民主革

命的任务，但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首先推翻帝制，不仅走在亚洲的前列，就是

在欧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32］( P20 － 21)

( 六) 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命

在对辛亥意义的褒奖声中，还有另外一些声音，我们不能回避。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有限革

命，它的有限性就表现在它的局限上。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

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而只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30］( P75) 金冲及先生也提到，辛亥

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纲领; 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 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

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59］(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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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辛亥革命的地方史研究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地方史研究突出表现之一在于各省份与地区今年出版发行了记录不同省份和

地区在辛亥革命前、革命中以及革命后图景的图书，体现了各地区与辛亥革命的渊源与承继。例如: 杭

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的《杭州: 辛亥革命百年图志》，以杭州辛亥光复为主线，全面、客观地

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浙江和杭州的政治、军事历史，为读者完整地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杭州的社会历史

面貌;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了《山西辛亥革命史》一书，收录了孙中山先生在太原六次演讲等

重要文献; 山西辛亥革命领导人阎锡山、南桂馨、张树帜等人的回忆录和日记以及部分较有价值的研究

文章。展现了山西辛亥革命充分牵制清王朝反动势力，支援武昌革命军的作用; 甘肃省档案局馆编辑了

《辛亥革命在甘肃》，此书将过去散乱的档案编辑成册，系统、真实、客观、全面地反应了辛亥革命在甘肃

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由章开沅先生作序的莫世祥新著《中山革命在香港》，全景式展现了孙中山与香

港的历史，由最初的以香港为推动革命的海外基地，到其后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始终以香港

作为反袁、护国、护法等历次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托。凸显了香港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成为近代

自由民主思想的摇篮与辛亥革命的源头之一的历史意义; 武汉市地方办公室编纂的大型史书《中国

红———辛亥革命百年祭》，以 100 年的视角鸟瞰辛亥革命，用 100 年的时空记录辛亥革命，在 100 年的大

背景中解读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地方史研究突出表现之二在于进一步挖掘了辛亥革命进程中一些特殊区域对

于推动革命进程的特殊贡献。黎志刚认为香山地区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在革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香山县与孙中山革命思路的萌芽关系密切; 香山革命党员在筹款、革命宣传中的贡献显著; 香山妇女

和海员在运输军火中还发挥了特殊作用。香山地区是研究辛亥革命不能遗忘的角落。［60］霍啟昌考察了

为什么港澳、港澳人能够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成功做出重大贡献，认为港澳虽是殖民地，但却是法治之区，

港澳现代化城市建设对革命思想起到了启发作用; 港澳经政环境造就了富有及有政治地位的华人，香港

教育社会环境与支持策进了革命运动的华人精英，因此港澳及港澳华人对辛亥革命能够最后成功是功

不可没的; 甚至断言没有港澳华人的支持，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进程无疑将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向。［61］

李谷城也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维度考察了香港与辛亥革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崔世平从维新派在澳

门、同盟会在澳门以及革命党人在澳门的活动重点分析了澳门为什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仁人志士的避

风港。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地方史研究突出表现之三在于辛亥革命对地方区域发展的持续促进。任金帅

以两湖为中心考察了辛亥革命与乡村公产运作的历史变迁，认为以辛亥革命为主导的政治近代化进程

的不断深化，使乡村权力分配格局不断分化、重构并逐步走向失衡。公产之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亦因这

种“历史变动”产生畸变，进而激化乡村内部重重矛盾，促成新的革命运动。［62］张宏卿认为江西作为较早

响应武昌首义和打响反袁第一枪之地，辛亥革命对近代江西的政治转型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

面: 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初步孕育，民间社会力量有了一定的成长; 二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党派、团体

活动活跃，形成了从事政治实践与竞争的实体; 三是议会政治的尝试，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之

一。［63］王飞麟等认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教育实现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作为首义之地的湖北新式教育

得到快速发展，师范教育在辛亥后越发受到重视，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的新式教育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64］周秋光等提出辛亥革命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对湖南慈善事

业的发展影响甚大，整体上推进了慈善事业法制化进程; 促使了民办慈善事业的勃兴; 推动了教会慈善

事业的繁荣。［65］武汉市委党校课题组更是把辛亥首义与武汉城市精神联系在一起，辛亥首义中所表现

出来的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是武汉新时期城市

精神的宝贵资源。［66］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地方史研究突出表现之四在于对辛亥革命时期边疆史料和事件的梳理与挖

掘。冯建勇以“政治博弈”与“国家构建”为研究主线，阐述了清祚败亡之际，外蒙王公、喇嘛心理之嬗

20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



变，以及此等状况下清末政府及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之应对; 探究了当外蒙局势混沌之时，俄国对外蒙边

疆之渗透，以及围绕外蒙问题，俄国、中国及外蒙地方三方之博弈，并就 1911 － 1915 年间三方政治博弈

及“国家建构”情形做了整合性阐述，揭明此期外蒙政治态势。［67］刘国俊考察了辛亥革命期间在新疆先

后爆发的迪化、伊犁和喀什起义，认为这些斗争沉重的打击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为推翻帝制以及“共

和”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68］李勇军论证了清末民初西藏建省情况，指出民国初年的西藏建省论虽仅

仅停留在政治口号上，但也表达了民国北京政府收回西藏主权和治权的政治姿态，并最终成为中、英、藏
讨价还价的砝码之一。汉、满、蒙、回、藏五族一体是中华民国处理民族边疆问题的重要思想，收回西藏

主权是民国历届政府不变的大政方针，这一治边思想或多或少为我们今天发展和完善边疆治理体制，建

设中央与边疆的和谐关系，提供了些许裨益。［69］

五、辛亥革命的学科史研究

( 一) 辛亥革命与教育学

辛亥革命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辛亥革命为界点，辛亥革命

前十年( 1901—1911) 与辛亥革命后十年( 1911—1921) 的近代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教育改革者

由以政治家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家为主; 教育宗旨从以“忠君、尊孔”为主转变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

共和精神”为主; 学制制订由取法日、德转向取法美国并逐渐趋近中国国情。［70］辛亥革命前后教育行政

的演进，学制系统的变化，人才教育观的革新，社会教育设施与实践的发展，使辛亥革命成为我国近代社

会教育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之一。［71］蔡元培更是提出新式教育应注重“五育并举”( 军国
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主义) 的教育方针，并鲜明地指出，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实

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而世界观和美育主义为超轶政治之教育，特别把德育、世
界观和美育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五育并举”全面的教育理念，还要求注重西学、重视女子教育与师

范教育等新的教育主张。［72］辛亥革命还从政治、体制、理念及多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发展发生

着复杂的作用，尤其是《大学令》的颁布，确立了大学新的宗旨和体制，更新了大学精神主题与内涵，为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教育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制度环境和精神理念引领。［73］

( 二) 辛亥革命与政治学

辛亥革命产生了亚洲第一个废除君主世袭制度的国家———中华民国，它促使我国的政治文化发生

了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从“人治”到“法治”、从“政治冷漠”到“积极参与”、从“集权专制”到

“分权制衡”的变迁。虽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但其历史贡献在于为中国政治文

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74］李育民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的

意义，如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是检视中外关系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辛亥革命的重

要背景; 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和方针以及与内政变革的关系，不仅是中外关系史的基本问题，且与辛亥革

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众反侵略斗争也在辛亥时期发生了重要变

化; 辛亥时期的外交遗产对民国的影响等等，亦有深入剖析的必要。［75］辛亥革命还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

变革，剪辫运动是从身体到灵魂的革命，放足运动解除了中国女性的切肤之痛，民国新装瓦解了封建王

朝衣冠体制，废跪拜礼告别了森严的等级制度。［76］辛亥革命使人性获得极大的解放，关注人的权利和地

位、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思想界的一大趋势，慈善思想在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也掀起了第二波发

展高潮，出现了慈善福利论，政府责任论，工商养民论，这一切都直接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现代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77］

( 三) 辛亥革命与新闻学

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舆论和办报活动，他称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

首的各地革命党人，通过创办报刊、出版图书，传播西学、新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严复翻译的《天演

论》( 1898) ，谭嗣同的《仁学》( 1897) ，梁启超的《新民论》( 1902 － 1906 ) ，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革命军》( 1903) 、《猛回头》( 1903) 、《狮子吼》( 1905) 等刊物的发行，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营养，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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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思想酝酿，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和舆论引导。［78］( P1) 正如孙中山在他的《自传》中

所说:“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随着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出版法令的制定和颁布，辛亥时期的书刊

报呈现内容丰富，政治鲜明等特点，在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促进思想启蒙，鼓舞广大有志之士向封建势

力作斗争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79］民国时期，在出版业方面，商务印书馆始终是龙头，加上中华

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基本上就垄断了当时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家通通都是民营出版社。
中国的报业到《大公报》达到巅峰，这是当时最好的报纸。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传媒业在民国时代

达到了一个最佳状态，那完全是以民间报纸为主导的一个新闻格局。［30］( P77) 辛亥革命前后书报刊的出版

和发行，促进了近代新闻学的发生和发展。
( 四) 辛亥革命与法学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一百余年的历史上，辛亥革命有着特殊的意义。辛亥革命带来的法律变革具有

原创性，它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帝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

告了封建政治法律制度的崩溃，并以实现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向现代民主主义法律制度的历史转变

为理想，引发了 20 世纪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揭开了中国法制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80］辛亥革命也促成

了中国社会司法观念从传统性到西方化，再从革命性到专业化的变迁。［81］尽管民国以来并没有改变清

末形成的对传统法律思想承继和外来法律移植并重的局面，但显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商事立法获得

了空前的发展，在党政主导推进的环境下，社会本位视野下，私法从书斋走向社会实践。［82］

( 五) 辛亥革命与文学

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典文学正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迈开了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步伐。从倡导现代

民主政体到“新民”、“觉民”，再到抬高小说地位的一系列行为，都显示出晚清文学运动与辛亥革命相

互激荡，相互映衬的特点。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转折意义值得重视。［83］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

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其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并不单纯是个人精神创造的结果，在很大程度

上得力于宏观的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辛亥革命正是这一国家新体制建立过程的开始。［84］朱相远认为辛

亥革命说到底，实为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一次大碰撞，中华民族的第四次文化复兴即肇始于辛亥革命。辛

亥革命在文学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投影，从创作主体来看，有现代文学前驱者，更有辛亥革命的亲身参

与者，也有不忘历史的后来人; 从内容来看，有革命豪情的抒发与对烈士的礼赞，有革命历程的写实与对

革命的肯定，也有对革命必然性与复杂性的揭示，还有对其不彻底性的批评; 从文体来看，有诗词、联语、
歌曲和通俗小说，也有杂文、随笔、小说、剧本和评论，还有各种历史叙述的文本; 从风格来看，有激昂或

悲愤的抒情，也有冷峻而真切的写实，还有鞭辟入里的分析。辛亥革命为文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

忆。［85］

( 六) 辛亥革命与女性学

辛亥革命也是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转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女性批判封建家族

制度，抨击封建婚姻制度，摆脱经济附庸地位，开始了以反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追求人格独立为主线

的嬗变。［86］由于辛亥革命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为女权思想的觉醒提供了阵地。辛

亥革命前后的十余年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催化下，女性积极自主地追求独立平等和自身的社

会价值，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女子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87］发端于近代的中国女子教

育在辛亥革命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女子教育的规模得到拓展，这极大地解放了中国妇女的思想，唤

醒了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中国女性在这场巨变中所发生的与自我、与他人( 主要是男女关系) 以及与

社会关系的变化，后来中国女性高扬主体意识，真正走向精神解放做了可贵的探索。［88］

六、辛亥革命的文献史研究

( 一) 全景式、编年体的文献成果

搜罗已推出的辛亥百年出版物，举其大端，有中华书局历时 40 年整套 36 册的《中华民国史》，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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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的《孙中山传》，中华书局的《孙中山全集》( 全 11 册) ，广东人民社的《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

觉醒》，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社的《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辛亥革命的影像

记忆》，岳麓书社的《帝制的终结: 简明辛亥革命史》、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风雨欲来———重绘辛亥革命历

史地图》，世界图书公司的《壹玖壹壹: 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的《辛亥革命实绩汇编丛书》，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国士》( 4 册) ，等等。［78］( P1) 这些成果系统再现和阐释

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 二) 人物志的文献成果

主要是整理出版了一批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文集、传记和回忆录。如人民出版社的《孙中山传》、
团结出版社的《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等。此外，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全 11 册) ，收录孙

中山先生的论著 8000 余篇，500 多万字，是目前较为完备的孙中山著作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安

排出版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的文集，如《田桐集》、《张难先集》和《吴禄贞集》等，这些文集和传记

勾勒了辛亥革命的群体肖像，极大拓展了对辛亥革命人物研究的范围，对更好的解读辛亥历史提供了一

个视角。
( 三) 地方志的文献成果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的《杭州: 辛亥革命百年图志》; 山西省地

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山西辛亥革命史》; 甘肃省档案局馆编辑的《辛亥革命在甘肃》; 莫世祥新著《中

山革命在香港》，武汉市地方办公室编纂的大型史书《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等，体现了各省份

和地区与辛亥革命的渊源与承继，开掘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蕴和多元价值。
( 四) 学术研究的文献成果

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乏首度公开面世的珍贵资料。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的《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凤凰出版社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江苏人民出版社

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九州出版社的《辛亥革命历史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辛亥革命在上

海———新史料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辛亥革命历史珍档》［89］、新华出版社的《北京档案史料》2011
年第 3 辑《辛亥革命后的北京》、九州出版社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等。这些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使

辛亥革命的研究有了新的增长点，展现了一种新气象、新思路。

七、辛亥革命的中共党史研究

( 一) 辛亥革命与中共领导人研究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 10 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

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者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

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

和行动。［59］( P17)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后，正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受到鼓舞，写了

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贴在校门口墙壁上，是其“第一次发表政见”，随后投笔从戎，加入革命军成为湖

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90］ 毛泽东高度重视研究辛亥革命史，在

1924—1976 期间，毛泽东反复地系统地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经验教训，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性质、
领导力量、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十四个方面，这宗研究历史指导实践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91］

梁堂华研究了徐特立在辛亥革命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指出其政治思想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一

步步发生变化，由早期自发的民主思想与意识到支持民主改良，到后来转向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

后，徐特立积极动员湖南教育界人士响应起义，起义成功后担任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一心实行西方

的民主政治。但由于革命极不彻底，官场仍然充满腐败，他愤而辞职去寻找新的道路。作为一位先进的

知识分子，徐特立在伟大的辛亥革命中写下了自己的一笔。［92］柯新凡研究了董必武民主主义思想的形

成与转变经历了辛亥革命前民主主义思想的孕育与启蒙，到辛亥革命中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再

到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93］刘伯承也是在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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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际，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
( 二)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最具权威性的诠释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

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据笔者目力所及，在

今年纪念辛亥百年发表的著述中，在涉及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学者都认为

是具有承继和发展关系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金冲及先生的这段话“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也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这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 这两个日子如此相近，中间只隔了不到 10
年。这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发展过程: 既有阶段性，又有延续性……辛亥革命在这个探索前进的过程中起

了某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对旧中国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也帮助许多中国先进分子在思想上前进了

一大步，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随后的严重挫折，又使他们看到不能再沿着原来的路走下

去，继续向前探索，终于找到了新的、正确的道路。路只能一步一步地走。有如上山，只有先跨上前一个

较低的台阶，才能再登上新的、更高的台阶。”［94］这段话是对辛亥革命与中共党史承继关系的最生动的

诠释。王心富认为: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思
想条件和干部准备，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共产党确立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要的借鉴。辛亥

革命无论从成功的一面，还是失败的一面，都埋下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种子。［95］张海鹏提出中国共产党

不仅继承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理想和事业，而且大大发展了他们的理想和事业。正是从这个

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忠实继承者。［96］师泽生等认为辛亥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的总预演和必要过渡阶段。［54］( P5) 张晋藩则更简短的概括为:“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新民主主

义革命”。［97］还有学者从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角度，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比较的维度来论述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承继关系。

八、辛亥革命的海外研究

崔华杰认为海外英文研究者群体包括英美本土研究者，也有澳洲、加拿大、日本等国学者，也包括旅

居海外的华裔研究者以及曾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现当代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因其所处的不同的政治环

境、史学理论与思想以及研究路向，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辛亥革命爆发至 20 世纪四五十

年代之交，比较重视政治史与外交史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后期，史料

文献整理、人物研究有新突破; 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区域史研究成为新热

点; 第四阶段为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此期研究在思想史研究出现了专门性著述并出现区域化的研

究特点，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进入新千年后的成果却稍显薄弱。［98］这为国内学者

了解辛亥革命海外英文研究提供了资料。
2011 年 10 月在武昌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俄罗斯学者 H． 索特尼科娃

梳理了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从 20 世纪至 21 世纪初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方向、以及找到中国对辛亥革命看

法的特征极其缓慢变化的历程，为我们了解俄罗斯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与总结。H．
!玛玛耶娃则研究了辛亥革命与宪政思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问题与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辛亥革命提

出了与传统有着本质区别的政治构架和国家管理模式。革命后的南京革命政府的各项举措，尤其是孙

中山的宪法观以及“三阶段”、“五权计划”为中国开始政治领域的现代化运动进程铺就了“一条通道”。
韩国学者裴京汉以韩人志士金奎兴于辛亥革命前后在广东地区参与的革命活动为中心，论述了韩人初

期对待共和革命的反应和参与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况，以及以金奎兴为首的当时流亡中国的韩人志士们

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评价，进而论述辛亥革命与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关联。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则

根据梁启超访美期间的采访记录，以西方社会主义者的视角考察了晚晴中国社会主义。法国学者巴斯

蒂研究了普世价值观对辛亥革命精神的引发作用，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年中，自由、民主观念，以

及相对较少的程度的人权观念，就已经成为鼓动青年和知识分子革命精神的主要灵感，他们并没有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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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观念当做西方文明的观念，而是当作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被随后民族主义力量的无上权威降为

次要理想，20 世纪全部中国政治史贯穿了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冲突。学者 Peter Zarrow 从辛亥革命

中的革命叙述发掘史料，探求辛亥革命情结下的革命叙述对革命的进程以及结果的影响。学者 Don C．
Price 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并着重考察了宋教仁政治思想的演变。［99］

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日本是一个重要的通道，对辛亥的认知也不例外。2011 年 11 月在日本横滨

召开了由日本神奈川大学与清华大学和中国史学会主办的“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与

会的很多日本学者对于辛亥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庆应义塾大学的伊藤一彦从辛亥革命前后的边境丧

失进行考证，得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种族革命而已。北九州市立大学金凤珍分析了辛亥革命与韩国独

立运动，得出二者共同走向民主共和之路的共同性结论。神奈川大学的大里浩秋以宗方小太郎本人留

下的日记和报告为基础，追溯他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的足迹，通过小太郎在辛亥革命以前进行的活动，

专门研究分析了辛亥革命与宗方小太郎，探明其与中国关系，思考其具有的意义。北海道大学的佐藤守

男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研究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与辛亥革命，论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所采取的基本

对清方针，即二分中国构想，促成中国的南北对立状态。千叶大学的见城悌治研究了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留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介绍了留学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动向以及该校的行动，考证了该校毕业生回

国后在中华民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展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面。山梨大学的松本武彦以山梨县为研

究对象，从辛亥革命的中国体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企业家的动向，县民对革命的理解四个方面考察了

1911 － 1916 日本地方社会的中国问题理解，认为辛亥革命对日本地方社会的影响及所及范围都有一定

的限度。大妻女子大学的石川照子从女性史和性别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关于辛亥革命后宋庆龄与日本

的种种关系，并提出应进一步发掘宋庆龄与有关中日女性关系史研究的命题。滕谷浩月认为新军士兵

与会党成员都是辛亥革命起义军的核心力量，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辛亥革命研究里，几乎没有考察新军于

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的著述，为此他以爱国团的建立为中心，考察了新军将校和士兵为什么参加革命

军，如何掌握中华民国的政治。电气通信大学的藤井升三以“满洲”的租借问题为中心，研究了辛亥革

命时期的孙文与日本。认为辛亥革命因其树立了共和制，可以与十八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

命，以及 20 世纪的俄国革命并立，孙文在 30 年的革命活动中日本是其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对日态度

经历了最初的依存到其后的批判。久保田文次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认为辛亥

革命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觉提出以实现真正现代化为纲领、即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辛亥革命

史后续革命的起点。［100］日本学者的研究领域不仅涉及辛亥的性质、意义，还关乎具体层面以及辛亥与

日本的微观领域的现象研究和史料考证，为我们以后继续辛亥革命的研究拓展了思路、开阔了视野。

九、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 一) 辛亥革命百年研究缺乏长程式与总体史的眼光

回望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书刊、影像、报道，可谓成果丰硕，所涉领域较之以前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从上文的综述中也可看到，研究成果的领域分布不均衡，水平也参差不齐。章开沅先生指出对于辛

亥革命百年的反思，有两层含义: 一是反思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历史，一是反思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

究。”历史是一个整体，所以应该将辛亥革命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除了回望辛亥之前一百年，辛亥

以来一百年，下一个一百年也要纳入视野。［101］应该了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了解辛亥革

命是怎么来的，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是怎么来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了解辛亥革命后

中国的百年发展变迁。第三个一百年是探讨从现在开始往后一百年中国的发展走向，实现人性的回归，

解决辛亥革命以来仍然存在的一些普世性世界难题，使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国

和强国。［52］( P161)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 并非起始于辛亥

这一年，更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功夫，换言之，就是

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9］( P22) 我们甚至应将辛亥革

命放到历史时空联系的脉络之中，不是作为断代之断代史，而是将整个辛亥时期放到近代中国、东亚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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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去，放到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长河以及不作分门别类细分化的本来状态中去，进行贯

通式考察，用整体的眼光探究革命乃至整个辛亥时期的历史。［102］由此看见，辛亥研究还需要大力发展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发展广泛的比较研究。若没有这种深度的反思和总体史的眼光，辛亥革命也仅仅

是一种纪念; 这一百年带给我们的也只能是一种符号，苍白、简单而又乏味!

( 二) 辛亥百年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有待进一步拓展

辛亥革命的研究应以史论史，论从史出，言之有物，尽量撇开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傅国涌指出以往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书写的，这样的辛亥革命史是不完整的，它只呈现了一个侧

面，可能有夸张、有虚构，自我表扬的成分很大，它只说出了他们经历的那一面。［30］( P74 － 75) 欧阳军喜也认

为孙中山撰文建构了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 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条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

的主线; 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了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 关于辛亥革命

的失败，构建了一种革命后革命党人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叙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

史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103］研究辛亥革命，历史学家有责任对一些民

众认识仍比较模糊的问题，从学理与史实等方面给予解答，去还原真实的历史。史学家们所提出的观点

要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不能为了奇而奇，要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
人物论析一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域之一，但是辛亥的研究重心不能都只放在那些过场的大角

色们，也应该关注推动这场震惊世界革命的幕后者。一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应该把目光投向当时的普

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身上，他们在历史上同样不是可有可无的。傅国涌提出“群角”概念，

群角意识就是公民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最匮乏的一种意识。一个社会能否顺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

价、不经过大规模动荡的和平转型，就是要依靠民间社会的进一步的发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识

的新一代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历史，支撑起一个现代制度。一个现代的制度、一种现代

公共生活方式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光靠主角与配角是创造不出一个现代社会的。这也是辛亥百

年变局留给我们今人的一点教训。［30］(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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