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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故事提要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一阵枪响，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旧民

主主义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

的统治，并结束了在中国延续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会，开创了

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早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在

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

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

１９００年，兴中会在广东惠州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满清

统治，但没有成功。

１９０３年，革命党人及以留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知识分子

在上海、东京等地创办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章

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是其代表人物。影响较大的革命刊

物有《苏报》《猛回头》《警世钟》等。邹容在《苏报》上发表了

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革命军》文章。《革命军》

号召人民反清废帝，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

１９０５年８月，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东

京联合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这是中国第一个

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

同盟会成立后，以机关报《民报》为阵地，宣传孙中山提

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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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纲领。

革命同志于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１年在各地织了多次武装起

义，但都未成功。光复会在浙江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等人

英勇牺牲；１９１１年４月，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被清政

府镇压，“七十二位烈士”安息在黄花岗下。

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各地工农群众自发开展了“保路

运动”、“抢米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清

政府玩起了“立宪”骗局，仍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取得成功。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

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封建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

舞台。袁世凯窃取总统职务后竟又“复辟称帝”。中华革命

党进行“二次革命”，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并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状态。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开

始登上政治舞台。同时，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在积极

探索革命的道路。１９１５年９月，曾参加辛亥革命的前清秀才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新青年》为阵地，李

大钊、胡适等人在刊物上发表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文章。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鼓舞和唤醒了中

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觉悟，马克思主义迅速地在中国传播。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３０００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

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在出卖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

字。“五四运动”最后发展为全国性的民主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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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济南、武汉、杭州等许多大中城市也掀起了爱国运

动的热潮。

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

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周恩来、邓中夏等开始意识到

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与工农相结合的必要性。自

１９２０年起，李大钊等人积极筹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并与共

产国际组织取得了联系。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毛泽东作为

湖南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里

程碑，使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焕然一新的本质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宣传民主革命，发动和领导工

农革命斗争。

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革命

的又有实力的政党。但当时军阀混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不成

熟，根深蒂固的弊病使国民党难以担当中国革命的重任。国

民党“护法斗争”失败后，中国革命往何处走？孙中山在徘

徊，这时，中国共产党伸出了友谊之手。

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磋商，共讨救国

大计。孙中山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广大人

民，特别是工农群众；还须得到国际上像苏联那样真心支持

中国革命的国家的支持。

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１９２３年元旦，他发表了《中国

国民党宣言》，明确表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

３



民
国
卷
︵上
︶

成立。”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召开，中国共产党同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

定：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国代会”１９６名代

表中，以共产党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代表就占２５名。

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提出了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国民党历史

上的一个重要文献，这次大会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

孙中山曾依靠军阀从事武装斗争，在吃足军阀苦头的实

践中，他深深体会到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

１９２４年５月５日，在苏联军事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下，新建的黄浦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就任军校校长。军校

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和党代表制，明确提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

任务。孙中山亲自兼任党代表军校总理。恽代英、周恩来等

共产党人均在军校任政治部、教授部主任等职。

军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政治军事人才，成为革命武装力

量的核心和中坚。

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点燃了“五卅”反帝烈火。反对

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的工人运动，从上海燃遍全国。北京、天

津、青岛、武汉、长沙、南京、杭州、广州、香港等地都先后爆发

了罢工、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开展了群众性的抑制英货、

日货运动。

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同年８月，革命派领袖廖仲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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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遇刺身亡。蒋介石以孙中山“忠实的继承人”自居，乘机压

迫国民党主要人物胡汉民、许崇智出逃，夺取党政军大权。

为改变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完成统一大业，１９２６年６

月６日，广东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７

月２７日，１０万北伐军从广州誓师出发，开始了决定中国前途

的北伐战争。中共党员叶挺领导的“铁军”成为北伐的先锋。

在各地工农群众的支援下，北伐军一路所向无敌。

北伐的胜利，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又打又拉地开

始收买蒋介石。蒋介石开始“向右转”。中国革命的局势再

次急转直下，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中国革命由此进

入低潮。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

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于１９２７

年８月１日在南昌举行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政权打

响的第一枪，由此而产生了共产党的第一支军队，也标志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

５



书书书

民
国
卷
︵上
︶

目　录

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 １……………………………………
旧民主主义的传播 ８…………………………………………
陈天华投海 １２…………………………………………………
女英雄秋瑾就义 １７……………………………………………
同盟会成立 ２５…………………………………………………
广州黄花岗起义 ３５……………………………………………
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４１…………………………………………
保路运动和工农自发斗争 ４５…………………………………
詹天佑修京张铁路 ５１…………………………………………
冯如造飞机 ５７…………………………………………………
辛亥年武昌起义 ６２……………………………………………
中华民国诞生 ７２………………………………………………
宋教仁遇刺 ７７…………………………………………………
袁世凯复辟称帝 ８４……………………………………………
二次革命 ９４……………………………………………………
中华革命党和护国战争 ９７……………………………………
孙中山和护法运动 １０２………………………………………
新文化运动 １０６………………………………………………
李大钊和马列主义的传播 １１０………………………………
五四爱国运动 １１７……………………………………………

１



民
国
卷
︵上
︶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２４…………………………………………
第一次国共合作 １３０…………………………………………
建立黄埔军校 １３５……………………………………………
“五卅”反帝烈火 １４１…………………………………………
北伐战争 １４７…………………………………………………
中山舰事件 １５２………………………………………………
北伐时的工人运动 １５７………………………………………
“四·一二”大屠杀 １６１………………………………………
农民运动讲习所 １６７…………………………………………
南昌城内枪声响 １７５…………………………………………

２



民
国
卷
︵上
︶

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

孙中山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

１８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家，

幼名帝象，稍长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１８９７年

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称他孙中山。

孙中山幼年时家里很穷，６岁便跟姐姐上山砍柴割草，

后来就下地干活。这种生活经历，使他从小就对农民的痛苦

境遇和要求有较深的直接感受。

在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几十年

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被镇压了，但革命故事仍在流传。

村中有一位太平天国老战士冯爽观，时常在村头给孩子们讲

“洪杨故事”，他听后就逐渐产生了仇恨清朝、崇拜英雄的

感情。

１８７８年５月，１２岁的孙中山跟随母亲从香港乘船去夏

威夷（檀香山）茂宜岛投靠他哥哥孙眉。孙眉是由雇工发迹

的农牧业华侨资本家。

开始，孙中山在他哥哥店里当店员，不久就被送到夏威

夷王国首府火奴鲁鲁（檀香山正埠）英国教会学校意奥兰尼

书院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孙中山在这里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特别爱读美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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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华盛顿、林肯的传记。他亲眼看到夏威夷人民反抗美

国侵略的斗争，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民主思想和近代科

学知识，也逐渐萌发了反抗殖民主义侵略和要求民族独立的

思想。

１８８３年，１７岁的孙中山由檀香山回到翠亨村，开始宣传

社会改革，抨击腐败政治和落后的社会习俗。这年秋天，他

和好友陆皓等人，掰断村庙“北极帝君”的胳膊，刮破“金花夫

人”的脸皮，蔑视封建神权，造了菩萨的反。

孙中山破坏神像的行为震动全村，遭到豪绅地主的攻

击，他只好走避香港。１８８４年，孙中山入香港中央书院（中

等学校）学习。两年后，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

医。１８７１年又转入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书院继续

学习。

孙中山学习期间，“志窥远大，性慕新奇”，刻苦用功，常

常半夜起床点灯攻读。除钻研医学外，他还广泛阅读西方政

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书籍以及中国经史典籍，为日后

革命打下坚实的学识基础。

中法战争后，孙中山就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因此除

学习医学知识外，更关心时政，广泛结交革命志士。当时，他与

杨鹤龄、陈少白、尤烈过从甚密，放言无忌，人称“四大寇”。

１８９２年，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

医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后在澳门、广州开业行医。他医德

高尚，医术精明，行医“不满三月，声名鹊起”。但孙中山不满

２



民
国
卷
︵上
︶

足于“医人”，而志在“医国”，探求救国之路。

不过，这时的孙中山因受盛极一时的改良主义思潮影

响，仍把改革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当权者。１８９４年夏，他写了

８０００字的《上李鸿章书》，北上天津托人呈递。书中表达他

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发展农工商业，改革教育使中国独立富强

的愿望。

上书没有结果，但孙中山却在天津等地耳闻目睹了清朝

各种腐败现状，深感当权者无可指望。这时，日本侵略中国

的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妥协退让，清军节节败退，民族

危难严重，这使孙中山下决心推翻清廷，挽救中国。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孙中山怀抱救国大志，再往檀香山，在华

侨中宣传反清革命。他联络了包括孙眉在内的２０多位关心

祖国命运的华侨人士，于１１月２４日在火奴鲁鲁成立中国第

一个秘密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被推为

会长。

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成立宣言，明确指出民族危机严

重，号召爱国志士团结奋斗，“振兴中华”。会员入会的秘密

誓词宣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是兴中

会的政治纲领，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

１８９５年２月，孙中山等人又联合香港爱国人士杨衢云、

谢缵绪的小团体辅仁文社，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设机关

于士丹麦顿街１３号，名“乾亨行”。经商为掩护，进行革命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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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从创立兴中会开始，就把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清

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当成主要目标。为此，

他多方筹集经费，准备武装起义，在檀香山华侨中募集起义

军费数万元。

孙中山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他和陆皓东、杨衢

云、郑士良往来港粤，联络了广东各地清军、防营、水师和会

党、绿林、游勇，并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掩护，还设立了十几

处秘密机关，决定于夏历九月九日（１０月２６日）重阳节发起

起义。

起义尚未来得及发动，就被清政府所镇压。但这是以孙

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武装起义，影响很大。

孙中山后来十分称誉被清政府杀害的烈士陆皓东，说他

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人”。他制作的青

天白日旗，以后由孙中山改进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

国国旗。其他被捕者丘四、朱贵全、程奎光等也被清政府

杀害。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一千或几百大洋通缉孙中

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港英当局也令五年内禁止他们入

境。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１１月在横滨联络华侨冯镜如等

组织兴中会，冯任会长。从此孙中山剪发改装，流亡海外

１６年。

清政府把孙中山视为叛逆要犯，在国内外到处追捕。

１８９６年１０月１日，孙中山从美国到达伦敦，寓居旅馆。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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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去探访他香港学习期间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和孟生。清政

府驻英公使馆侦知情况后，于１０月１１日将他诱捕。

孙中山被关在公使馆三楼的一间小屋里，幸得使馆英国

工人贺维和柯尔的热情帮助，给康德黎送信。康德黎和孟生

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后来《地球报》刊登“可惊可骇之新

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

伦敦不少英国人也对此不满，聚集在清公使馆门口高呼

要求“释放孙逸仙”。在舆论和民众压力下，英国政府也得知

清驻英公使龚照瑗曾出７０００英镑高价雇英船运孙中山回国

的事，就出面交涉，要公使馆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释放私

捕人犯。

清公使无奈，只好在２３日下午将孙中山释放。当孙离

开使馆时，街上人山人海，拥挤着一睹中国革命家的风采。

记者也纷纷采访，报纸刊登消息，从此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

界。后来，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继续在英居留一年。他常在大英博

物馆，潜心钻研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书

刊，并实地考察英国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从中探求救国真

理，为以后制订完整的革命纲领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孙中山在伦敦生活十分艰苦，天天粗茶淡饭，省下钱买

书潜心研读。他在伦敦《双周论坛》上用英文发表文章，揭露

清王朝的黑暗腐败，提出要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

建立一个贤良的、由地道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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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７年８月，孙中山到了日本。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

侨较多，日本又离中国较近，更便于进行革命宣传。孙中山

在日本居留３年，结识了不少友人。１８９９年，他派陈少白去

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并准备第二次起义。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孙中山又发动第二次武装

起义———惠州起义。他自己奔走于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

等地策划指挥，令与会党联系密切的郑士良，在他家乡广东

惠州归善县三洲田发动三合会起义。

１０月８日，６００多会党群众在惠州发动起义。起义队伍

向东挺进，势如破竹，１０多天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但因统

治台湾的日本当局阻挠，禁运武器，起义队伍弹尽援绝，被迫

解散，起义失败。但这次起义深得民众同情，扩大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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