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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七八世纪， 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

变化。 在欧洲和北美， 封建主义和封建制度受到

质疑和冲击， 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临。 欧洲大

陆的主要封建国家也陆续进行改革， 推行富国强

兵政策， 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社会

巨变的大潮中， 欧洲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

动， 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套政治构想。 20世

纪， 为争取国家的独立、 民主和富强， 中国资产

阶级在孙中山的领导下， 也开始了推翻中国长达

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发展了资本

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拉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的序幕。



001    

SH
E
N

M
E

SHI
ZI

C
H

A
N

JIE
JI

MIN
Z

H
U

G
E

MIN
G

目 录Contents

前言

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性内涵

 （一）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

 （二） 中国的新旧民主革命

二、 国际视野下的典型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一） 美国独立战争

 （二）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三） 1848年欧洲革命

 （四） 1905年俄国革命

三、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一） 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

———辛亥革命的兴起

 （二） 民主革命的斗士———民主革命

时期的著名思想家、 宣传家

 （三） 救国之道大碰撞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四） 民主革命斗争的重大胜利

———建立民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2    

M
A

LIE
Z

H
U

YI
C

H
A

N
G

SHI
G

O
N

G
MIN

D
U

BE
N

 （五） 辛亥革命果实的丧失

———袁氏窃国

 （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

 （七） 星星之火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八）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

 （九） 民族觉醒

———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

 （十） 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重要胜利

———辽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

 （十一） 中国的康庄大道———从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四、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

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

及经验教训

 （三）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

价值

参考文献

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001    

SH
E
N

M
E

SHI
ZI

C
H

A
N

JIE
JI

MIN
Z

H
U

G
E

MIN
G

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性内涵

资产阶级革命， 是指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

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 基本上是在资产阶级提出

的纲领、 口号下进行战斗的， 是反对封建土地所

有制和贵族地主阶级专政， 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

道路的革命， 它具有鲜明的人民革命的性质。 那

么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 列宁认为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人民革命的类型和阶段，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类型和阶段。

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称为人民的革命，

即由人民群众广泛、 积极参加的革命。 在 《国家

和革命》 一书中， 他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界定为

“民众， 大多数人民， 呻吟于压迫和剥削之下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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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最 ‘下层’ 的人， 都曾独立奋起， 用自己的要

求， 同自己的尝试， 即按自己方式来建设新社会

以代替那正被破坏着的旧社会的尝试， 影响了革

命的整个行程。 像这种革命， 便称为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

发生在资产阶级领导下， 工人和农民带着自

己的经济政治要求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种打

上了人民群众要求烙印的革命被理解为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还是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

因都是封建生产关系阻碍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 因此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一种 “真正人民的”

革命， 与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起来对满足广大

人民的要求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 这种 “真正人

民的” 革命， 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

比较起来， 不论前者的深度与广度都存在着根本

的距离， 只有后者才能最终解放全体劳动人民，

只有后者才能使民主的幸福实际上为广大人民所

享受。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标志， 取决于广

大人民群众是否积极地广泛地参与革命， 并且， 人

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是否作用于革命的发展进程。

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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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存在两

种可能： 一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确立起

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另一种是由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胜利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列宁在

这方面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 他论证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

革命转变极大的可能性， 这是列宁社会主义革命

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即革命的转变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有利

的，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彻底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对这一点表现得更充分。 比如中国无产

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证明了只有无产阶

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才能奠定向新社会

主义革命过渡的一切必要前提， 并带领广大的人

民群众走向彻底解放的幸福道路。

（一）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

根据列宁的概括， 一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 广大的人民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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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 一定是积极地广泛地参加了这次革命。 所

谓大多数的人民群众， 主要指无产阶级和广大的

农民群众， 他认为由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群众

广泛参加的革命可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二，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革命的过程中， 并提出

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 第三， 革命的过程

中要有关于农民土地的运动。

除此之外，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也

反映了民主革命的特点。 它的革命任务是由于资

产阶级自由竞争的需要， 试图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要推翻其压制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旧的生产关系，

也就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或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

筑。 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

参与者可以包括农民、 知识分子、 手工业者， 甚

至包括产业工人这个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 简称 “民主革命”， 有资产阶级领导

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两种。 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

革命， 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

革命， 也称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 1917年的俄

国二月革命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

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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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的新旧民主革命

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些斗

争和探索， 每一次都对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每一次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

运。 孙中山曾说过： “我们革命的目的， 是为中国

谋幸福， 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 故要民族革命；

不愿君主一人专制， 故要政治革命； 不愿少数富

人专制， 故要社会革命。” 其中， 反对封建专制制

度、 争取民主共和的目标， 不断激励着一代代革

命志士， 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民主革命的狂潮。

事实证明， 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

良主义， 旧式的农民战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

的民主革命， 都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 近

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期待新的阶级及其政党领导

新的革命， 呼唤新的革命理论的产生。 旧民主主

义革命的失败、 近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以及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性内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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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

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划分为， 旧

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部分。 “五四”

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范畴， 即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它

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

代， 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 以后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则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范畴， 在革命的阵线上， 是世界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而有无共产党的领导是其根本区别点。 所谓

新民主主义革命， 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广大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革命的对

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 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

迫； 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 而是

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 革命的结果， 将使工人阶

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

发展， 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使资本主义

获得适当的发展。 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 虽然一

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但在另一方面又是

替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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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和毛泽东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社会性质、 革命任务、 革命参与者， 从而

得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结论。 而

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认同为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即革命有资产阶级

参加。 《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 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 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大众的、 反帝、 反封建、

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中强调： “既然中

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 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

会， 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 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

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 而推翻这两

个敌人的革命， 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现阶

段中国革命的性质， 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

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根据毛泽东划分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点， 可以把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理解为旧式的和新式的两种， 其中由资产阶

级为领导的， 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革命， 称为旧式资产阶级民主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性内涵



008    

M
A

LIE
Z

H
U

YI
C

H
A

N
G

SHI
G

O
N

G
MIN

D
U

BE
N

革命； 而由无产阶级为领导的， 以建立新民主主

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

目的革命， 称为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毛泽东还指出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属

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

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

分”。 而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却改变为属于

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而在革命阵

线上说来， 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

一部分了”。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起始时间，

目前仍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 1894年兴中会的

建立， 但还不能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

端。 虽然兴中会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

但并非是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 虽然孙中山起草

了 《兴中会章程》， 并在会员的誓词中提出了 “驱

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 的革命主张，

但尚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政纲， 更不是

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统一政治纲领。 兴中会

没有也不可能担负起统一领导全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历史重任。 因此， 兴中会的建立不应作为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端的标志。 只有到1905

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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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同盟会产生后， 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革命

斗争后， 才逐渐构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具体

活动，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次重大

突破， 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中国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下限是，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任务完成之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

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此时， 中国的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仍尚未彻底完成， 这不仅是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大陆尚未完全统一，

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华南、 西南等地负隅顽抗；

更由于广大新解放区的农村土地制度尚未改革，

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这项民主革命基本任务还没

有完成。 中国共产党非常清醒地分析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所面临的形势， 正确地确定了建国后头三

年的主要任务， 即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消

灭国民党残余势力， 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接受帝国主义在华财产， 没收官僚资本， 在新解

放的广大农村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彻底完成民

主革命的任务； 同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争取国

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为有计划地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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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用了短短的三

年时间， 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 1951年以

西藏和平解放为标志， 除中国台湾及一些沿海岛

屿外， 整个中国大陆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

一。 至1951年3月， 全国已有23个省， 94.8%

的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 普遍建立了各级人民

政权。 至1952年年底， 全国除新疆、 西藏等少数

民族地区及中国台湾省外， 全部完成了土地制度

的改革， 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任务至此完成。

因此， 中国民主革命史的下限是， 1952年12

月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的基本结束和民主革命任

务的胜利完成。

另外，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

义转向新民主主义， 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

必然结果。 其必然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

的发展， 为实现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

革命转变， 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较快。

中国工人队伍由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

五四运动前的200多万人。 工人运动也有新发展，

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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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现是： 斗争规模扩大， 罢工次数剧增； 反帝

反封建的政治目的日益突出； 影响、 作用越来越

大。 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

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 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第二，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为实现新旧民主

革命的转变扫清了道路。 辛亥革命失败后， 伴随

着封建余孽的复辟帝制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

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 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一股复

古尊孔的逆流。 为了反击这股逆流， 我国知识界

一些资产、 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 高举

“科学” 和 “民主” 的旗帜， 发动了一场反封建的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反

动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 有重大的启蒙作

用， 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第三，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为实现

新的民主革命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准备。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

“曙光”。 他们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 使新文化运

动迅速发展成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新青年》 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这就为中

国新的民主革命的转变准备了理论条件。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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