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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

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

革命。

从 1906 至 1911 年，同盟会

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

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

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

尽管这些起义先后失败，但革命

者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朝

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给全

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

1911 年 4 月 27 日的广州黄花岗

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此后，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活动风

起云涌，封建王朝成强弩之末，

摇摇欲坠。

1911 年 10 月 10 日， 武 昌

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2

月下旬孙中山回国，即被各省代

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

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2 月 12 日，宣统帝溥仪

宣布退位，长达 267 年的清朝统

治乃至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被

推翻。随后，孙中山制定和公布

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 月

11 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

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

中国这片被帝制统治了两

千多年的土地，第一次出现了

没有皇帝的共和国，孙中山居

功至伟。

三民主义

1929 年，在南京完工的中

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

有 3 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

族”“民权”“民生”，体现的

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思

想。

1905 年 10 月 20 日， 孙 中

山亲自撰写了《民报》发刊词。

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三

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

民族主义从最初的“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到寻求中华民

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独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有一个发展过程。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

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

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

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

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

义，指出封建制度剥夺了人权，

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

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

翻封建帝制。

民生主义所追求的大同社会

是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学说的结

合体。孙中山所倡导的天下为公

的和谐大同社会，最初出自儒家

经典《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

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

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

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

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

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

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

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

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

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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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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