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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是全面现代化的起点，是现代民
族国家重建的开始。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刻意模仿美利坚合众国，是要建立美国式的政治架构；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
是刻意模仿一百二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是要以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中国。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剧本在演出，孙中山等先行者经过十几年艰辛奋斗，
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化成全民族觉醒，只是当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政府阵前换将，启
用袁世凯职掌朝政，南北对峙一下子由满汉之间的种族冲突变成了汉人之间的对决。
辛亥革命后半场放弃了法国大革命的老套，在经过短暂和谈后，南北握手言欢，清帝退位，五族共和
。

　　对于辛亥革命这个结果，见仁见智，许多人觉得这场革命在列强和资产阶级介入后变质，革命归
于失败。
辛亥革命其实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
，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既合乎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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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革命运动，改革立宪的动力。
 在晚清最后十年，革命与改革确实处在一个跷跷板状态。
革命增长了 ，一定是改良遇到了问题；改?进入顺境了，革命就一定遇到障碍。
 开缺袁世凯，中国失去了一次振兴机会。
一百年后重新观察，袁世凯 开缺另有原因，且中国失去了与美德结盟振兴中国的机会。
 武昌首义，立宪派走向武力革命榜样。
武昌起义的主体或者说惟一的 力量是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是张之洞一手训练出来的，但国家意识淡
薄 。
在湖北新军和湖北咨议局示范下，各省立宪党人和新军相互配合，在不 太长的时间里相继宣布独立宣
布光复，弃暗投明，由大清国的统治基础一 变而成为民国元勋。
 1911年的武力革命，成为和平?命的先导。
革命派模仿法国大革命，要 用武力流血杀人推翻皇权，实现民权，但掀起的中国大革命，从南北对决
走向南北议和，继而握手言欢，清帝退位，五族共和。
 武人提倡和解，王朝赢得尊重。
介入政治的湖北新军成了反政府反体 制的力量，前往武昌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北洋新军成了中国政治
的中坚。
 段祺瑞、冯国璋等将领转向革命，放弃抵抗，接受共和。
清廷顾全大局， 和平隐退，赢得国人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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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马勇研究中国近代史三十年，颇有心得，发表著述甚丰，其中的《1898年中国故事》、
《1900年中国尴尬》与这本《1911年中国大革命》属于把象牙塔的学问普及民众之作。
书稿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文字晓畅而有个性，较好地将学理性故事性融为一体。
该书出版后，相信会对民众进一步客观认识辛亥革命、辛亥人物及中国近代史有所助益。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代价”谈“意义”。
作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其耗费的“历史代价”进行比较，指出它是多种政治势力互相妥协的
结果，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袁世凯还是清王朝权贵，都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让步，最后以和
平的方式实现了清王朝消亡，共和国成立。
“中国大革命”以最小的代价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中华民族重建现代化的探索历
程，对这个“和局”的再审视无疑对后人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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