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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7年7月1日凌晨，天刚蒙蒙亮，一大早就起了床的北京人，当他们走出自己的家门之时，无人
不感到诧异：几年不见的前清黄龙旗插遍了大街小巷，龙旗在晨风中飘扬，哗啦啦地作响，北京在一
夜之间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怎么不见了踪影？
　　正当人们疑惑不解时，一道一道的谕旨高叫着从紫禁城里传出：　　“张勋、王士珍、张镇芳、
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著授为议政大臣，钦此。
”　　“张勋著补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钦此。
”　　“徐世昌、康有为关心国事，申明大义，著授为弼德院正副院长，钦此。
”　　⋯⋯　　原来，已经退位六年的清废帝溥仪，在张勋等人的怂恿下，宣告复辟了：改中华民国
六年为宣统九年。
宣统复辟消息传来，京中旗人欣喜若狂，妇孺互相道贺。
一般旧官僚也弹冠相庆，于是六年不见的顶戴花翎，又大出风头，以致京城内城各古董铺所存之旧物
，一日售罄，连日加工赶制，以应购者之需。
早已剪掉的辫子一下子生不出来，一些人跑到戏班子里寻找；一些人智商更高，索性将一股麻绳或细
线，放到墨汁里一着色，就急急忙忙垂到自己的脑后；甚至还有些人将马尾巴剪掉，顷刻间就做成一
条辫子⋯⋯北京城里光怪陆离，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政治情景，许多人在彷徨、在忧虑：中国共和道路怎么如此曲折？
先是袁世凯洪宪王朝取代民国，其影子还未散去，大清王朝又接着复辟。
民国成立这才几年，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几次，中华民国的命运就如此多舛吗？
共和道路还能否走下去？
中国人民的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一系列政治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辛亥革命中国人选择了共和道路，促使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尽管道
路曲曲折折，但帝制复辟是短暂的，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仅仅维持了83天，溥仪复辟更如昙花一现，12
天就宣告失败。
共和道路则持续向前。
民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史实，充分论证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但历史的发展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康庄大道，平坦笔直，而是弯弯曲曲，荆棘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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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奋斗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不仅统治中
国268年的清王朝被推翻，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也被打倒，代之以文明先进的民
主共和制度，这一历程至今，已经整整100年了。
J00年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志士所期待的“振兴中华”，中华民
族独立和富强的理想早已实现或正在实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和扩大。
抚今追昔，使我们更加怀念孙中山先生和无数的辛亥革命志士，怀念他们宽广的胸襟和远大的理想。
至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反复(艰难的共和之路)》重温这段历史，以史为鉴，更好地建设我们伟
大的祖国，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反复(艰难的共和之路)》由张华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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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腾，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
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等。
出版专著《袁世凯与中国现代化》《洪宪帝制》《北洋集团崛起研究》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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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看到集聚这里的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及革命组织之分散，首倡
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组织以领导蓬勃发展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
领导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逃到东京的黄兴、宋教仁等，对孙中山的提议极表赞成。
7月30日，孙中山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七十余人，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中国同盟会
筹备会。
会议的议程是商定会名、纲领、誓词、入会仪式和推定会章起草员等。
由于孙中山的革命影响力、远见卓识，在国内外的革命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
一面旗帜，所以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会议主席。
会上，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
。
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获得通过。
其实，同盟会之纲领看似简单，却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升华的重要体现。
以前孙中山强调的是“反清”，而没有把推翻清廷之后的蓝图进行规划。
这次提出了“创立民国”的口号，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孙中山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当百难之冲，为举世
所非笑咒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功也。
⋯⋯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　　有必要指出，同盟会并非是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三个革命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由几个革
命团体组成的联盟，它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
也是当时唯一能领袖群伦的革命政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告成立。
11月26日，同盟会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确定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作为
宣传革命的据点。
在民报创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民族主义。
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廷的统治。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反满，但并不是要消灭满洲民族，而是要推翻满族统治者的政府。
其实，孙中山这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号召，竟是后来推翻清廷的先导。
　　“建立民国”，即民权主义。
其内容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民国是民权主义的核心问题。
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对建立民国的内容作了简明的概括，凡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
统由国民选出，议会由国民选出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遵守。
五权宪法是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权主义的具体化，是孙中山设想的对三权分立学说的进一
步完善。
1906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的讲演中，首次提出了五权宪法的理论。
他认为，孟德斯鸠的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的学说还不大完备。
他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官吏，主要通过选举和委任两途，二途都有弊端，选举容易作弊，委任导致任
人唯亲。
为克服这两个弊端，特于三权之外再设考试权和纠察权，以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
这是孙中山在学习欧美时的创造。
孙中山建立的民国，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民主为榜样或模式的，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西方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最民主的，由此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奋斗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和高标准的。
　　“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实际上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土地方案。
内容是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改善民生，具体办法是革命政权建立后，由国家核定
地价，其现有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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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税问题上，实行照价纳税，利归国家，用之于民，以消除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
这就是社会革命。
这个土地纲领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空想的土地方案，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它反映了孙中山改造社会的良
好愿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没有为他的同志所接受，不少同志持保留意见，因此在革命队伍中有被称之为“
二民主义者”。
　　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
、民主自由、国家强盛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希望，因
此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和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它是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结晶，也是孙中山对未来蓝图的一个生动描绘。
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袖地位的确立，经过
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探索，孙中山逐渐明确了改造中国的道路，创建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制
定了革命纲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同盟会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短短的几年中，同盟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活动：第一，同保皇派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论战，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
思想，批驳了反动的保皇谬论，为辛亥革命扫除了思想障碍。
第二，坚持武装反清斗争，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清政府，为革命
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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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稀疏的枪声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历史进入新的时段。
然而，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足以接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于是袁世凯应时而动。
但巨大的社会转型总是一波三折，伴随着鲜血和生命，袁大总统变成了洪宪皇帝，于是革命再次踏上
了反帝制的征程。
再造共和、三造共和拉开大幕。
中国历史走入了另一个境界。
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不同的行为带动了各种思潮，一些知名与既将知名的人物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
台。
为纪念辛亥革命胜利，《反复（艰难的共和之路）》重温这段历史，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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