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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一場不完整的革命運動論評析 

 

辛亥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對帝國主義及

清朝（1644-1911）政府郁積著的憤怒和仇恨的大爆發。繼武昌起義成功後，各地相繼響應，

大部分省份都宣布脫離清廷而獨立，這場於公元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卒之成功，但這僥倖的成

功及其後引申的禍患，反映出這是一場不完整的革命運動。 

 

首先，武昌起義只是倉卒起事的成果，革命並無完整計劃。同盟會先前發動的十多次起

義均失敗告終，更在黃花崗起義中，同盟會與清軍奮戰一晝夜，終因傷亡過鉅而被迫退卻，

這顯出同盟會的軍事實力遠遠趕不上當時的清軍。隨後，保路風潮興起，清廷強行收回民間

集資自辦的粵漢、川漢鐵路，於是四川紳商乃成立「保路同志會」。由於保路風潮迅速發展為

四川全省的騷動，清廷急調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1866-1925）

提到： 

 

    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 

    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1
 

                                                      
1
 孫中山：《建國方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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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充分顯示出革命黨人鑑於滿清的湖北兵力空虛才倉卒決定策動武昌起義，他們事前並無完

整計劃。僥倖地，當時的「保路運動」愈演愈烈，更為同盟會製作清軍的冰利空缺，故武昌

起義只是因勢利導，若清軍和同盟會短兵相接，硬碰到底，同盟會定必戰敗。 

 

其次，辛亥革命遺留下來的禍患比比皆是，有如袁世凱（1859-1916）軍事實力強大，又

具野心，有復辟帝制之危，演變成只推翻帝國主義及君主專制制度，但未見得國泰民安之況，

是為不完整的革命運動。孫中山為了停止內戰，減少傷亡，讓出臨時大總統之位予袁世凱，

其得寸進尺，為了阻止國民黨成立內閣監督自己，派人暗殺了宋教仁（1882-1913）。就正正

因辛亥革命的不完整，自滿清被推翻，對袁世凱之野心缺乏警惕，加上袁世凱軍力強大，又

得到外國財政上的支持，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大借款合同》，借款二

千五百萬英鎊，令國民黨人發起的二次革命很快便失敗，間接讓袁世凱一步一步走上稱帝之

路。到了 1916 年元旦，袁世凱遂正式稱帝，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以洪憲為年號。雖然隨

後的護國之役成功迫使袁世凱撤銷帝制，但袁世凱在稱帝過程中，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先有

《善後大借款合同》中允許外國審查中國的稅收，後有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由此可

見，不完整的辛亥革命遺下的禍患可超出革命的成果。 

 

有人認為：「能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人江山，建立共和政體，這三項目標已基本達到，

革命不可算不完整。」正因滿清統治極度腐敗，各種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等）均

中央貪污、推行過急而草草收場，所以同盟會才希望透過推翻滿清統治，達到國泰民安。反

之，辛亥革命表面上已達到其目標，但實際上是違背其深切用意。徐中約在其名著《中國近

代史》中提到： 

 

    一個強權人物（袁世凱）的消失產生了離心力，令國家陷入雜亂無序的狀態。2
 

 

繼清廷瓦解後，軍閥割據問題嚴重。在社會方面，軍閥令民心不穩，還導致地區重建困難。

                                                      
2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出版年份：2005 年（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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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互相攻伐，戰禍連年，人民賦稅繁重，民心不穩，盜匪為患。在經濟方面，軍閥造成嚴

重經濟破壞。軍閥混戰十多年，戰區殘破，生產破壞，加上戰爭時所耗費的人力物力，皆使

中國在經濟上蒙受極大損失。此外，賦稅苛重，軍閥為擴建軍隊，橫徵暴斂，搜刮民財；加

上稅制不定，項目繁多，又濫發鈔票，令人民生活困苦，難道辛亥革命是一場完整的革命運

動嗎？ 

 

在毛澤東（1893-1976）的《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中，提到： 

 

    它（指辛亥革命）公開號召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 

    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 

    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3
 

 

雖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這僥倖的成功及其後衍生的禍患，卻讓我們看到這是一場不完

整的革命運動。 

 

                                                      
3
 毛澤東：〈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446/30452/219615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