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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转折的三个重大关节点 

。 杨宏雨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迄今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从宏观的角度看，即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到 

大历史或中国通史中去考察，主要有三个重大关节点，分别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 

革命。鸦片战争是中国从闭关到开放的转折点，洋务运动是中国从自大到自强的转折 

点，辛亥革命是中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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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以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帷幕。从鸦 

片战争开始，迄今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横跨三个世纪，先后经过了满清王 

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大时代。为了便于研究，多年来，学者们选择 

不同的历史关节点，对这 17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分期，典型的有以下 

三种。 

1．依据朝代更迭，即按照前面提及的朝代，把中国近现代史分为晚清史、民 

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段。进一步，又把民国史分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成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 

后 30年。 

2．依据革命的性质，把 1840—1919年划分为中国近代史(旧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1919—1949年划为中国现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年以后的 

历史称为中国当代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作者简介：杨宏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中 

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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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兼顾革命史和朝代史，把 1840—1949年的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把 1949 

年以后作为中国现当代史。除了以上三种典型的分法，还有一些非典型的，在此 

不一一列举。 

以上几种历史分期各有优点，也曾对推进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作出不少贡 

献，但是上述分期和历史关节点的选择都是局限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之内的，没 

有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到大历史或中国通史中去考察，因而它们有着共同的缺陷： 

宏观性不够，人们很难把握中国近现代 170多年来变革的整体趋向。 

大历史的视野需要考察历史发展的巨变性和连续性、趋向性。在大历史的 

视野下寻找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节点，需要把这些关节点放到上千年中 

国历史的演变中分析。中国近现代史上真正重大的大变革，不应仅仅是数十年、 

百年中国的大变革，更应该是千年中国的大变革。基于此，笔者认为，鸦片战争、 

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转折的三大历史关节点。 

一

、鸦片战争：从闭关到开放的转折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毫无疑问也是近现代中国的第一个转折 

点。 

目前，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把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 

现代史的开端，这显然是因为鸦片战争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鸦片战 

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是屈辱、灾难，故把鸦片战争看作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有的学者认为是变革和发展，故把鸦片战争看作中国现 

代化的起点。这两种观点乍一看截然相反，但实质上是统一的。因为对于当时 

的中国而言，没有屈辱和灾难，就没有变革和发展。双方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侧重 

静态和直观地看待问题，后者侧重动态和辩证地看待问题。 ‘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转折的关节点，其根本意义在于开放。鸦片战争是 

中国从闭关到开放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英、法等西方国家不仅已经告别中世纪，步入现 

代，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资产阶级正在全世界“按照自己的面貌为 

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此时的清王朝丝毫没有觉察出世界的巨变，在对 

外关系上仍固守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这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 

交流，而且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对世界的正确认知。 

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由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构成。所谓华 

夷秩序，简单地说就是在秦汉以后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水平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始终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而成为这一地区国 

际事务的实际主导者。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宗主和藩属的关 

系。中国统治者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文明的中心，是有礼仪的“中华”，而周边 

的国家是落后的、仰慕华夏文明的“蛮夷”。作为宗主国的国君，中国的皇帝自 

然也就成了“天下”的共主，接受周边落后的藩属国的朝贡，同时也对周边藩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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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承担某些义务，如册封、保护、宣慰等。朝贡体系是与华夷秩序相伴而生的一 

种礼仪制度，由朝觐和进贡两个部分构成。朝觐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周围的藩属 

国定期向中国派遣使者，进京按一定的礼仪朝拜中国的皇帝，表示其国主的臣服 

之心和仰慕中华文明之意。藩属国的使者在进京朝觐中国皇帝时，携带一些本 

国的特产或珍品送给中国的皇帝，作为其恭顺、敬意的一种表示，这就是进贡。 

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是根据“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 

念” ，其目的是“为了在天下实现伦理与最高政治思想‘仁” 引，它看重的是 

文化而不是武力，“中华帝国对夷狄的优越感，不在其拥有武力，而在于其具有 

礼的文化。”[ ] 

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中华帝国制度 自信 和文化 自信的产物，“这种文 

化自信心有助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从未间断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 

性” J，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平等性。中华帝国在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中奉行的是“慕化主义  ̈

和“不治主义”l8 原则，因而一般说来，这一秩序和体系是和平的、非侵略性的， 

与那种恃强凌弱、利用武力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把别国变成殖民地或附属国 

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的不平等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与近代国际关 

系中的主权原则、平等原则仍有很大距离。因而随着近代国家观念在东亚和东 

南亚地区的传播和确立，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必然趋于崩溃。 

2．外交和贸易的纠缠。不少学者指出，朝贡体系长期存在的秘密在于它隐 

含着的经济活动，换言之，朝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关系。“朝贡制度的奥 

妙，是它成为通商的媒介这一事实” ‘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 

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 

络得以形成。”【1伽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行为，无论贸 

易双方的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是否对等。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这一点。他们沉湎于“万方来朝”的美梦中，把中外贸易看作是天朝对外夷的一 

种恩赐，要求对方承认华夷秩序、遵守朝贡体系，对那近乎侮辱人格和他国国格 

的“三跪九叩”礼仪的执着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就使得原本可以从容协商 

解决的贸易问题上升到了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增加了中外冲突的机会。 

3．盲 目自大。文明的进步与落后一方面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又是相对的。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华文明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居于绝对优势，但如果对中国和 

周边国家的各个方面作细致的考量，双方仍然存在着各有长短的一面，中国仍然 

需要并可以向周边国家学习。但在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中，中国自认为是天朝 

上国、文明的中心，心安理得地接受周边国家的崇拜和朝贡，这不利于中华文明 

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其他民族的文明。在欧洲文明走出中世纪之后，中华文明的 

这种盲目自大，不利于中国认知和肯定西方文明，导致中国在走向世界、走向现 

代化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少学者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华帝国“在礼 

仪方面的失败与 19世纪的中西冲突有直接的和不经意的联系。假定清帝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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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改变对外关系的礼仪化，那么冲突也许就能避免，或冲突之后果就将完全不 

同。”̈ 以̈上说法虽然很难得到历史的证实，但显然有一定的道理。 

对于鸦片战争在中国从闭关到开放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曾作过多次精彩 

的叙述： 
“

一 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 

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 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 

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 

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 

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 

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世界发 

生联系。” 。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 

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 

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L 14 J 

鸦片战争是一曲悲歌，是一出悲剧，但却是中国历史进步必不可少的动因。 

鸦片战争中，中华帝国作为“陈腐世界的代表”在为正义和道义而战，而大不列 

颠帝国作为“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在为自由贸易、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而战。正 

义和道义是属于中国的，但正义和道义并不能挽救清王朝失败的命运。闭关 自 

守、骄傲 自满、自以为是等与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相伴而生的弊病，决定了它必 

然失败的命运，而这一失败，又注定会成为中国进步的起点。没有天朝 的崩 

溃——华夷秩序的解体和朝贡体系的坍塌，中国就不可能打开国门，“同外界世 

界发生联系”，也就不可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鸦片战争是中国从闭关到开放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中国在列 

强炮舰的不断轰击下，被迫打开国门，开放了一个又一个港口和商埠，这是我们 

都很熟知的内容，此处不再～一赘述；另一方面，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也逐 

步认识到开放是大势所趋，是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遂 自开商埠。从 1898 

年到 1911年，“已有 36个 自开商埠分布中国南北东西；到 1924年，更增至 52 

处，其数量几与条约口岸相埒。”̈ 自开商埠，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开放 

对中国发展的积极意义：开放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只有主动积极地对外开放，才 

能缩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迎头赶上先进国家，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有效 

地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梯，是中国人正确认识开放及其意义的 

开端。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徐继畲等有识之士认识到英法等欧美国家“自中华西 

北，环海而至东南 ，梯琛航赆，中外一家”̈ ，实为“古今之一大变局” ，他们坚 

决反对那种昧于大势，希望通过闭关绝市、断绝中外贸易来解决夷患的做法，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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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开放 、通商，只有“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18]，才能“师夷长技 

以制夷”[ 。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对开放的必然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洋务 

派认为开放、通商乃是大势所趋，“华夷混壹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画界?” 

“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人的开放思想和精神有了长足的发展。1912年9—10 

月间，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提出“一变向来闭关 自守主义，为门户 

开放主义”、2 ，“使整个国家毫无保留地对外开放” 引；“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之 

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 

用外国方法。”[241 1914年，中华民国农商总长张謇也提出：“吾财用缺乏，则取之 

于外国；吾人才缺乏，则取之于外国0彼以其资本、学术以供吾之用，吾即利用其 

资本、学术以集吾事。” 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虽然有民族独立的任务，但 

这并没有影响中国人对开放价值的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共领导人非常注重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 

经验。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 

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 

好的东西都要学” ；不但要向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还要向资本主义国 

家学习，“不管美国人的也好，英国人的也好，日本人的也好，我们用得着的，我 

们就跟他学”【2 ]。向外国学习是一项长期的方针，目前中国贫穷落后，固然需要 

向外国学习，“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 

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 毛泽东时代，由于国际上冷战格局 

的存在，加上受中共指导思想上一些“左”的错误的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总体而言不够大、不够快。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共新的领导集体在解放思想的旗 

帜下，提出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现在的世 

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l3̈等一系列旨在推进中国开放 

速度和步伐的思想。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一格局是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探索的成果，也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思考开放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的智慧结晶。 

二、洋务运动：从自大到自强的转折 

洋务运动，又被称为“自强运动”或“同光新政”。在洋务运动中，“自强”一 

词被频繁使用，成为19世纪60—90年代的一个标志。“自强”是洋务运动的目 

标，师夷长技 、借法自强是这一运动的宗旨，故被称为 自强运动。“同光”是指同 

治和光绪，洋务运动发生在晚清同治和光绪当政的时期，故又被称为“同光新 

政”0 

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就能清楚洋务运动的意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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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场运动看作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可以用两个字——“自大”加以概 

括，这从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受到的“礼遇”中可以略窥一斑。 

在马戛尔尼来华一案中，除了众所周知的跪拜礼仪之争外，天朝的“自大” 

还可以从乾隆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找到显著的佐证。 

在敕谕中，乾隆皇帝把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英国当作自己的属国看 

待：“咨尔国王，远在重洋 ，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 

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 ，深为嘉 

许 。’’㈨ 

在敕谕中，乾隆皇帝回绝了英国的一切请求 ，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原因就是与天朝体制“不合”。这些请求“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 ；“岂能 

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法度” 。 

在敕谕中，乾隆皇帝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 

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 

恤。” 对外通商，是天朝对蛮夷的一种恩惠。 

在敕谕中，乾隆皇帝告诉英王：“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 

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但是中国有中国的价值观，“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 

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 一句话，作为天下的共主，天朝有的是各 

种奇珍异宝，但天朝以天下为己任，丝毫不看重这些奇巧之器，更不会因为这些 

奇巧之器而玩物丧志，这正是天朝成为天下共主的原因。 

对于中国人的自大，西方人在 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已经感受到了。利玛 

窦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中国人：“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 自己的国家夸耀成 

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 ，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 8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 

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 

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 

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 

值得夸耀的 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3" 

从 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不断尝到落后和“自大”的恶果。1840—1842 

年，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和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苦战，但除了失败，一无所 

获，最后被迫和英国这个“蛮夷”签订了《南京条约》，接受了割地、赔款、五口通 

商、协定关税等屈辱的条款。1856—1860年，在和英夷、法夷经过近4年断断续 

续的战争后，中国被迫接受屈辱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与第一次鸦片战 

争相比，这次战争对中华帝国的刺激更大。在这次战争中，“蛮夷”们不仅骚扰 

了帝国的沿海，而且还攻占了京畿，焚烧了圆明园，迫使天朝皇帝(咸丰)出逃并 

死在热河。战败的后果愈加惨痛：不仅要割地、赔款，而且还要公使驻京；不仅要 

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由五口扩大到十六口)，而且拱卫京师的天津也在开放之 

列；不仅允许英国商船在长江各 口往来，而且允许法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此 
．． ．— — 206 ．．。——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转折的三个重大关节点 

外，英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法国人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不允许在公文中 

提有辱洋人的“夷”字⋯⋯。用当时人的话说，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包世臣等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中西在军事实力上 

的差距：“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 良，二者皆非中华之所 

能。” 4̈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更进一步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差 

距，指出中国有六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 

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在血与火的教育 

下，他们抛弃传统的“华夏中心观”，承认“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 

末? 引；承认中华文明并不代表世界上的最高文明，“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4 ， 

“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 他们认为面 

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的唯一 出路就是 “自 

强”——“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 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 

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 

“自强”一词在汉语中最早见于《周易 ·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一语，它反应了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困境，不甘沉 

沦，积极进取、奋力向上的态度和精神。“治国之道，在乎 自强”[46 J；“外敦和好， 

内要自强”l4 ；“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柏]⋯⋯强是对弱而言的。自强一词 

的大范围流行，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在两次鸦片战 

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当时的中国“人人有 自强之心”“人人为自 

强之言” ，自强成了中国最动人的口号。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自强”活动主要包括在军事上仿效西方造船造炮，训 

练新式军队，筹建海军以“求强”；在经济上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 

各种民用企业以“求富”；在文化上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洋务人才。 

洋务运动的核心就是冯桂芬在《校邰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叫洋务派希望在不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基本制度的 

前提下，通过“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等举措，达到“始则师而法 

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的目标 ，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洋 

务派的“自强”意识却为后世所承继，成为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思想源泉之一。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面对中国“瓜分豆剖，渐露机芽” “敌 

无 日不可以来，国无 Et不可以亡” 的危急局面，大声疾呼维新变法，“自强保 

种” 引。他们认为，“天道无知，惟佑强者”，中国的前途“惟有 自强而已”[55j。 

梁启超接过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思想，提出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国者，民之积也”，【5 只要中国人彻底根除过去那种 

“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 的̈陋习，人人自立、个个 自强，“中国无可亡之理， 

而有必强之道”[58yo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仁人志士有感于“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 

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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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出了“振兴中华”“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的口号。孙中 

山振兴中华的基本主张包括 ：1．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洲专制政府，建立共和制度， 

实行民主，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国家；2．对西方取“开放主义” ，向西方学 

习，但同时注意克服西方文明的缺陷——“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3．奋起直 

追，“迎头赶上”。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虽然比欧美晚，但中国不能跟在欧美后面 

亦步亦趋 ，“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 ，中国人要“发愤为雄” ，把 

中国建设成“驾乎欧美之上” 的黄金世界。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思想，特别 

能体现孙中山的自强意识。 

20世纪3O年代，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 

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号召中国四万万人 自立 自强、挽救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我们要挽救四万万同胞所有的中华民国，复兴历史文化最悠久 、最光荣的中华 

民族⋯⋯这种方法，并非其他，就是在我们中华民国本身的努力；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四万万同胞个个人能够自强。”l6纠“只要我们能够 自强 自立，能持久抗战，就 

天天可以促起 日本利害相反的各国来包围日本；如此，国际形势不变也要变，各 

国不助我也就是助我。” 万众一心、自强 自立、持久抗战、苦撑待变，这是中国 

能够以弱胜强、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 

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毛泽东时代最响亮的口号。譬如，1962年召开 

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充分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 

统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向困难 

作斗争” ；1963年召开的二届人大四次会议要求“更好地执行艰苦奋斗、勤俭 

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l6引，建设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繁荣 

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64年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 

神” ，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推向前进；1969年，“独立 自主、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 叫被写入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后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 

成了最强音，但自强、自立仍是社会的主导价值，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被继承下来。譬如2000年，江泽民在 

黑龙江、吉林考察工作时，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的宝贵精神，继续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2011年，李长 

春在出席钱学森图书馆开馆仪式时，强调要让钱学森图书馆“成为展示中国人 

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 口” 引。可以说，1949年中共执政以 

后提出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四个现代化还是小康社会 、中国梦，都体现了中国人 

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意志。 

三、辛亥革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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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权神授，君主神圣。所谓君权神授，就是从合法性上看，君主的权力 

来源于天，周代在“毛公鼎”上铭有：“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 

天命”；秦始皇更是在传国玉玺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字样。 

既然君权神授，君主是天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国家的，那么君主的地位、权 

威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春秋时期，孔子对鲁国季氏在礼仪上的僭越表示出极 

大的愤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礼记 ·曲礼》中规定：“振书端书于 

君前，有诛；倒笑侧龟于君前，有诛。”《礼记 ·王制》中规定：“析言破律，乱名改 

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 

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El、卜筮以疑众，杀。”从这“两诛四 

杀”，我们可以感受中国君主的威严和专制统治的残暴性。 

(二)钳制思想，定于一尊。允许每个人独立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官方提 

倡的思想或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不盲从、不附和，一切遵从 自己的理性，这 

就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是专制政治的大敌。为了维护自 

己的专制统治，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钳制思想，推行文化专制。秦代，秦 

始皇以法家的学说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并“焚书”“坑儒”以禁锢思想。汉初， 

黄老之术和儒学并用，但双方斗争得很厉害，到汉武帝时，终于采纳董仲舒的建 

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进。”从此儒学成了中国钦定的官学。在隋唐以后，统治者有意把科举和四书五 

经挂勾，在功名利禄的驱使下，学校教育中教经、读经、背经、考经盛行，以致整个 

社会以精通六经为时尚、为高明，形成“六经之外，别无文章” 】‘‘六经以外，别 

无所谓道也”【74]的荒诞逻辑，严重窒息了中国的文化生机。 

(三)法治缺失，人治盛行。“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 

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从亚里士 

多德的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法治应是良法之治与守法之治的完美结合。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但通观《秦律》《九章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例》 

等历代的法典，都有三个基本缺陷：I．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看，人民“有义务无 

权利”【76]。2．刑民不分。“帝国的法典(除去纯粹行政管理组织的之外)在形态 

上说是一部刑法典。刑法和民法之间没有正式的区分；几乎每一个章节和条款 

都是以违反它应受刑罚的宣告而结束。” ¨3．不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 

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但古代中国的法律，受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 

人”(《礼记 ·曲礼》)的影响很深，体现出严重的不平等性。如《大清律例》就明 

文规定：“三品以上大员革职孥问，不得遽用刑夹，有不得不刑讯之事，请旨遵 

行。” 

但是上述诸多缺陷还不是根本的弊端，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最根本的缺陷 

是“有治人，无治法”。这主要表现在：1．立法的随意性。由于皇权至上，统治者 

根本不考虑什么依法治国，“法自君出”，皇帝的最高指示就是天然的法律，具有 

神圣性、至上性。2．道德至上。在中国，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虽然同时并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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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总是高于法治，换言之，法治只是德治的补充，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手段。 

“自从其历史发端时起，中国就相信存在着一个事物的自然秩序，或说 自然法， 

包容了宇宙所有的部分，并使它们相互间保持和谐⋯⋯这种自然法并不服从实 

在法，即体现人类经验和智慧的法律的优先地位。实在法应将自身限于运用成 

文法的准则来表述或者说诠释 自然法的范围内。如果表述和诠释正确，成文法 

就是好的和有约束力的；如果表述和诠释不正确，那么成文法便不具有约束 

力。” 因此中国的执法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中国的地方官员， 

与其说具有担负着宣告法律并保证法律得到遵守的职责这种统治权威，不如说 

是一个友好的仲裁人。” 这种道德至上主义，“造就了古代中国司法官不知法 

而能行法，百姓不知法而能守法的积极效果，也产生了道德法律不分，法律信仰 

难以产生的消极弊端。” 叫3．无讼的理想追求。“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 

乎。”(《论语 ·颜渊》)在孔子的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的官吏把无讼作为政治清 

明的象征，作为法治的最高境界。他们不仅在平时劝告民众安分守己、奉公守 

法，而且当有诉讼发生时，利用自己的权威和掌握的资源，竭力调解双方的纠纷， 

让双方归于和解。在无讼的理想追求影响下，中国的法律经常被闲置，无从发挥 

其应有 的社会功能 。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法治意识随着欧风美雨步入中国，并逐渐 

深入到国民的心中，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据《尚书 ·多方》记载，西周初年姬旦曾说过，“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 

命于成汤。”此处的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近似于君主。因此中国古代虽有“民 

主”一词，但并无民主的观念和思想，更无民主政治的实践。但这并不等于说中 

国人不喜欢民主，更不能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 

史的线索看，中国人对源起于西方的民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热情。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的这句话表达了近现代中国人对民主的热爱之情。 

鸦片战争是中西文明强烈碰撞的开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 

刚开眼看世界，就看到西方政治上的某些优势。魏源、徐继畲、梁廷榍等人均对 

美国的民主制表示欣赏，称赞说 ：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 、刘，既已 

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驳 

骏有三代之遗意” ，̈诚可谓一代人杰。在华盛顿等领袖人物的努力下，美国创 

立了与“奉一君主，柄其赏罚禁令”“君治于上，民听于下”的君主集权制完全不 

同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民主，即“合众为国”，“凡一国之赏罚、禁令， 

成于民定其议 ，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 

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 

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 

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 魏源认为，美国的民主 

体制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公，一个是周。对前一个方面，魏源说，它的统领(总 

统)“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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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对后一个方面，魏源说：“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 

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 

谓周乎!” 一个公字，一个周字，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三权分立和议 

会制度在西方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马建忠认同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 

制，认为西方各国国体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不尽相同，但都实行 

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 

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 郑观应对西方的议会制度颇有好感。“议 

会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德诚 良，意诚美 

矣。” 一个国家有了议院，就能做到“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 

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 他认为，英国“蕞尔三岛，地 

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 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 

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l8 假如中国也能仿效西方， 

实行议会制度，“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 

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8引洋务运动时代中国有 

识之士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体认和欣赏，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最终酿成了1898 

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在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向光绪提出了“仿照泰西”“设立上 

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群集会议” 的政治要求。在当时，“立行宪法，大 

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开明士绅 

的赞成。 

戊戌维新运动虽“骤起而卒蹶”，但它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播下了 

中国政治改革的种子。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 日本，继续宣传立 

宪救国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向 

激进，立志反满救国。1905年，在日本的中国反满革命团体实行大联合，组织中 

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宗旨和奋斗目标。 

同盟会建立以后，在东京的立宪派和革命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理论论战。论战 

的内容颇多，双方在理论上也互有长短。由于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 

为首的革命派都认同西方的政治理念，主张民主救国，因此这场论战属于中国民 

主阵线内部左右翼之间的分歧。论战既分清了彼此的阵营，坚定了双方的意志， 

同时又共同推进了中国民主思潮的传播和发展，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做了充 

足的舆论准备。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自然是革命党人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和 

国内立宪运动的发展、立宪派的配合分不开。因此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 

思潮发展的成果。 

辛亥革命是合民族、民主革命为一体的大革命。这场运动正如它的领导者 

孙中山所言：“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 

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9̈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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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动员口号，但他们深知，民主是世界潮流， 

中国只有“照 自己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改 良，国家才可进 

步” 。孙中山最推崇美国联邦制的共和国体，早在 1894年 11月创立兴中会 

时，他就把“创立合众政府”写进了盟书。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又明确指 

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 

不宜于中国。” 9 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有此认识，所以，辛亥革命不仅为 

满清王朝划上了句号，而且为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划上了句号。 

梁启超在1921年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任凭什么人，尧舜咧，桀纣咧，刘邦李世 

民朱元璋咧，王莽朱温袁世凯咧，若再要想做中国皇帝，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 

回事了。这回革命，就像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部落酋长的世界；就 

像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贵族阶级的世界。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是有 

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 辛亥革命是中国 

历史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大转折。 

辛亥革命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实现了国家权力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 

的转换。辛亥革命以前，“国家为君主一人之私产，人民为其仆隶，身家性命悉 

在君主之手，故君主虽穷民之力，民不敢不从”。辛亥革命以后，在共和政治下， 

“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95 从 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开始，中国的每一部宪法或宪法性的文件，无不宣布或认可国家的主权 

属于人民。“天下为公”这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崇仰的政治 

理想，起码从形式上已经实现。 

辛亥革命确立了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权利平等是共和的基石，是民主政 

治的前提。还在1906年，孙中山就提出建立“国民平等之制”的现代国家的思 

想。“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 

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 在革命以后成立的共和制度中， 

“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 

不均。” 1912年，“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写进 

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人民政治权利、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作为中国政 

治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此后各个时代 、各个政权的宪法或宪法性的文件中基本上 

得到确认。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法自君出”被视为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的事。辛亥革 

命期间，孙中山把“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引，作为革命以后新中国的一 

个基本原则。人人共守，就是不承认任何人有超出法律之上的特权，包括民国的 

缔造者孙中山自己和黄兴等杰出的革命党人，都得遵守民国宪法，按法律办事。 

1913年，“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写入《中 

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自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民国时期众多宪 

法文书必不可少的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先后写入 1954年宪法和目前正在使用的 1982年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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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人民是受管理被统治的“民”“氓”，一般没有资 

格参与法庭的司法活动。辛亥革命以后，公开审判写进了 1912年颁布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成为民国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公 

开审判也被写入 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 1982年宪法。公开审判原则是人 

民参与、监督司法实践的一种方式，它有助于维护和实现司法正义。 

司法独立，法院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人 

治走向法治的一个前提。辛亥革命以后，司法独立的原则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 

得到了确认。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 

厅之干涉”。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法院依法律独立审判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各依其本法之规定行之。”1923年 

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1947年 

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更规定：“法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 

受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司法独立的原则在 1954年宪法和 

1982年的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前者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 

律”；后者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为了保障司法独立，维护司法公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写入了“法官 

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类似的表述先后出现在 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 

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和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确定法官为终身职， 

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有助于法官熟悉法律、案例，降低司法错误。而法官在 

任中不得减俸，有助于保障法官经济收入，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 

有法可依是依法办事的前提。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融人世界的进程， 

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就有意识地移植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法律制度，经过民国时 

期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所谓的“六法体系”0六法体系包含“宪法、 

民法、民事诉讼法 刑法 、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六大部分，从 1948年出版的《六 

法全书》可以看出，经过几代法学家和杰出人士的努力而形成的六法体系，在形 

式、内容、价值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有着实质性的不同。“通过移植 

西方先进法律学说与法律制度，继承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而建立的六法体系，真 

正做到了外在形式的科学化与内在价值的民主化的较大程度的统一。’?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2O世纪 80年代以前，在革命思维的主导下，政府用政 

治运动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律被作为政治运动的辅助工具，因而法制建 

设整体而言就呈现出迟滞、落后的状况。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 

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 ，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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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 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此后中共加快了法制建设的速 

度。经过30多年的努力，2011年 3月，中国时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到 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 

法律 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 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 

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 

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 

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 、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 

依。”( 

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民思想的枷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的进程。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认“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 

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此后，人民享有言论 自由和信仰自由成为中国宪法 

或宪法性文件必不可少的内容0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观念逐渐在中国社会生 

根 。 

1902—1904年，清政府在辛丑剧变的刺激下，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 

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启动了清末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1906年 3月清廷学部颁布了中国教育的五条宗旨：忠君 、尊孔、尚公、尚武 、尚 

实，并声称前两条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后三条是 

“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们 民国成立以后，1912年2月， 

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 

违”【I∞]，将忠君和尊孔从中国教育宗旨中剔除。此后，陈独秀等人在新文化运 

动中又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思想上的清算。他们指出，孔子的学说和儒家思想乃 

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产物。孔子宣扬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时代之道德”【j∞]， 

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l04]。它“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 

个性”̈ 。孔子的学说在他那个时代确有合理的价值，但20世纪世界的主题 

和潮流是自由、平等、人权 ，孔子之道与之相悖，这就决定了孔子之道、儒家学说 

无法指导现代人的生活与教育。“孑L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 

师表”’。̈  对孔子和儒学至尊地位的否定，为民主精神与 自由思想的传播、发 

展扫除了障碍。 

辛亥革命确立的思想自由、思想解放的原则对此后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可估 

量的影响。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积极聘请陈 

独秀、胡适 、李大钊等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学者进入北大。陈独秀等人以北大和 

《新青年》为舞台，发起了一场旨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 

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思 

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I。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又进一步解放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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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思想，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五四运动则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新起点”【l衄]。 
一 个甲子以后，1978年，胡耀邦等人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发起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 

论，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 

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场讨论，“对于全党同志和全 

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后来的学界一致 

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 

则的确立，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后者则拉开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帷幕。 

迄今 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中国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转折的关节点不可谓不多，但从宏观的视角看，从数千年中国社会变 

革的角度看，主要有三个重大关节点，分别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鸦 

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从闭关转向开放；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 

开端，拉开了中华民族自强、复兴的序幕；辛亥革命推倒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 

的专制政体，中国政治开始从专制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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