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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辛亥革命史稿》共分4册，分别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卷分为风暴的由来、一种
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的袭来和革命力量的集结五个部分。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奋不顾身起来反抗，试图将祖国从万分
危急的境地中拯救出来。

 《中国同盟会》卷分为新阵势、大搏斗、大动荡三个部分。
1905年8月
20日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倡导在日本东京成立，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
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
它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促进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1年的大起义》卷分为导火线、首义、四起响应、对峙四个部分。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并宣布独立，清朝迅速走向灭亡。

《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卷分为“革命时代之政府”、在困境中为巩固共和而奋斗、民初政争、国会选
举与二次革命四个部分。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然而，它只存在了短短三个月，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取而代之。

 《辛亥革命史稿》由胡绳武和金冲及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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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冲及，上海市人，1930年出生。
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1965年调文化部工作，1972年起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1983年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
主任、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3-2003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1998-2004年任中国史
学会会长。
1981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
2008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著有《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转折年代一中
国的1947年》、《五十年变迁》、《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七十后治史丛稿》等。
与胡绳武教授合著《辛亥革命史稿》、《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等。
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
胡绳武，山东枣庄市人，1923年生。
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地系，留系任教。
1960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系副主任。
1962-1964年借调教育部编写教材；1974年借调《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75年调入国家文物局，先
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古文献研究室负责人；1980年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1981年任
教授。
1993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获中国老教授协会先进工作者称号。
曾任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著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等。
与金冲及教授合著《辛亥革命史稿》、《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等。
与戴鞍钢教授合著《中国二十世纪全史》第一卷《辛亥风雷》。
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清史研究集》（4-7集）、《中华文明史》（清后期卷）。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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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开始出现了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
这是紧随着资本输出这个主要特征而来的。
如果说，在商品输出阶段，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容许别国在中国市场上同自己并存，依靠工业力量
进行自由竞争，运用自己的工业优势来压倒对方；那末，到资本输出阶段，它们对某一地区、某一行
业的投资利益，就要求独占，并且要求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再容许别国来自由竞争。
因此，以1897年底德国在沙俄怂恿和支持下强占胶州湾为起点，帝国主义列强立刻掀起了一个在中国
划分势力范围的热潮：英国紧紧地控制着长江流域，沙俄积极地把它的势力伸入东北、蒙古、新疆、
西藏，法国控制了西南，德国控制了山东，日本控制了福建。
它们异口同声地扬言要瓜分中国。
美国由于在远东力量的不足，没有取得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宣言，但是，这
个宣言的实质正是要为它建立在整个中国的独占地位开辟道路。
就是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这种争夺依然十分激烈。
第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大大加强了。
这也是与资本输出这个特点相联系，并服从于资本输出的需要的。
本来，政治控制是资本主义列强实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必不可少的保证。
但是，如果在商品输出阶段，一次交易短期就可以完成，因而，适当的政治稳定，在有些场合也可以
满足它们最起码的要求了；而在资本输出阶段，无论贷款或是建筑铁路、开采矿藏等直接投资都是长
期的关系，这就必然把政治控制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
因此，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沙皇俄国紧紧地控制了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英国一面同沙俄
争夺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一面大大加强了对长江流域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的控制，其他帝国
主义列强也纷纷投入了这场斗争。
第四，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全世界的殖民地第一次被瓜分完毕。
“所以将来只有重新分割，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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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亥革命史稿(套装共4册)》：著名学者金冲及、胡绳武历时三十年合作的结晶，迄今为止篇幅最大
、内容最完整的辛亥革命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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