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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35353535
中国人民的抗争史

第一：抗争史概述

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

程。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广大爱国军民以及各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都曾为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

抗争。

一、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两大任务是紧密联系的：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而中国封建势力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二者紧

密勾结，相互依存。任何把反帝反封双重任务割裂开来的革命都必然以失败告终，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

这点，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孙中山以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的三民主义指导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

产党把反帝反封结合起来，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二、抗争概况

按照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和领导阶级的变化，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

（一）在近代前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１８４０—１９１９）

从 1840 年到 1900 年的 60 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农民阶级领导的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

运动就是这样的斗争。农民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奴役压迫下，不得不奋起反抗。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

情况下，他们勇敢地担负起新的斗争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19 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夕的 20 年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独立

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取代农民阶级而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从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初步尝试——

戊戌变法运动，到提出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辛亥革命，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达到了高峰。

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0 年为第三阶段。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１９１９—１９４９），革命史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其伟大胜利。

第一个重点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发动的国民大革命，又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北伐战争时期，胜利和失败都要

着重了解。

第二个重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国共

产党吸取大革命失败教训，领导和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强，国内阶

级矛盾逐渐被中日民族矛盾所代替，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路线，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

第三个重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中华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同仇敌忾，英勇抗战。八年抗日

取得了胜利，扭转了近百年来反帝屡败局面。

第四个重点是解放战争，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卖国独裁政策，国内阶级矛盾

重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意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斗争，反蒋第二条战线蓬勃

展开。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主力，渡江战役摧毁了统治中国２２年的国民政府反动统治（１９２７年４月１

８日—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爆发的爱国运动是革命史的又一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学生运动，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五·二  运

动等。

第二个重点是工人运动，如六三运动，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上海总工会领导的五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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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８０万工人的抗日救国运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

运动等。

第三个重点是农民运动，如农村大革命、土地革命、保卫根据地的斗争、“抗丁！抗粮！抗税！”斗争。

第四个重点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如七君子事件。

第五个重点是爱国将领的斗争，如十九路军上海保卫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

府”、西安事变等。

第六个重点是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同蒋介石集团的决裂，民主党派积极参加新政协，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担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

综上所述，正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才一次又一次粉碎了资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使中华民族

历史绵延不断。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奋斗不息、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日月争辉，警醒、鞭策

着后人。

三、近代中国人民抗争的阶段性特点及成因：

1、前期：

从鸦片战争到《辛丑条约》的签定前，反封建与反侵略基本上是分开进行的，以反侵略为主，而且是直接与外国

侵略者进行斗争。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外反动势力时战时和，以战为主，外国对华侵略的主要方式是直接的、公

开的武装侵略。《辛丑条约》签定后，反帝反封建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突出表现为中国人民同本国封建统治的斗争。

因为《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帝国主义采用以华治华的政策，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趋

于汇流。

2、后期：

从 20 世纪初开始，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但开始是以反封建统治为主，主要表现为反清、

反北洋军阀统治。中共建立后，明确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制订了民主革命纲领。原因是此时近代的两大矛盾趋于汇流，

而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认识不到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对帝国主义妥协，抱

有幻想。中共成立后，正确分析了国情，把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结合起来，孙中山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国共两

党实现合作。中共一直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四、学习本专题历史，应掌握的主要理论：

要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

位、活动和作用；要加强对共性与个性、继承与发展观点与问题的理解，提高分析、认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明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道理。

第二：各个阶级阶层抗争

一、农民阶级的抗争

（一）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1851-18641851-18641851-1864）：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侵略的农民运动，是几千年来

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坚持了 14 年，势力发展到 18 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主观原因

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客观原因中是外反动势力色结起来，对太平天国联合绞杀。历史教训是：农民

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注意：《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产生背景不同；经济主张不同；群众基础不同；作用不同；反映时代特征不同

联系：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弥补了前者在社会改革方面的空想性、落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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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和团运动（1899-19001899-19001899-19001899-1900）：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等地掀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在斗争中提“扶清

灭洋”的口号，这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义 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即以贫苦农

民为主，还包括手工业者、小商贩、运输工人和城市贫民等。义和团运动有严重的自发性质， “扶清灭洋”口号体现出

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义和团爱国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粉

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注意：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比较

相同点：性质、斗争方式、失败原因、历史作用等

不同点：背景、主要对象、组织性、斗争规模、时代特点等

（三）农民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1111、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农民深爱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性。太

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客观上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大革命时期的农民

运动，学生打击了封建势力，配合了北伐战争。根据地的广大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为夺取

民主革命胜利提供了保障。

2222、农民阶级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农民是小生产者，落后的小生产者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具有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和分散性，无法克服

自身在思想上（没有理论指导），政治上（提不出彻底的纲领、不能建立先进的政权组织），组织上（宗派主义）的致

命弱点。

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a．经济上是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者；b．政治上提不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c．思想上

不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d．组织上很难形成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

3333、中国革命如果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同样不能取得胜利，

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性决定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制义的斗争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

点。

4444、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

二、爱国官兵的抗争——清朝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一）禁烟运动：

1839，林则徐、邓廷桢等领导，高潮是虎门销烟

（二）鸦片战争：

厦门、闽浙总督邓迁桢率军击退英军。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与将士壮烈牺牲，定海，清军总兵葛云飞中炮

牺牲。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守炮台，英勇牺牲镇江，清军爱国守军顽强抵抗。

（三）边疆地区新危机：

1874 年台湾军民抵抗日军侵略台湾；1878 年左宗棠率清军收复新疆。

（四）洋务运动

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

（四）中法战争：

马尾战役，福星，杨武，振威等舰奋起抗击法舰侵略；台北之战，刘铭传率清军抵抗法军侵略；镇南关之战，老

将军冯子材指挥大败法军

（五）中日战争：

平壤战役，总兵左宝贵英勇指挥抗击日军。黄海战役，丁汝昌受伤，刘步蟾督战；邓世昌与致远舰将士殉国；林

永升及经远舰将士全部牺牲。辽东之战，旅顺总兵徐邦道率军抵抗。威海卫战役，海军提督丁汝昌宁死不降，自杀殉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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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抗击八国联军：

清军在天津保卫战中与义和团联合作战。聂士成

认识：

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已经不单纯是维护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展现了中华民族爱国

主义的高贵品质。

三、资产阶级的抗争

（一）戊戌变法（1898189818981898年）：

面对帝国主义瓜分危机，随着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维新变法思潮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代表有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主要活动有公车上书、成立学会学堂，同顽固派沦战，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在社会上起

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维新派提出的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具有爱国和进步意义。结果，由于采用改良

办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没有任何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失败是必然的。

（二）辛亥革命（191119111911191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

命派走上了武装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革命益路。

主要活动：成立革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中华民国，推翻君主制度，颁布临时约法。发动

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掀起护法运动等。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愿与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

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摧毁封建势力，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证明，在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

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三）新文化运动（1915191519151915年-1917-1917-1917-1917年）：

以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为代表，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创办《新

青年》等杂志，提倡民主，批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四）新民主主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

1、概况

参加五.四运动，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参加五卅运动等。

抗战胜利后，同中共一道，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中，民主党派公开与国民党决裂，

与中国并肩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恢复发展生产，踊跃参加社会主义的改造。

2、认识与提示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是民主革命动力之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族资产阶级曾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国家作出 过有益贡献。

建国初期，民族工商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过积极作用。

由此认识各个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

（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1111、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要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

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先后掀起了维

新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反对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等斗争。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

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又屡次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反帝反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接受社会主主义改造，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

222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特征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在经济技术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资金少，规模小，

技术力量薄弱、缺乏市场竞争力。在阶级来源上，民族资产阶级不少是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而形成的。

这些决定了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一定依赖关系。这些严重局限性决定了它提不出乇底反帝反封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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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纲领，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3、由于来源、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形成资产阶级 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形成资产

阶级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出身的部分知识分子形成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它们一个较

之一个进步。

四、无产阶级的抗争

（一）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19-19211919-19211919-19211919-1921）

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为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进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

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

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二）大革命时期（1924-19271924-19271924-19271924-1927年）

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联合 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1924

年 1 月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取得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和陈

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三）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1927-19371927-19371927-1937年）

在这一阶段，中共创建了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提出了走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中国工农红军还胜利地完成了 2.5 万里长征。同时，日本加紧了侵华步伐，造

成中华民族严重危机。在中共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而胜利实现了从国内革

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四）抗日战争（1937.7-1945.81937.7-1945.81937.7-1945.81937.7-1945.8）

在中共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展开了历时八年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五）人民解放战争（1945-19491945-19491945-19491945-1949）

又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阶段，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力量进行大决战，结束了

国民党 22 年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开始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

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层压迫和剥削。他们工资很低，生活极端贫困；每天劳动时间很长，劳动条件又十分恶劣；政

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特别能战斗，并且在诞生不久就显示了力量，表明它必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

的领导阶级，但是单纯的无产阶级孤军奋战同样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１８５８年，

香港２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英法联军侵占广州，这是中国工人最早的一次罢工斗争；１９１９年，中国无产阶

级队伍已发展壮大到２００万人，罢工次数和规模扩大，五四运动发展到６月３日以后，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

举行罢工，各地工人也相继罢工，从此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担当起主力军作用；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于１９２１年７月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面目从此

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一大”确定党成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不久即成立了专门领导

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人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明确，必须建立党领导

的革命统一战线，必须建立工农联盟；省港大罢工，是当时世界上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斗争；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则是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武装起义，而上海总工会是中国工人无数工会中最活跃的一个工会；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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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和确定的：

1111、从阶级特性看

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

代表者，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最有远大前途和革命最彻底的阶级。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

重任，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通时自己的政党来实现。

2222、从历史角度看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论是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国民党和鞭

他民主党派，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领导中国民主革命限得胜利。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证

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方向。

3333、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所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

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广大人民及民主党派、革命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信赖和拥戴，

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

练习

1、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多次战争失败原因中，属于清朝政府内部的原因是什么？试以甲

午中日战争为例加以说明。中国军民的英勇战斗为什么不能取得每次战争的最后胜利？请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加以分析。

答：是腐败无能。如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政府腐朽没落，军备松驰落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营建熙和园，

决策集团妥协退位，战中李鸿章“挟有欲和”之意，竭立避战求和，寄望于俄、英、德、法、美各国出面“调停”使战争以

中国失败告终。例如在鸦片战争中琦善下令折除林则徐时设置的一切防御设备，裁减水师、解散招募的水勇；在中法

战争中李鸿章屈辱求和；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清军重创敌舰后，李鸿章“保船避战”，在反对八国联军的战斗中，清政

府却发布“剿灭”义和团的上渝。 由此可见，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未能得到清朝政府的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外因未能

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与清政府的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