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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平天國興起的背景 

1.1 社會經濟蕭條 

- 康熙以後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大量農民淪為佃農、無業遊民甚至土匪。 

- 邊緣群體為社會增添不穩定因素，導致清中葉以後多次起義事件。 

- 鴉片戰爭帶來的賠款、關稅問題對社會經濟體系構成嚴重破壞。 

 

1.2 清廷武備鬆弛 

- 清廷依仗的八旗兵和綠營兵在三藩之亂及白蓮教之亂後，已不堪一擊。 

- 軍事衰弱一方面助長了反清意識，另一方面亦令起義軍有機可乘。 

 

1.3 排滿情緒激化 

- 滿清入主中國，推行的高壓政策，漢人長期被壓抑。 

- 清代中衰已令漢人排滿情緒湧現，鴉片戰爭敗績更加激化。 

 

 

 

 

 

 

 

 

 

 

 

 

 



二、太平天國運動的經過 

2.1 創立拜上帝會 

- 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生於廣東花縣，曾四次到廣州參加科舉均告失敗。 

- 1837 年，洪秀全第三次落榜後失意萬分，重病中幻夢升天。 

- 1843 年，洪秀全接觸到中國新教徒梁發的《勸世良言》。 

- 他覺得小冊子內容與夢境相似，開始拜信上帝，並自稱為上帝次子。 

- 1847，洪秀全與馮雲山創立拜上帝會，藉西方宗教秘密推行反清運動。 

- 馮雲山往廣西桂平縣山區活動，吸納了很多信徒。 

- 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骨幹份子於此時入會。 

 

2.2 金田起事 

- 1848 年起，廣西連年饑荒，大批災民為求庇護加入拜上帝會。 

- 不久金田村發生械鬥，官府來剿，拜上帝會召集信眾共同抵禦。 

- 洪秀全見時機成熟，遂於 1851 年 1 月宣告起事。 

- 洪秀全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為號，建立「太平天國」，自封「天王」，部眾稱為「太平軍」。 

 

2.3 定都天京 

- 金田起事後，太平軍北上攻佔永安，在此初步建制並冊封諸王。 

- 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 

- 1852 年，軍隊繼續向北推進，佔領岳州及武漢。 

- 1853 年 3 月，太平軍攻入南京，更名「天京」，太平天國定都於此。 

- 太平軍定都天京前，馮雲山及蕭朝貴已先後戰死。 

- 太平軍起事時只有兵一萬，現已發展為五十萬，力量迅速壯大。 

 

 

 



2.4 確立制度 

政治方面 

- 天王為最高領袖，其下以東王權力最大。 

- 封王有屬官協助處理政事。 

 

經濟方面 

- 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廢除土地和財產私有權，將土地分成九等，按人口平均分配。 

- 建立「聖庫」制度，財產一切歸公，再按等級分配。 

 

軍事方面 

- 軍政合一，官員身兼軍職與政職，士卒同為農民；設立軍帥、卒長、兩司馬等十六種官職，王侯掌管軍政大權。 

 

宗教方面 

- 宣揚基督教思想，編定新版《三字經》及《幼學詩》，內容歌頌上帝功德 

- 科舉考試題目選自《聖經》及基督教論著。 

 

社會方面 

- 提倡男女平等，允許女性參加科舉、任官、當兵 

- 嚴禁吸食鴉片、纏足、賭博、嫖娼等陋習。 

 

文化方面 

- 禁止人民祭祖、尊孔及研習儒家經典。 

 

 

 

 



2.5 由盛轉衰 

-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分兵北伐及西征。 

- 北伐軍深入直隸，逼近天津，清廷大驚，但後援不繼，終被清軍所敗。 

- 西征軍沿長江推進，與湘軍激戰，石達開所部增援，大敗湘軍。 

- 太平軍又擊敗試圖圍困天京的「江北大營」、「江南大營」之清軍。 

- 太平天國全盛時期兵鋒曾北至天津城外，西至湖北、湖南。 

 

2.6 諸王內訌 

- 1856 年，太平天國內訌，東王楊秀清恃功跋扈，天王洪秀全密召北王韋昌輝誅殺。 

- 韋昌輝誅殺楊秀清一家及其部屬二萬多人。 

- 洪秀全以韋昌輝濫殺，遂把他處死。 

- 翼王石達開主持政務，但受洪秀全猜忌，最後石達開率部出走。 

- 太平天國經此內訌，元氣大傷，由盛轉衰。 

 

2.7 太平天國覆亡 

 當初太平軍興起後，清廷下令各省自建軍隊，其中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發展為對抗太平軍的勁旅。 

- 1861 年，曾國藩攻奪了安慶，天京喪失上游屏障。 

- 1864 年 6 月，洪秀全逝世，湘軍及淮軍取得外國軍事支援，包圍天京。 

- 1864 年 7 月 19 日，清兵攻破天京，太平天國覆亡。 

 

 

 

 

 

 

 



三、太平天國的影響 

3.1 動搖清廷根基 

- 持續十五年的戰事波及十六個省份，消耗國家大量資源平亂，撼動管治根基。 

- 太平天國部分餘黨加入天地會，影響伸延至日後的捻軍和回民叛亂。 

 

3.2 宣揚革命思想 

- 太平天國全盛時期規模頗大，讓漢人目睹革命的一絲曙光。 

- 太平天國提倡的民族精神得到廣泛流傳，啟發孫中山投身革命事業。 

 

3.3 地方督撫權力增大 

- 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官員剿賊有功，被任命為地方總督或巡撫。 

- 清廷需與外省官員磋商國是，打破高度集權的統治模式。 

- 漢人逐漸掌握地方實權，為日後地方勢力坐大埋下伏線。 

 

3.4 倡導社會改革 

- 太平天國主張土地平均分配，又推行財產公有共享之「聖庫」制度。 

- 太平天國又提倡男女平等，廢除蓄婢、纏足等社會陋習。 

- 提出向西方學習的洪仁玕《資政新篇》，頒行流傳。 

- 其種種倡導之社會改革具有新意，對日後中國有一定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