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歷史時期：中華民國 

課題一：辛亥革命與民初政局 

第一章：晚清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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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會社 

1.1 興中會 

1.1.1 孫中山早年事跡 

- 孫中山，名文，號逸仙，生於廣東香山縣，幼時受太平天國事蹟影響，萌生推翻清朝的志向。 

- 因旅居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時曾化名中山樵，故後人稱他為孫中山。 

- 孫中山 14 歲時遠赴美國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後於香港西醫書院就學。 

- 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上書李鴻章請求變法不果，決心投身革命。 

      

1.1.2 興中會的成立與發展 

- 1894 年，孫中山於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綱領。 

- 1895 年，孫中山將興中會總部設於香港。 

- 1895 年，廣州起義事洩，陸皓東被殺，孫中山流亡日本。 

- 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興中會再次發動惠州起義，再因缺乏支援而失敗。 

 

1.2 華興會 

- 1904 年，由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於湖南長沙創立，黃興出任會長。 

- 同年策劃起義，但事機不密，清廷加以搜捕，黃興逃往日本。 

- 1905 年，黃興於東京與孫中山會面，華興會與興中會合併。 

 

 

 

 

 

 

 

 



1.3 光復會 

- 由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等創立，蔡元培出仕會長，其後徐錫麟、秋瑾相繼加入。 

- 宗旨為「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 

- 設立學堂培養軍事骨幹，以為革命之備。 

- 1905 年，大部分會員加入同盟會。 

- 1907 年，徐錫麟於安慶起義失敗犧牲，秋瑾也在紹興就義。 

- 1910 年，陶成章與孫中山意見分歧，與章太炎重組光復會。 

- 1911 年，光復會成員的新軍，於浙江、廣東地區，舉兵響應武昌起義。 

 

二、同盟會的成立與發展 

2.1 組織同盟會 

- 戊戌變法失敗後，革命思潮高漲，革命團體相繼湧現，影響力較大有華興會及光復會。 

- 1905 年，孫中山在東京將興中會、光復會及華興會合組成中國同盟會。 

- 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 

- 中國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 

- 1906 年，同盟會發行《民報》，作為機構刊物。 

 

2.2 三民主義 

- 孫中山在同盟會刊物《民報》中提出同盟會的革命政綱「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推翻滿族統治，建立民族平等的政權。 

- 民權主義：廢除君主專政，建立民主共和政權。 

- 民生主義：通過平均地權等政策改善國民生計。 

 

 

      

 



三、黃花崗之役 

- 同盟會成立後，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其中以黃花崗之役影響最大。 

- 1911 年，同盟會黃興於廣州起義，黃興率領革命黨人進攻兩廣總督衙門。 

- 起義消息洩露，清兵早已戒備，革命黨人傷亡慘重，以失敗告終。 

- 死難者有姓名可考者 86 人，收殮到屍骸 72 具，合葬於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 這次起義牽起全國革命風潮。 

 

四、辛亥革命 

4.1 保路風潮 

- 1911 年，清廷將民辦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再轉售予列強。 

- 此舉激起各省商民反對，四川紳商成立「保路同志會」，力爭賠償。 

- 清廷武力鎮壓力爭賠償之商民，革命黨人乘機起事，四川全省騷亂 

- 清廷調動湖北新軍鎮壓，武漢兵力空虛，革命黨人趁機發動起義。 

 

4.2 武昌起義 

- 1911 年 10 月 9 日，漢口的革命黨人在製造炸彈時不慎引爆，計劃暴露。 

- 10 月 10 日，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戒嚴，大肆搜捕革命黨人。 

- 當晚，武昌新軍率先起義，進攻總督衙門，瑞澂逃走。 

- 革命黨人控制武昌，成立湖北軍政府，以黎元洪為都督。 

- 漢口、漢陽的新軍起義，武漢三鎮落入革命黨手中。 

- 依同盟會於 1906 年所議，改國號為「中華民國」。 

 

4.3 各省響應 

- 武昌起義後，全國十四個省相繼宣佈獨立，上海和南京亦被革命黨控制。 

- 清廷只控制直隸、河南、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及西北地區。 

- 1911 年為農曆辛亥年，故史稱「辛亥革命」。 



五、中華民國成立 

- 1911 年底，各省代表於南京商討籌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 1912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於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 北洋系陸軍傾向共和，清帝溥儀在同年 2 月 12 日宣佈退位，清朝滅亡。 

 

六、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 推翻腐敗的清朝統治，中國出現新的希望。 

- 結束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君主制度，建立共和政體，實現政治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