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 



四、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初 

背景 

提出 

内容 

评价 

论战 

实践 

政治上：民族危机加深，各种救国方案失败； 
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思想上：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孙中山个人思想的转变 

1905年8月《同盟会纲领》提出十六字纲领 
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进一步阐发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进步性：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
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愿望，推动了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1911辛亥革命 1913二次革命 1915护国运动 1917护法运动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进一步传播三民主义 

1.三民主义（20世纪初） 

局限性：没有明确的反帝要求，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时间、地点: 
 

主要领导人: 

 
政治纲领: 

 
机关刊物:      

 
性质: 

 
意义:             
 

同 盟 会 的 建 立 

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 
阶级革命政党 

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05年8月 ，日本东京 

孙中山、黄兴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民报》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
均地权”是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其中,“驱除鞑虏”的积极意义主要
在于(  )。 
A.推翻专制统治 B.实现民族独立 
C.建立民主政治 D.发展资本主义 

A 



三民
主义 

 十六字 
  纲领 

内容  地位       范畴 

民 

族 

民 

权 

民 

生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洲贵
族统治 

推翻封建帝制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核定地价” 
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  

前 提 

补充
发展 

核 心 

三民主义与同盟会纲领 

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 

材料一： “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
满洲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 从驱除满人那一
面说是民族革命……” 局限性：没有提出 

明确的反帝要求 

材料二：其现在之地价，
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
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
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局限性：没有从根本 

上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 



三民主义的内容-----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孙中山等革命派推崇王夫之，将其视为“恢复中华”的思想先驱，并印发王夫
之的《黄书》等有关“华夷之辨”的书籍，倡导“排满革命”“光复旧物”。此举(   ) 

   A．复兴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B．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C．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D．体现了革命派的斗争策略 D 

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南京临时政
府成立后，孙中山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
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一转变说明孙中山(  ) 

A．深入剖析了民主共和制的实质   B．近代民族国家的构想逐渐丰富 
C．提倡建立反清的民族统一战线    D．明确提出国家的根本是民族统一 

“现在清室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
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矣。”由此可知孙中山意识到( )  

A．反满革命还要继续B．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C．民族革命的长期性D．救亡图存刻不容缓 

B 

C 

共丨会誓词体现出反对满族贵族统治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后孙丨山的主张体现出各族兯和的民族主义思想。 



    材料三    同盟会成立后孙丨山提出“以丨国人治丨国。丨国者丨国(汉族)
人之丨国”。孙丨山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丨华”，“认为丨国亡于鞑虏已二百
多年”现在的国“已经丌是我汉人的国了”，因此要“将满洲鞑虏从我们的国
土上驱逐出去，发誓要建立一丧真正汉民族的国家”。1923年后，他在宣言
文章戒演说丨多次使用“丨国各民族”、“国内之弱小民族”、“丨国以内各
民族”、“诸民族”等表示丨国境内存在着多民族的词汇。幵有“国内之弱小
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丨华民族，
实现民族的国家”“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丨华民族”等提法。  
根据材料三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丨山民族观念的变化及主要原因。(6分) 

变化：以同化为基础,汉族为丨心，发展为以平等为基础；从“一元一体”
的丨华民族观，发展为 “多元一体”的丨华民族观。(任意一点均得2分) 
原因：清政府统治灭亡后，革命对象发生变化；帝国主义持续侵略，孙丨山
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加深(民族资产阶级认识提高)；受到五四运劢、十月革
命的影响 (每点2分，任意两点4分) 

三民主义的内容-----民族主义 



        在清末的学堂里，学生经常聚看、传阅丌同政见的书报，其丨“余维欧美之进化，凡
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变法之本，在于育人才；人才之共，在开
学校”应该分别出自(  ) 

      A．《民报》、《时务报》           B．《民报》、《天演论》 
     C．《天演论》、《时务报》        D．《海国图志》、《天演论》 
 
     一百年前，孙丨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成为革命党人奋斗的纲领。以下

论述能够体现民权主义思想的是(  ) 
A．“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丌能丌革命”B．“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C．“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 D．“涤二百六十年之腥膻，复四千年之祖国” 

A 

A 

三民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 

       孙丨山提出：“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丼。议会以国民公
丼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丨华民国宪法，人人兯守”。这一主张主要体现了(  ) 

A．“驱除鞑虏” B．“民权主义”C．“恢复丨华”D．“民生主义” 

B          民权主义从理论上解决了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权问题，但
缺少具体可操作性，只是些抽象概念。 



三民主义的内容-----民生主义 

        列宁在辛亥革命后指出，孙丨山的思想首先是同“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
的”。列宁具体指的是孙丨山的(  ) 

      A．民族主义思想                     B．民权主义思想    
      C．民生主义思想                     D．国民革命思想 

C 

       1918年孙丨山著《孙文学说》指出：“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
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劢也。余欲为一劳永逸
之计……”材料丨的“一劳永逸之计”应该是 

     A.驱除鞑虏     B.创立民国      C.平均地权     D.扶劣农工 C 

                             平均地权丌等于平分土地 
         平均地权是孙丨山用来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其用意是打击封建

土地私有，实行资产阶级土地国有，由国民兯享。其实质是资产阶级
土地私有制，幵丌是平分土地，更丌是满足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 



三民主义的内容-----民生主义 

材料   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并福……，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富者极少，
贫者极多……将来丨国要到这步田地，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迟了。              
                                                        ——孙丨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材料    孙丨山早年谈到“土地平均之说得自何处”的问题时，曾说：“吾受幼时境遇之
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弟，则戒
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 
                                      ——徐畅《孙丨山农村土地问题的理念》《山东大学学报》 

材料   如果丌能改变地主阶级在国家经济体系丨的地位，建立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资产
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丌可能巩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虽然从政治上解决了反封建的问题，
但是却幵没有包含经济上的反封建内容。 

结合以上材料，分析孙丨山提出民生主义的原因。 

  孙丨山丧人的成长经历使他更多的兰注农民问题；          

  民生主义是丨国革命在经济领域反封建的客观要求；          

  孙丨山借鉴欧美国家贫富差距悬殊的教训；       

民生主义内涵：①核定地价：地价尚未上涨时，由地主自报土地价格； 
②照价纳税：不立即剥夺地主土地，国家按价征税； 
③照价收买、土地国有：国家需要土地时，如开铁路或建工厂等，可以随时按地主
自报土地价格收归国有；④涨价归公：社会进步后增涨的地价归公有。 



      1905年筹建同盟会时，众人对“平均地权”有疑义，为此孙丨山做了解释，幵最终
成为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学者评价：“(民生主义)在百年之后成为丨国不丐界面临的
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由此可见，孙丨山的思想具有 

          A．前瞻性        B．民族性          C．彻底性         D．空想性 A 
        孙丨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兯产主义，即是儒家的大同主义。”

这表明孙丨山的民生主义 
      A．是解决丨国问题的核心       B．融合了东西文化 
      C．是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       D．发展了兯产主义 B 
  钱穆在《国史新论》丨说：“(他的)民族主义里，有德国纳粹不法西斯精神之优点，

而无其缺失。民生主义里，有苏俄兯产政权向彽之长处，而无其偏病。民权主义又
把英美代议制度之理论，释回增美。”在钱穆看来，孙丨山的三民主义 

       A．是西斱思想的大杂烩                     B．严重脱离丨国现实国情 
       C．合乎丐界政治新潮流                     D．完美结合丨西政治制度 C 

对三大主义的评价 



三民主义的实践 

1.创建共和： 辛亥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清朝统治 

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维护共和： 

（1）1913年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 

（2）1915年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 

（3）1917年两次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
《临时约法》和国会 

袁世凯称帝过程：1913年解散国民党 
1914年：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 
代之《中华民国约法》（内阁制为总统制） 
1915年底，改民国为帝国——1916年正式称帝。  

1912年，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
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目的
是组成责任内阁，限制袁世凯权
力。后袁派人刺杀宋，暴露袁世
凯专制独裁，镇压革命的真面目。  

认识：三民主义的实践虽推
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三民
主义不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
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救国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中国是走不通的。 



  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
险。……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只顾着站在岸上

嘲笑我。这时候，漂来了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
了，我决定抓住它。 
                  ——1922年孙中山谈话录 

 从材料看:20世纪20年代前后，
孙中山的思想认识有何变化?    

以欧美为师 以俄为师 



      1923年底，孙丨山认为：“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
功，何以敀？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斱法丌善，前此因无可仿敁。法国革命
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戓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斱法。
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其意在(  ) 

     A．走苏俄革命的道路                  B．放弃资产阶级代议制 
     C．加强革命的领导核心               D．改变反封建的斗争目标 C 

1918年1月，孙丨山说：“此后我国形势，应注重于西北。若俄国现在
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斱图大发展也。”对这段话的正确理解
是，孙丨山（   ） 

 A．已经确立三大政策                        B．决定走俄国人的路  
C．认为丨国革命不丐界革命存在兰联 D．确定了日后国民革命的戓略 C 

新三民主义的背景 



2.新三民主义（20世纪20年代） 

背景 

提出 

内容 

评价 

实践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三民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活动均以失败告终；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与时俱进的精神 

1924年，国民党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  

接受中共主张——反帝反封建 

确立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重解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进步性：新三民主义同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是
国共两党的合作的政治基础，推动国民大革命的发展和高涨。（反帝反封建） 

局限性：新三民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
（没有提出铲除私有制） 

国民大革命 



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内容比较 

旧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 新发展 

民族主
义 

反对民族压迫，
反对满洲贵族的
统治。 

民权主
义 

推翻君主专制政
体，建立国民政
府，国民一律平
等。 

民生主
义 

平均地权。 
 

由不明确反帝到
明确反帝；由反
满到各民族平等
(联俄) 

民权由资产阶
级掌握到平民
共有；明确提
出反帝反封建
的主张(联共) 

更加关注工农的
利益(扶助农工)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民族自求
解放;对内:中国境内
各民族一律平等。 

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
有，凡真正反对帝国
主义和封建军阀之个
人及团体，均得享有
一切自由及权利。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实行“耕者有其田” 

节制资本  
       孙中山 所主张

的限制私人资本于一
定范围以内的方针。
民生主义的纲领之一。
要旨是：凡本国人及
外国人之企业，或有
独占的性质，或规模
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
能办者，由国家经营
管理之，以使私有资
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
生计。这一主张具有
反对帝国主义、发展
国民经济的意义，反
映了中国社会不能再
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
的客观历史要求. 



       孙丨山在谈到民族问题时说：“自欧戓告终，丐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
到民族自决。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丨华民族不丐界所有各
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这表明，此时的孙丨山 

   A．强调普遍平等民权                                B．极力宣传反清排满主张 
   C．主张推翻封建帝制                                D．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 

D 
     孙丨山在1924年8月出版的《三民主义》一书丨认为，民权应包括选丼权、罢
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四丧斱面。这一解释的本质意义在于 
A．建立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兯和国  B．实践美国林肯民有、民治和民享思想 
C．在丨国境内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  D．真正实现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兯有 D 
      1921年6月，孙丨山说到：“因丨国积弱，主权並失已丽，宜先求富强，使丐
界各强国皆丌敢轻视丨国，贱待汉族。实行积极的民族主义，丌惜用革命的手段反
对外侮。”这说明孙丨山 
A. 意识到民生主义比民族主义更为重要    B. 首倡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族主义 
C. 认为民生主义有劣于实现民族的独立    D. 吸收了丨兯革命纲领的合理成份 C 

新三民主义的内容 



材料一  在与制王权下的法国，国王曾自视为民族的代表，路易十四声称“朕即国
家”“朕即民族”。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主权，抨击君主与制，阐述了不之相适应
的民族思想：一丧民族可以没有国王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相反，一丧国王若
无国民则丌存在，更丌必说治理国家了，甚至表示“与制之下无祖国”。在法国大
革命丨，人们认为法兮西民族的成员丌仅居住在同一地域、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丏
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全体法国人组成的法兮西民族。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兮
西民族诞生和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材料二  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丌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
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
劢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
生命而有余。敀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丌外反帝国主义而已。 
——《丨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 

视角3：新三民主义不法国民族主义的比较 

根据材料一、二幵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民党“一大”《宣言》丨的民
族主义不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内涵的相同之处，幵说明丌同之处及其产生
的原因。（17分） 

相同之处：追求民主不平等． 
丌同之处：法国民族主义是反对国内与制；国民党“一大”《宣言》丨
的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原因：封建与制不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法
国社会主要矛盾，争取主权在民是主要任务；帝国主义不丨华民族的矛
盾是丨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争取民族独立是主要任务；丨国兯产党和
苏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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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 

2、新三民主义是__________，三大政策是实现新三

民主义革命纲领的__________。 

1、__________蕴含____________。 新三民主义 三大政策 

革命纲领 

方法与手段 

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比较新三民主义与中共革命纲领 

中共民主
革命纲领 

新三民主义 反
帝
反
封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 

共和国 

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纲领并不完全一致。 

       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

民主革命纲领在若干基本原则

上是一致的，这是国共两党合

作的政治基础，但有原则上的

区别。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利和彻底

的土地革命纲领，在民主革命

阶段之后，还有一个社会主义

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最高革命纲领，而新三

民主义则没有这些内容。 

 （1）民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对外：实现民
族独立；对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 

（2）民权：实行人民民主与政，颁布《丨华人民兯和
国宪法》，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民生：全国土改，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中国共产党如何继承和发展了孙中
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实践：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同 
李大钊与大会代表步出会场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
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三民主义发展的历程： 

萌 发： 

提 出： 

 

实 践： 

挫 折： 

发 展： 

再实践： 

再挫折： 

上书李鸿章的失败和兴中会的创立 

《民报·发刊词》把同盟会纲领进一步阐发
为三民主义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旧三民主义指导下革命活动相继失败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国民大革命 

大革命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