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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與民初政局·
主持人語：
1913 年，以宋教仁案為導火索，孫文等人再舉革命之旗，是為“二次革命”。 這次革命往往被視

為辛亥革命之餘緒，實則在中國革命史上，“二次革命”具有“古今之變”的轉折點意味，不可不察。
在中國古代聖賢眼中，人民是第一位的，如果君主不能保護人民、為人民帶來福祉，甚至作威作

福，暴戾無道，人民就有權起來推翻它。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中的這一句，在幾千

年中華文明史中，念念不忘，迴響不絕。 因此，革命乃是中國歷史上循環上演的劇目，並不新鮮。 當

然，各代帝王其實都想打斷這一革命的循環，也就是革掉革命之命，以便自家天下能“傳之萬世而

無窮”。 但是，歷代帝王的這一追求，卻無一例外，都成了黃粱美夢。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孫文走上革命道路之後，也繼承了這一主題。 他一面思考如何通過革命

手段推翻清朝的統治，一面思考如何革掉革命之命。 據他觀察，革命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循環，是
因為英雄豪傑覬覦帝王之位。 如果在革命之後不再建立君主國，而模仿美國和法國，實行共和，沒
有帝王之位可爭，自然就不會再有革命了。 他還意識到，歐美各國雖然強大，但“其民實困”，將來

一定會發生社會革命。 因此，他提出，中國要防患於未然，提前採取措施。 於是乎，他把自己所領導

的革命分為三個層面。 在民族革命的層面上，首要的目標是推翻滿人的統治；在政治革命的層面

上，是要建立一個共和國；在社會革命的層面上，則是通過平均地權，防止貧富分化。 這樣，孫文的

革命方案，乃是以“雙保險”的方式，革掉革命之命：拿掉數千年來引起紛爭的君主頭銜，消除因覬

覦帝位而造成的政治革命；防止貧富分化，消除未來可能發生的社會革命。
孫文的這一套設想，尤其是通過建立共和國來消除革命這一點，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在辛

亥革命的進程中，很多社會菁英人物在說明自己何以會擁抱這場革命，就常以建立共和國可以防止

“二次革命”為說辭。 言下之意，辛亥革命是中國的第一場共和革命，也是中國的最後一場革命，因
為這場共和革命革了革命之命，中國不會再發生革命之事。 這與孫文經常掛在嘴邊的“畢其功於

一役”，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事與願違，“一次革命”的帷幕還未完全落下，“二次革命”就粉墨

登場了。 人們曾經冀望的永遠不會發生的“二次革命”，居然如此迅速地來到了眼前，這令很多人

難以接受。 “二次革命”中，社會菁英中極少支持者，此為要因。
另一方面，“二次革命”的發生，其實宣告了孫文革命理想的失敗。 “二次革命”之後，緊接着又

有“三次革命”（護國之戰），在君主制下不斷循環的“革命”，在共和制下，很快又循環了起來。
對於開啟了共和時代革命循環的“二次革命”，當然值得反復回望，細細品味，深入研究。 在這

場革命發生 110 週年之際，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北京大學尚小明教授、湖南師範大學郭輝教授、青島

大學霍耀林教授撰寫專題論文，相信他們的討論能夠引起學界對這場革命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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