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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革命性质”问题曾是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热门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成为大陆学界学术研究的

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讨论集中表现为太平天国是

单纯农民革命还是兼具资产阶级革命两种观点的分

歧。范文澜、胡绳、罗尔纲充分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

农民革命性。①大陆学界这场争论最终形成较为一

致的意见，如太平天国运动是“单纯农民战争”的性

质、《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和空想性并存、后期太

平天国承认旧有土地关系、乡官政权成分复杂等，并

在 1961年结集出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

集》。②“反帝反封建”随之成为较长时期内学界关于

太平天国主要历史面相和历史作用的共识。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太平天国史研究陷入低谷，

同时出现了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持高度赞扬与彻底否

定的两派言论。学界由是掀起一场关于太平天国历

史评价的论战，这场论战波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

他领域，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秘密结社等，涉及如何

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对以太平天国史为主

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省思等重大问题。否定派力

主邪教说、暴君说、农民战争破坏论，与此相对的是，

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持基本肯定的言

论。新世纪以来，不少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也受史学

思潮多元化影响，有意淡化革命史观和阶级分析论，

过去各类学术观点对立渐趋融合，各种学术著作和

文章已基本避谈太平天国性质问题。那么新时代我

们应如何理解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内涵

呢？应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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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术上的异见乃至争论应为学界常态。我们应

在充分研读史料、进行史实考辨的基础上，走出“非

此即彼”“非正即邪”的学术怪圈，理性审视太平天国

的历史地位。

一、集农民反抗思想之大成

洪秀全等人沿袭了以往农民起义借民间宗教起

事的传统。有所不同的是，洪秀全不是单纯地接受

和融合中国既有的各种宗教，而是对西方的基督教

进行加工创造，糅合儒家孔学、民间宗教和传统民俗

风习等因素，颠覆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形成了自己

别具一格的宗教仪式和独立的宗教经典，创造了独

树一帜的新型思想和宗教体系。此外，拜上帝的宗

教思想不单纯是追求宗教上的灵魂永恒，而是带有

鲜明的形而下色彩，旨在服务太平天国的政治斗

争，是太平军征战天下的精神动力和太平天国官方

改造世俗社会的思想武器，这较之以往农民起义破

而不立的旧面貌有了较大发展和创新。和清代的

秘密结社相比，太平天国推行独一真神信仰的宗教

运动，以拜上帝思想汇聚力量、整肃军纪、令行禁

止，有它成功和积极的一面。太平天国能够迅速地

将忍耐、谦卑、散漫、懦弱的农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

者组建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勇猛善战的反清起义大

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持久扎实的拜上帝思想

的宣传教育。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不仅要颠覆剥削压迫沉重的

旧统治秩序，而且还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构想和

方案。洪秀全定国号“太平天国”，“太平”一词出自

洪秀全1845年所作的《原道醒世训》中“天下一家，共

享太平”一句，憧憬上古三代时期“公平正直”“天下

为公”的“大同社会”；④“天国”一词则源于基督教的

《圣经·新约》。洪秀全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结

合起来，意图营建人间天国——小天堂。定都天京

后，太平天国颁布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社会生

活领域设计了均匀饱暖的理想蓝图，这正是几千年

来社会底层农民梦寐以求的生活。洪秀全把农民

朴素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实践层面上升到一个新

高度。

为适应战时体制设立的圣库制度，理论上也是

源于“天下一家”的太平观，除了杂糅儒家大同社会

的理念和早期基督教财产公有观念，洪秀全还吸收

了某些农民起义的组织特征，如三国时期张鲁“五斗

米道”的“义舍”；白莲教“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

相救，有难相死”的村社；⑤天地会的“米饭主”。这较

之以往农民起义的理想和实践更加具体、系统。虽

然这些思想和制度因其空想性、落后性而难以顺利

践行，但它描绘的愿景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土地和均

匀饱暖生活的强烈渴求，具有相当的正义性和一定

的进步性。

太平天国还在统治区强制改造社会风习。洪秀

全设“生妖”“死妖”区分正邪，划分敌我阵营，希望通

过移风易俗，改变世道人心，隔绝民众与传统文化、

旧时风习的联系，尽快在民间社会确立独尊上帝的

一元意识形态。如为确立上帝信仰，推行毁灭偶像

运动，严禁孔子崇拜、祖先崇拜；为宣扬王朝正统、奉

天承运，颁行天历，留发易服；基于扭转社会颓败之

风，禁鸦片、娼妓等。特别是为变革中国传统意识形

态而掀起的反孔非儒运动，虽然因政策过激造成与

知识分子的文化隔阂，却动摇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

的思想基石。建立起如此系统全面的社会治理和基

层统治方略，也为历代农民战争所不及。

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蕴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政

治因素。从根源上说是清代中叶以来社会矛盾和阶

级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是清政府吏治腐败、官逼民

反的结果。同时，洪秀全有着比较强烈的华夷之辨、

兴汉反满的汉民族意识，这既是对有清一代满族亲

贵重满抑汉的民族压迫之仇视，更是源自对腐朽黑

暗的现实社会之痛恨。洪秀全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还

与同时代如火如荼之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产生

共鸣。他虽继承了天地会的“反清”思想，但摒弃了

“复明”的主张，立志开创新朝，开辟太平一统、天下

一家的“新天新地新世界”。⑥他的抗争思想还超越

了地域族群间的社会冲突，呼吁“客家本地总相同”⑦，

升级为满汉之间的种族、民族斗争。洪秀全始终把

斩邪留正、推翻清朝作为实现革故鼎新的基本前提，

··14



中国近代史2023.12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坚持铲除暴政、开创新朝的政治斗争。十数年反清

斗争实践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太平天国沉重打击

了清朝的统治机器，暴露出其中央政权的虚弱无

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八旗绿营几尽毁灭，地方力

量发展起来，内轻外重(或内外皆轻)之势，不可逆转，

以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是在各省独立的形势下，被

迫下台。其由来之迹，甚为显明。对太平天国历史

地位的评价还要充分考量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和历

史发展的趋势。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是一个基本的

历史判断，但绝不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侵略有

理”。历史证明，清政府已经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社会

发展的主要对象，只有推翻它，才能清除近代化的政

治障碍，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洪秀全、杨

秀清等人扮演了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

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它揭

开了清王朝王纲解纽的不可逆历程，这之后中国社

会积聚的改良与革命因素，使清王朝未及50年即陷

入分崩离析。1866年 4月，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

中慨叹：“方今群盗纵横，竭天下谋臣武夫以与无根

之寇争胜负，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则又力尽筋疲，

悉成强弩之末。政恐拊吾背以起者，复持短长以寻

干戈，后患方长，杞忧何极!”⑧1867年 7月，曾国藩与

幕僚赵烈文谈及太平天国战争对清王朝前途命运的

影响，赵烈文预言：“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

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⑨

曾、赵均预感战后将有分裂政争局面，而赵的预言一

语成谶，45年后，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王朝寿终正

寝。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是造反者失败了的事业，但

它的反抗精神和伟大事业激励了后来革命者们的斗

志，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传播了革命

种子。⑩这就不能不提到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

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与洪秀全同是广东客家

人。孙中山自幼喜欢听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故事。

孙中山常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还以“洪秀全

第二”自居。同盟会成立前，他鼓励和支持留日学生

刘成禺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书成后，亲作序言，充

分肯定太平天国的功绩和洪秀全的革命精神，以此

鼓舞革命党人投身反清洪流。孙中山在《同盟会宣

言》中正式宣称同盟会志士上继先人(按，明及太平

天国)遗烈。在孙中山的推动下，清末十年，革命党

人借太平天国宣传反满革命，蔚然成风。辛亥革命

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开始有了合法的正面地位。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奉洪秀全为矢志“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的“革命先驱”，显然主要是从反满角度发

论的。

后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酝酿和实践，不只

是继承了太平天国的思想遗产，而且是在批判中有

了更大发展。孙中山继承了洪秀全的反清思想，主

张武装推翻清廷，但摒弃了洪秀全传统和狭隘的华

夷意识，他曾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

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

政权……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

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

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就超越了种族界限，

带有民族平等的思想内涵，而后孙中山进一步提

出“五族共和”说。但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孙中

山和洪秀全虽然都曾对列强侵略本质认识不清，

但洪秀全特别重视疆土归属，最后转向坚决抗击

外敌，而孙中山认为洪秀全不懂外交，不知怀柔远

人。直到国共合作，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才有了鲜

明的反帝色彩。

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来自西方，也吸取了太平

天国实行专制、崇奉皇权，以致发生惨烈内讧的历史

教训。他在分析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时说：“洪氏之覆

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

主。此曾国藩诸人所以得奏满清中兴之绩也”，“洪

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

到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孙

中山寻求以政治革命建立民国，号召：“今者由平民

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

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

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

天下共击之!”对于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之道，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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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全借用的是基督教思想，孙中山虽是基督徒，但

他主要学习和借鉴的是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在政

治理念上，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显然超越了洪秀全的

皇权观念。

孙中山和洪秀全都重视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

题，“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思想就是继承了洪秀全

提出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孙中山说：

“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

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

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

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

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而

与洪秀全将土地收归国有的激进手段不同，孙中山

借用西方“地价增殖归公”学说，主张用赎买的手段，

以官价收购地主多占的土地，再由国家出售给农民

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洪秀全畅想“无处不均

匀，无人不饱暖”，孙中山则主张保护私有财产，以兴

办实业和节制资本集中的方式实现贫富均等。孙中

山领导的这场新式运动，为中国未来社会所作的构

想，超越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理想型社会改造方

案。但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忽视了发动和倚靠农民

的重要性。农民为革命提供了最基础的人力资源和

体力支持，应是革命的主体力量。洪秀全在利用拜

上帝思想动员和组织农民上则更进一步。在追溯三

民主义思想源头时，孙中山继承并发扬了太平天国

运动的反抗思想。可见太平天国在推动中国近代社

会演进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近代史上民众反侵略的第一次集中爆发

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

深深留在民族记忆里并且值得百年传颂的事件，但

终究属于区域性的保卫家园斗争，其战果、规模均有

限，对战争进程亦无重要影响。

到太平天国兴起时，西方列强已凭借坚船利炮

打开了中国大门，并利用中国内战机会，在华搞外交

投机，伺机攫取更多权益。太平军主要活动的长江

中下游地区，也是列强侵略的重要区域。太平天国

与历次农民战争相比，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明

显变异。如何办理外交是太平天国面临的一个不可

规避的新课题。

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地处鸦片战争的前沿，

他又耳闻目睹了声势浩大的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这给青年洪秀全留下了一些感性认识。后来他从扭

转颓废世风和挽救世道人心的立意出发，反对鸦片

贸易和吸食鸦片，声讨妥协媚外的清朝当局，萌生了

救国难以解民于倒悬的意识。这类朦胧朴素的爱国

意识始终和反清思想结合在一起，还称不上现代意

义的爱国主义和具有国际观念的民族主义。

洪秀全早期的宗教作品涉及了一些处理国家关

系的内容，反映了洪秀全坚持国家独立，主张各国和

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外事思想，与清朝锁国限关相

比，具有进步性。但洪秀全并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

的观念，他在分析“万国一家”的原则时说：“尧舜病

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溺饥，何分此民彼民；汤

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

邦彼邦。”可见他所说的“国”还是中国古代分邦裂

土意义上的诸侯国家。洪秀全也不具有近代民族国

家的平等意识，虽然他从一开始就承认外国人是同

拜上帝的“洋兄弟”，但内心依然沿袭了浓厚的天朝

上国观念，秉承夷夏之辨、夷夏之防，按照传统中国

家庭的宗法观念，视西方国家为“番邦”，称西方人为

“番弟”“夷弟”。在他看来，即使同家兄弟之间也应

有嫡庶亲疏的区分和等次。这就表现为洪秀全外事

观念中“兄弟之情”和“夷夏之辨”的潜在冲突。受环

境和阅历所限，洪秀全对西方的观念形态处于盲目

无知的状态，仅仅通过曲折零碎的基督教知识，显然

无法洞悉世界发展大势。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列强看不准中国战局的

胜负，相继宣布“中立”，又试图通过外交接触，了解

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摸清其底细。自 1853年 4月
开始，至1854年6月，英、法、美外交使团相继访问南

京，揭开了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接触交往的第一轮

序幕。太平天国之前毫无办理外交的经验，面对这

些不速之客，只能依据拜上帝“天下一家”的观念和

传统中国羁縻之策处理外交事务。在具体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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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外事思想的消极性愈加彰显，并且影响战

局走向。

首先，在外交礼仪和国际观念上引发了中西冲

突。西方使团乘坐军舰而来，炫耀武力，侵犯中国内

河航运主权，太平天国不以为意，却纠缠于外交礼

仪，要求洋人行下跪礼，这势必引起西方使节的反

感。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担心在礼节上引发

冲突，打消了拜会洪秀全的念头。法国公使布尔布

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因公文格式激怒了北王，

被勒令出境。美国公使麦莲(R. M. Mclane)因使用

“照会”被拒绝同东王会晤。第二个来访的英国使团

麦华陀(W. H. Medhurst)一行也就外交文书的格式同

东王杨秀清展开书面辩论，最后悻然而返。尽管太

平天国后期妄自尊大的情况有所改观，洪秀全也认

同洪仁玕的新外交思维，但洪秀全的国际观念并未

发生实质性转变。1860年10月，洪秀全接见了罗孝

全(I. J. Roberts)牧师，罗拒绝向天王下跪，但迫于太

平天国坚持，只得穿上朝服在洪秀全面前向天父下

跪朝拜。在1861年3月颁发的《太平天日今日是诏》

《天下万方齐认作爷男诏》《天王敬哥如爷理本当诏》

等诏旨中，受诏人包括“西洋同家众弟妹、众使徒”在

内的“中西一体众臣庶选民”，洪秀全俨然仍以万国

真主自居。

其次，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同教一

家的观念使太平天国长期对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

不清。太平天国与同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

些共性：两者都有天朝上国的浓厚情结，不愿主动

同外国交往，在被迫交往时，又不愿平等相待；两者

将彼此视作死敌，但都试图与列强搞好关系，以减

少摩擦和纠纷，并对列强作出不同程度让步；两者

都对列强抱有戒心，当列强发动侵略时，最初都是

坚决反击，太平天国在对外态度上更为友善，在外

交政策上许诺自由贸易和传教，开放性略强；两者

都曾表达联合列强的一定想法，太平天国的表态比

清政府要早。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形势趋于恶化。1856年
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的对清军事行

动，客观上减轻了太平军的压力。洪秀全在困难情

势下主动表达了争取列强消灭清廷外援的想法。在

前期，太平天国领导人已表达了这层意思。1853年4
月30日，东王杨秀清致信英国公使文翰：“尔海外英

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深望尔等能随吾人

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神之深恩。”1858年6
月，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是年 11
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 B. Elgin)率舰队自上海驶

往汉口，欲据条约考察沿线商务。英舰在南京江面

遭太平军炮击后进行报复，将浦口炮台夷为平地。

洪秀全知悉后，亲写御诏，派人溯江追送到额尔金舰

上。洪秀全主动向洋人示好的态度前所未有，下令

南京至安庆沿江太平军驻地以礼相待，信使朱雄邦

还向额尔金传达口信，称其为“上国钦差大臣”，一再

道歉，“对业已发生的事件表示后悔，并保证不会再

受到骚扰”。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在诏旨中表达

了与列强联手对付清政府的意愿：“西洋番弟听朕

诏，同顶爷哥灭臭虫”，“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

战胜回”。额尔金这才在返航时派随员威妥玛(T. F.
Wade)等上岸与太平天国短暂会晤。太平天国方面

表示“11月 20日的炮击是一些无知之人犯下的错

误，今后断不会再次发生”。列强既与清政府签约，

本就没有与太平天国进一步接触的意向，双方没有

达成任何协定。

基于宗教教义和汉民族意识，太平天国视清朝

为窃国死敌，并不认为洋人打击清朝和侵略中国是

一回事，所以对“洋兄弟”发动的侵华战争表示赞许，

还一再表示希望联手推翻清廷。1860年春，12名太

平军将领联名照会英法联军统领，对英法联军侵占

广州拍手称快，并请求联合进兵：“久闻麾下已破仙

城，革除吏弊，施行仁政，大得民心，弟等曷胜欣幸，

意欲刻即统兵前来，大齐斟酌，共展鸿图。”1861年，

驻南京活动的英国副领事富礼赐(R. J. Forrest)在干

王府看到“墙上贴着一份有关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的

旧报道，末尾还题有太平天国常见的‘杀尽妖魔’的

口号”。这些均表明太平天国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

主权意识，又被同教一家的宗教观念和列强长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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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欺诈的“中立”政策模糊了敌我界限，以致在外交

中犯了不少错误。

比如太平天国允许列强兵舰、商船在长江内河

自由航行。《北京条约》签订后，为尽快落实长江通航

通商，英国人转而主动与太平天国接触。1861年 2
月20日，英国水师提督何伯(J. Hope)、“深淘”号舰长

雅龄(Aplin)、参赞巴夏礼(H. S. Parkes)率舰队驶至南

京。经过一个多月谈判，太平天国基本接受了英国

提出的有关长江通航通商八项要求，许诺“在一年内

太平军不干涉长江商业，同时也不以任何方式进攻

上海”，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的区域。洪秀

全非常高兴，专门颁诏，宣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

一统疆土阔”。太平天国也同样应允其他列强长江

通商通航权。后来列强就是利用通航特权，帮助清

朝方面运送武器和军队。1862年 4月，李鸿章的淮

军由英国船舰运抵上海。为保护洋人，太平军还作

了大量军事让步，进攻上海、武汉的战役功败垂成均

与此有关。太平天国还给予列强治外法权，“至贵国

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本国人民犯法，亦由

本国惩治，敬如所约”。

洪秀全认为作出些许让步就可以和洋兄弟维持

长久和好的关系，但这仅是一厢情愿。列强关注的

是如何落实不平等条约的各项条款，保护在华商业

利益，实现中国内地开放和鸦片贸易合法化。因此，

列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后者的态度和举

动，而是视在华利益而定。太平天国念念不忘的是

推翻清廷，攻取上海是东征战略的最重要环节，洪秀

全、李秀成等认为势在必行且志在必得。双方冲突

不可避免。于是出现了第一次上海战役时，英法联

军在北方与清军交战，却在上海与清军联手对付太

平军的怪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凭借《北京条

约》扩大了在华权益，不予太平天国外交承认和不视

太平天国为外交对手的态度愈加明确，且列强始终

称之为“叛军”。列强转而和太平天国交涉，是因为

太平天国控制着长江沿线大片地区，为了力阻战火

燃及通商口岸，避免各国利益受损，利用协定的缓冲

期作更多准备，并不意味其外交政策有所变化。而

洪秀全则认为可以用一年缓冲换取列强的好感和认

可，为来年攻取上海作准备。双方的认知格格不入。

随着太平军年内不进入上海周边地区的协议期

限届满，1861年 12月 27日，何伯及舰长宾汉(H. M.
Bingham)一行照会太平天国四项条款，要求“恪遵前

议，于上海、吴淞两处百里之内，不得前往”，增加汉

口、九江、镇江焦山等处太平军不得攻扰，意将条款

永久固定。1862年 1月 1日，幼赞王蒙时雍、章王林

绍璋代表太平天国正式复照：“普天之下，莫非上帝

所造，我天朝兵将重任在肩，为上帝而投身义战，光

复中华全国，凡属我国版图，寸土必争，势难有所例

外。只因考虑到贵我两国本属同源，我等才恪遵协

议行事迄今”，“正值我天国筹划派遣大军攻取汉

口、九江、镇江焦山之际，贵邦竟试图占领此等若干

重要据点，完全钳制我军行动，假托友好，暗助清妖，

岂非咄咄怪事”。太平天国的照会大义凛然，不卑

不亢，处置得当。随后，其对外策略发生了较大转变。

1862年 1月，李秀成率领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

在此前后，江浙地方官员绅民呈请朝廷“借师助剿”，

1862年2月8日，清廷颁发“借师助剿”上谕。英、法

直接出兵上海外围和宁波，并许现役军官戈登(G. G.
Gordon)和退役军官日意格(P. M. Giquel)以个人名义

受雇于清政府，组建常胜军、常捷军等洋枪队，与清

军联手剿杀内地太平军。列强正式撕下虚伪的中立

面目，开始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太平天国与西方各

国的关系宣告破裂。

自此，太平天国面临着反清和反侵略的双重重

任，并在苏南和浙江战场抗击来犯的侵略军和中外

混合军，予敌以重创。但列强助剿改变了战争力量

对比，极大地影响了战局走势。在英、法军队协助

下，湘淮军在东西南三线形成夹击之势，太平军全线

告急，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列强的武装干涉，是

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外因。

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这场殊死搏杀中，双方

的对外政策最终出现了根本性区别：太平天国后期

转向抗击外来侵略；清政府妥协投降，丧权辱国。太

平天国领导人始终对洋人存有戒心。李秀成断然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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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原常胜军领队白齐文(H. A. Burgevine)做一支军

队统帅以便单独行动的要求，只允许他带领自己原

有的军队。洪秀全拒绝了洋人联手灭清、事后平分

疆土的提议，据李秀成回忆，“鬼子到过南京，与天王

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

‘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

后，引鬼入邦。’”洪秀全还号召太平军“人人当奋勇

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作战。务须恪遵朕之诏命，勿

惧妖魔奸谋，奋勇作战，以至得到天下太平，大业成

功”。清廷在列强挑起战争之初，不愿屈服，曾展开

抵抗。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廷权衡利弊，审

察时局，认为内乱乃心腹大患，外人志在通商，属肢

体之患，故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借师助剿。

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国际观念，承

认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洪秀全的主流外交思

想是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还不能将之

提升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层

次。近代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民族主义萌生于甲午

战争之后，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民族历

史上意义非凡的抗日战争则是中国人爱国的强烈体

现。无视时代局限便是苛求历史。在近代中国自传

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变易过程中，太平天国

又是不可缺少和有所嬗进的链环。后期太平天国领

导人产生了平等看待中国以外地区文明的思想火

花，意识到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所在，并在一定

程度上将洪仁玕的平等外交新思维付诸实践，在此

基础上演绎出全体军民愤然投身的爱国壮剧，在

性质上颇有些卫国战争的意思。较之前的三元里、

反入城等“夷夏”之争，以及后来的反洋教、义和团等

排外主义运动，太平天国显然在历史局限中距近代

民族主义更近些。

当然，太平天国反侵略思想的形成历程是滞重、

曲折而惨痛的，成千上万的太平军付出了血的代

价。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包括接受了近代外交

思维的洪仁玕、处理洋务颇多的李秀成，他们都是通

过一连串惨痛的教训，才逐渐洞察到列强虚诈险恶

的用心。洪仁玕后来一改对西方人的友好和对西方

世界的钦慕，将“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亦非力

所强为谋之耳”，作为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之一。

李秀成被俘后在自述中强调“欲与洋鬼争衡”“要防

鬼反为先”。二人异口同声，可谓切肤之痛，字字血

泪。这昭示了近代中国抵御外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

时代主题。随后 19世纪 70-90年代的边疆危机，验

证了洪、李二人的预言。

三、“反压迫与后期反侵略”

过去讲太平天国“反封建”，主要是基于太平天

国空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政府统治，清王朝是封建

王朝，而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实际上，关于太平

天国的政权性质，学界向有争议，主要形成了封建

政权说、农民革命政权说、过渡政权说(太平天国农

民政权的封建化或两重性政权)三种不同的观点，且

迄无定论。而按照唯物史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

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两大阶级，尽管有对立有区别，

无论是农民政权，还是地主政权，其实都属于封建

政权。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革命性质”问题的实质是

太平天国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反映了哪些利益诉

求。而太平天国政权是否代表农民利益，是否维护

农民利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发现，一方

面太平天国政权代表了以太平军军事贵族为主体的

太平天国统治者的利益，这个核心利益从未被削

弱。太平天国自始至终不存在核心利益的转变和过

渡问题，也就无需进行“以新封建代旧封建”的政权

性质界定，洪秀全倡行礼教，旨在建立一个特权等

级社会，本身不存在新旧社会的转型交替。另一方

面，太平天国的爆发绝非由一个阶级主导并倡行，而

是民众广泛参与的结果，其核心领导力量也具有联

合领导特征，如小知识分子、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

和农民的联合领导。加入太平军的农民仅是太平天

国利益代表的一个阶级，在运动进行中，太平天国领

导者曾反映农民诉求，如 1853年颁布《天朝田亩制

度》和1860年该文献的再次刊刻。

总体来讲，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有了一些新的特

殊的历史背景和内涵，但其运动形式并没有超越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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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农民运动，所建立政权的领导阶级联合体，不是先

进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太平天国的纲

领《天朝田亩制度》显现出一些反传统的倾向，仍是

集中反映小农的意识。《资政新篇》则不是太平天国

革命实践的产物，与《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并行不

悖，况且在实践层面上，它们的核心内容根本不曾被

实行。洪秀全等天国领袖们无法使农民摆脱封建制

度、礼法社会的束缚，也就不能充分动员农民，所以，

找不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最终失败。因此，称太平

天国“反封建”，在性质定论上尚有可商榷的余地。

但太平天国集农民反抗思想之大成，体现了农民阶

级反对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思想内涵，这一点毋

庸置疑。

如前所述，太平天国领袖曾希望与洋人联手对

付清政府。后来看到洋人与清政府联手共同对付

太平军，才开始反对洋人。所以过高称扬其反侵略

思想，或称之为“先锋”，不太合适。王庆成也认为

太平天国与外国侵略者的对抗，是因为他们征服疆

土的权利与侵略者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不能笼

统地说是因保护国家主权而反侵略。对太平天

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和行动要具体阶段具体分

析。“光复全部疆土”的强烈使命感，终究还是引导

太平天国在外敌大举入侵的民族危机时代，做出了

反侵略业绩。因之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表述，或可以“反压迫与后期反侵略”相代替，似觉

合乎实际。

最后，须对指斥太平天国是“兵祸”，洪秀全是

“精神病”“色魔”“野心家”“暴君”“邪教主”等全盘

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做一回应。洪秀全在 1837年

不堪屡试不第的刺激，产生异梦幻象是实，原本朴

素平常的情节后来被《太平天日》《天兄圣旨》等太

平天国官书夸大和神化。我们不能以后来虚构的

神话认定洪秀全在起义立国前患有精神疾病。从

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宗教宣教、社会改造方略看，以

及洪秀全在天京事变中不动声色地除掉多位政敌，

在内忧外患的天京城里做了11年多太平天王，洪秀

全确是一个心思缜密、处事不惊、手段老道的人。

洪秀全的 88位后妃颇为后人诟病。皇家后宫建制

既是君主显示皇权无上、皇家尊严气派的一种手

段，某种程度上也是笼络群臣，为我所用，建立统一

战线的一种驭下之术。洪秀全虽拥有众多后妃，但

只有 5子 3女，且其中 3人为起义前所生。从《天父

诗》看，洪秀全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洪秀全自

视甚高，且有政治抱负，但他发动太平天国，是日益

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驱策下的

必然结果。撇开官逼民反和民生、民族等社会根源

性问题不谈，单纯从个人角度推究历史事件发生之

因，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除太平天国外，当时整个

中国一片火海，捻军、天地会、各地少数民族起义四

处造反。洪秀全虽然性情暴躁，但从《天朝田亩制

度》和后期颁布的《天王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

(俗称“减赋诏”)看，洪秀全有“轻徭薄赋”“与民休

息”的爱民思想，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前，洪秀全仍然

严诏地方将领不可压迫百姓。上帝教也是当时社

会矛盾激化的伴生物，上帝教在当时能够聚拢人

心，其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百姓因天灾人祸走投无

路，渴望“太平”光景，渴求改变悲惨命运，故而扶老

携幼从四面八方投奔金田，在上帝旗帜下掀起燎原

之势。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政治问题、政治标准，甚

至“邪教”概念比附历史问题、历史现象，那样就混

淆了正义，犯了比附史学和影射史学的错误。至于

太平天国是“兵祸”的论调，其实真正造成江南兵祸

的是清军、湘淮军和雇佣军。简又文《太平天国典

制通考》开辟专章讨论太平军与清军军纪，分时段、

地域和部队爬梳相关史料。该书对太平军以“仁义

之师”相称，同时以“暴行实录”为题揭露清军恶行，

足以为清军罪恶定谳。

总之，重新审视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和深刻教

训，太平天国的历史面向复杂多重但其主流形象是

正面的、革命的：太平天国反抗压迫剥削的正义性、

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后期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性应是

太平天国的主要历史面相；对于运动进行中出现的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崇奉皇权、迷信宗教、吏治腐败、

权力倾轧、军纪松懈、重税苛捐、民变频发等负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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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则充分展现了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

场大规模农民革命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无论

如何，太平天国顺应了19世纪中叶国人反对压迫剥

削、反对外来侵略的时代主题，勇于承担起这两大历

史任务，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太平天国在

中国历史上书绘的浓墨重彩不容抹杀，其主体的正

面形象不能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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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ur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Evaluation

Liu Chen

Abstract：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was a great example of peasant rebellion, and the motiva⁃
tion of millions of Taiping soldiers to join the uprising movement was deeply just. However, as an old-style peasant
movement, the " Heavenly Kingdom" they created was still mainly based on the old system of the feudal dynasty, and
Hong Xiuquan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could not find a new way out of the fate of the peasant wars,
and eventually failed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Western invaders.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
invasion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was tortuous and painful. It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times for modern China to resist foreign humiliation and fight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refore, the natur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is more realistically expressed as "anti-oppression and later anti-inva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espond to the arguments that deny, blacken and vilif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its leader Hong Xiuquan. In any case,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easant war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modern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ich echoed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gainst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and foreign invasio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nd its revolutionary and progressive nature cannot be denied.

Key words：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nature of the movement; peasan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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