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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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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太平天国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 起义是因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 ,具有正义性。2.《资

政新篇》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纲领 ,它翻开了中国近代化的新页。 3. 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

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勃兴。 4. 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 ,促使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 5. 太平天国促进了“科教兴

邦”观念的萌发 ,影响深远。 6. 太平军在上海等地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战斗 ,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不能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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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 1月 11日 ,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

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

了。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 ,在过去的数十年岁月里取

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然而近年来 ,有一些论者对此

次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却出现了诸多怀疑乃至全面

否定的情况 ,提出了诸如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发生 ,

纯系洪秀全因科场失意 ,遂铤而走险 ,假借传播上帝

教之名聚众起事 ,其结果则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

破坏 ,以致 “白流了许多鲜血 ,使中华民族大伤元

气” [1 ]( p173)之类的观点。对此 ,笔者认为 ,如何评价太

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问题 ,最好还是考察一下当

时身历其事、持论公正人士的议论。而其中最合适的

人选 ,当推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

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 1855年学成回国。

他了解中西情况 ,既与是时滞留于香港、 1859年后

担任天国军师的洪仁 结下深厚友谊 ,又于 1863年

后同湘军统帅曾国藩建立僚属关系 ,成为曾氏办理

洋务的得力助手。因此 ,容闳与互相对立的双方都有

一定的联系 ,其所发议论就显得相当客观和公允。他

于所著《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叙述了自己与太平天国

的交往和观感 ,以及对清政府腐朽统治的一些看法 ,

属完全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本文即根据其中有关记

载 ,归纳分析 ,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 ,不当之处 ,请方

家批评指正为幸。

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人类的历史是按照其自身运动的规律向前发展

的 ,自非任何个人的意志和行动所能左右。因而太平

天国运动的出现决非出诸洪秀全个人心志之所向的

偶然性 ,而是国内外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相互作用

的必然结果。其主要因素 ,约如下述:

第一 , 1840年至 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 ,庞大

的战争费用 ,巨额的赔款 ,都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

(主要是农民 ) ,人民负担大大加重 ,民生益加凋敝。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 旧

税捐更重更难负担 ,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2 ]
。处于

水深火热状态下的农民群众 ,为了求得生存 ,就不得

不进行反抗斗争。对此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太平

军将领李秀成说: 当时参加金田起义者 ,“俱是农夫

之家 ,寒苦之家 ,积多结成聚众”
[3 ]( p78 7)

。

第二 ,战后的鸦片走私更形猖獗 ,白银外流、银

贵钱贱的问题益加严重。 而受害最大者则为广大贫

苦农民 ,以致人心惶恐 ,社会不安。

第三 ,五口通商之后 ,西方列强的商品恃不平等

条约为护符 ,大量输入 ,无情地搜刮中国人民的财

富。 尤其是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许多人因此失业。 无数事实证

明: 参加太平军起义的队伍中就有不少是缺衣乏食

的游民和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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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治腐败 ,刑罚淫滥。清代中叶 ,政府腐败

趋于极点。各级官吏无不以敲诈勒索为能事 ,因拖欠

钱粮捐税而被捕入狱者难以计数。然而有权有势者 ,

尽管罪恶累累 ,却能逍遥法外。 因此 ,即使像曾国藩

这样的清廷高级官员也不得不承认: 统治残酷、民生

困苦、“钱粮难纳”、“冤狱太多”等因素 ,是造成民变

迭起的重要原因。 [4 ]

第五 ,水利失修 ,灾荒不绝 ,哀鸿遍野 ,饿殍载

道。尽管如此 ,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仍然有增无减。

鉴于民心不稳、形势严峻 ,咸丰帝于即位之初 ,为了

缓和阶级矛盾 ,乃颁发上谕责成各省地方政府减轻

捐税 ,允许缓交钱粮 ,“度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 ,不

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 ,否则 ,“小民其何以堪” [5 ]?然

而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皇帝的上谕只是装点门

面、欺骗人民的官样文章而已。 因此 ,全国各地深受

灾荒之苦的农民群众只能啸聚起义。 马克思说 ,“中

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 ,现在已经

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 [ 2]。这一“强大的革命”就是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 ,它是由无数小规模农民

起义的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这也就是太平军于起

义之初能够迅速发展壮大 ,所向克捷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知 , 19世纪中叶之后的清朝政府已经到

了日薄西山的地步。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适于

此时发生 ,绝非偶然现象 ,更非洪秀全个人之力。容

闳说: “当时即无洪秀全 ,中国亦不免于革命” ,并一

再表示对此次起义的“同情”
[6 ](第 11章 )

。他的话不仅道

出了太平军起义的真正原因 ,而且充分肯定了它的

正义性质。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影响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就是一场惊天动地为封建落后的古老中国

带来无限生机的“风雷”。它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

影响是深远的 ,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 )太平天国运动促进了“新国家”观念的产

生。历时 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荡涤了中国漫长封建

社会的污泥浊水、守旧壁垒 ,使朝野上下不少有识之

士从与世隔绝、夜郎自大的迷梦中惊醒 ,由是形成了

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新潮。 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军起

义一方面对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进行了很大的冲

击 ,另一方面 ,则增加了中外商贸往来以及各个方面

接触的机会 ,从而使人们对西方世界的许多事物也

渐次从毫无所知到有所了解 ,从新奇感到钦羡 ,从学

习进而师法。 这种变化虽是渐进的 ,但却是深刻的 ,

积而久之 ,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变化 ,“新国

家”的思想由是萌发而逐渐成熟。

反之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的话 ,仅仅是发生

了两次鸦片战争 ,那么 ,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

两千余年来形成的保守思想和种种痼疾将会原封不

动地保留下来。显而易见的是 ,以学习洋枪洋炮为开

端的洋务运动将会向后推迟 ,许多先进的西方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传入时间亦将为之延缓 ,而

整个国家将会因缺乏“源头活水”而在迷惘状态下继

续停滞不前。所以 ,容闳说: “天假此役破坏中国顽固

之积习 ,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惊觉 ,而有新国家之思

想” [ 6] (第 11章 )。他在这里所说的“新国家” ,是区别于腐

朽愚昧的旧国家而言的。换言之 ,就是要效法泰西将

封建落后的中国变成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 近代以来 ,为了追求“新国

家之思想”的实现 ,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为此作出了

巨大的努力 ,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容闳进

一步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 ,接踵而起的一连

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如甲午中日战争中爱国将

士的英勇牺牲、 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六君子”的慷

慨就义以及 1905年同盟会成立揭橥建立民主国家

的大旗 ,凡此等等 ,皆 “足以证明预言之不谬

矣” [ 6] (第 11章 )。

(二 )出现了启迪后世、焕发时代异彩的《资政新

篇》。太平天国于 1853年颁布了著名的《天朝田亩制

度》 , 1859年颁布了由干王洪仁 撰写的《资政新

篇》 ,这两部性质不同、内容各异的文献均由天王洪

秀全批准刊刻颁行。 它们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前期与后期的不同政治理想、不同的政策措施。 《天

朝田亩制度》既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政治纲领 ,又

是鼓舞千千万万农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

的最有号召力的宣言书 ,也是太平天国所留下来的

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但真正符合时代节拍、焕

发时代异彩的文献当推《资政新篇》。洪仁 在书中

明确提出了要效法西方先进国家富国强兵的成功经

验 ,“乘此有为之时 ,奋为中地倡” ,使中国成为“东方

之冠冕” ,巍然屹立于东亚不致为“外邦欺” [3 ]( p525)这

一思想 ,可以说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最强音。在政治方

面 ,主张建立一个事权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以

便推行各项改革 ;要建立法制 ,主张以法治国 ,提出

了“法法类”、“刑刑类”等具体内容 ;他还主张各地多

办报纸 (“新闻纸” ) ,通过舆论来监督政府及各级官

员 ,又根据舆论中所反映的民意作为政府施政的参

考。在经济方面 ,则是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列强的治

国之道。例如:修铁路、造轮船 (“火船” ) ,不断精巧其

技 ;奖励各种“器皿技艺”的创新、改进 ;保护科技发

明的专利权 ;准许民间用新技术新设备开采金、银、

铜、铁、盐等各项矿产 ,并依法保护其权益 ;兴办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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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创立“学堂” ,以培养各种人才 ;设立“医院” ,以

济疾苦 ;主张“兴银行” ;制定与“番人并雄之法” ,即

开放市场自由竞争 ,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在“商战”

中取胜
[7 ]( p533～ 536)

,等等。

《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运动

时期最重要的两部文献 ,其中以《资政新篇》对后世

的启迪更大、影响更深。它们之间的主要不同点有

二:前者承认私有财产制度 ,而且奖励合法的收益 ;

后者否定私有财产制度 ,要“物物归上主” (即政府 ) ,

不许民户多留一鸡一犬 ,此其一。其二 ,前者顺应时

代潮流 ,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后者则是农民的欧

文主义 ,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思想。虽然由于处于

战争时期 ,《资政新篇》未能付诸实践 ,可是其中所蕴

含的先进思想 ,则堪称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最早的一

枝报春花。因此 ,容闳赞扬洪仁 及《资政新篇》: “凡

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 ,亦能知其秘钥之所

在。”
[6 ](第 11章 )

(三 )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 ,严格地说 ,是从 1861年后

兴起的洋务运动为开端的。 在此之前 ,林则徐、魏源

等人虽有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思想 ,皆未能付

诸实践。可是在此之后 ,在神州大地上就开始出现了

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厂矿企业 ,开始用“蒸汽机”代

替了“手推磨”。如众所知 ,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

同的社会性质。 “蒸汽机”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 ,而“手推磨”则代表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

是说 ,从 19世纪 60年代起 ,中国社会就出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素。

洋务运动是指以学习西方列强的近代科学技

术、兴办工矿企业以及发展近代教育文化等为中心

的富国强兵运动。 其目的是要把封建落后的中国变

成近代化的强大国家 ,故其实质乃是用资本主义的

先进生产力取代早已不合时宜的封建落后的生产力

的一次重大改革。 这一改革之所以先由学习西方的

军事科技入手 ,首先与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

惨败 ,使得许多具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对于西方

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强大威力有了深刻的认识有关。

其次 ,在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进入相持

阶段之后 ,清军与太平军双方都在谋求使用西方新

式武器以便克敌制胜。可以说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

动 ,那么 ,促使中国迈入近代化进程的洋务运动 ,可

能还要向后推迟一段时间。

1861年 ,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 ,试制西式枪

炮弹药 ,后来还造了一艘小轮船 ,从而揭开了学习西

方列强的洋务运动的序幕。 1862年春 ,李鸿章率领

淮军抵达上海后 ,目击英、法等国军队军容之盛、军

械之利 ,不胜忧愤地说: “外国利器强兵 ,百倍中国 ,

内则狎处辇毂之下 ,外则布满江湖之间” [ 8] (卷五 ) ,“猖

獗至此 ,不亟亟焉 求富强 ,中国将何以 自立

耶?” [8 ](卷六 )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相继发表了类似

的意见 ,并获得清廷中掌握实权的恭亲王奕讠斤及文

祥等人的支持 ,于是洋务运动遂进入了第一阶段的

求强时期 ,随后又进入第二阶段的求富时期。

与此同时 ,正在和清朝军队进行生死搏斗的太

平天国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在军事方

面进行学习的历程。其时间可能还要略早于清军。许

多太平军都拥有洋枪洋炮 ,还聘请一些洋人进行指

导。 1859年 12月 ,杨辅清率太平军进攻池州 (今安

徽贵池 )清军时 ,“施放洋枪 ,子落如雨”
[9 ]( p648)

。此为

太平军使用洋枪的最早记载。 1864年 7月 ,李秀成

被俘后 ,向曾国藩建议铸造枪炮以对付外国军队。为

此 ,他还拟提供制造洋枪洋炮的图纸。 从而可见 ,太

平军方面的洋务观与清方曾、左、李等人的洋务观基

本上是一致的。

容闳是洋务运动勃兴及其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

者。 1860年秋 ,他去天京时的同行人中就有贩卖军

火的外国商人。 1863年他做曾国藩的幕僚后就力主

直接购买西方新式机器 ,用“制器之器”自行制造各

种武器 ,以免东施效颦徒事模仿之弊。他主张选派聪

颖的年轻生徒向技艺精湛的外国技师学习 ,直接掌

握技术以免受制于人。之后 ,他一方面主张大规模选

派幼童赴美留学 ,以便多方位多层次地学习西方的

科技和文化 ,另一方面 ,还主张在国内创立各种专门

学校 ,大量培养建国人才。

总之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对于标志着中国近

代化进程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的。

(四 )太平天国运动促成了早期“科教兴邦”思想

的萌发。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外侮日亟 ,国势日

衰 ,许多爱国志士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 ,相继提出

了诸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类的

口号 ,迄今为止还有其借鉴意义。其中影响深远闪耀

着时代光辉的“科教兴邦”的思想 ,在太平天国运动

时期即已露其端倪。 上文在引述《资政新篇》的主要

内容时 ,即已提到其诸多振兴科技的措施 ,洪仁 并

且主张“日新其技” ,准许“技艺精巧”的外国人士来

华授艺 ,这实际上就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以为我用。

从总的情况来看 ,洪仁 所倡导的大兴科技之论 ,虽

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但在当时因其识见远大 ,可以

说是已经“开天下之先河”了。 至其有关兴办新式教

育的问题 ,则所论颇为简略 ,只能说他已经注意到这

一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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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 , 1860年秋 ,容闳到达天京后向

洪仁 所提的“七项改革建议” ,其基本内容即为以

兴办近代化教育作为振兴太平天国的重要措施 ,当

即为总理朝政的军师洪仁 所接受 ,这足以弥补其

本人在这一方面的不足。容闳的七项建议是: “ (一 )

依正当军事制度 ,组织一良好军队 ; (二 )设立武备学

校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 (三 )建立海军学校 ;

(四 )建设善良政府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为各部行

政顾问 ; (五 )创立银行制度 ,及厘定度量衡标准 ;

(六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以耶教经典为主课 ;

(七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6] (第 10章 )容闳七项改革建

议的内容虽然涉及到陆军、海军、政治、经济等各个

领域 ,但皆与教育息息相关。尤其是第六项“颁定各

级学校教育制度” ,即仿效欧美国家的成例颁定大、

中、小学的教育制度 ,可以说是全部建议的中心 ,也

是以教立国、教育兴邦的基础。 至于其中提到“以耶

教经典为主课”一事 ,这一方面是因为容闳本为耶稣

教徒 ,洪仁 早在香港时即已受耶稣教洗礼 ,彼此的

宗教信仰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迎合天王洪

秀全的宗教思想 ,使改革建议容易被批准。

容闳本是中国近代较早的教育救国论的倡导

者 ,他深悉要建立新兴的中国非从大办教育入手不

可。洪仁 了解世界形势 ,故对于容闳的提议十分赞

同 ,这说明洪仁 对于兴办近代化教育是十分关切

和重视的。所以 ,他以天国军师的身份向容闳表示要

设法加以实施。如果我们将洪仁 于《资政新篇》中

倡议的大兴科技之论 ,与他完全接受容闳所提出的

有关大兴教育的七项建议结合起来看的话 ,则早在

100多年前 ,太平天国当局就已经有了科技兴邦、教

育立国的思想 ,这在当时的确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也

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另一历史贡献。

(五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充分发扬了反抗侵略的

爱国主义精神。在两次鸦片战争中 ,清朝政府均以迭

遭挫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宣告结束。然

而 ,英勇的太平军将士却在上海等地对英、法等国侵

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1860年 5月 ,太平军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 ,清

军统帅张国梁、和春先后败亡。 太平军乘胜追击 ,连

克常州、苏州、松江等地 ,席卷了江南广大地区 ,前锋

直指上海 ,于是就与公然撕毁“中立”的面纱 ,声称要

帮助清军作战的英法侵略军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战

斗。李秀成说: “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 ,战则即

败” ,还“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
[3 ]( p822)

。 太平军遂

以所获外国侵略者的新武器来更新自己的装备。李

鸿章说: “嘉城 (即嘉定 )复失 ,逆焰大张 ,西兵为贼所

慑 ,从此不敢出击贼。”
[ 10]
曾国藩也以“西兵”的迭遭

重创不敢进攻太平军 ,自我解嘲地说: “夷人之畏长

毛 ,亦与我同。” [4 ]

由上可知 ,太平军将士在与外国侵略军进行激

烈战斗之际 ,奋勇杀敌所向无前 ,以劣势武器装备取

得了多次胜利。这些铁的事实说明 ,中国人民有捍卫

民族尊严的勇气和决心 ,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

的英雄气概。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天国英雄们在上海

等地的胜利 ,虽然只是局部性、地区性的 ,对于整个

太平天国军事战场的形势未能起到扭转乾坤的决定

性作用 ,可是英雄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 ,他们反抗外

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战斗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容闳认为: 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义和团运动 ,就

是太平天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继续。有的史料还记

载: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广大群众中 ,就有一些人是太

平军的老兵。

总之 ,太平军在上海等地的反侵略斗争 ,在中国

近代历史上谱写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一页。他们

所树立的抗击西方列强的胜利大旗的光芒将永远照

耀在史册之上 ,激励中国人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

况下 ,都能不畏强敌、不畏艰险去争取胜利。因此 ,太

平天国运动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三、结束语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 ,

然而它的贡献和影响却是永恒存在的。 因为正是有

了这次运动才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加速了中

国封建社会的变化。尽管这一变化是缓慢的曲折的 ,

可是它却标志着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出

现。这次运动还使中国人民从此产生了“新国家之思

想” ,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发扬。 恰如容闳所说 ,“此后

1894、 1895、 1898、 1900、 1901、 1904、 1905年等种种

事实之发生” ,都深受“太平军”一役的影响
[6 ](第 11章 )

,

闪耀着新时代的火花 ,由点到面 ,逐步形成燎原之

势。 这主要是因为任何事件的发生 ,都不是孤立的、

偶然的、互不关联的现象 ,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前后

延续、互为因果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所萌发的“科

教兴邦”思想 ,具有探索使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面

貌之路、昭示未来的历史意义。而《资政新篇》不仅是

历史的实录 ,也是那个时代的先进人士追求近代化

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至于这次运动的性质 ,毫无疑

问是具有正义性的。正如容闳所说:太平军起义实肇

因于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 ,“政以贿成” ,贪污成风 ,

“所谓政府者 ,乃完全成为一极大之欺诈机关

矣! ” [6 ](第 11章 )广大人民为了生存 ,在走投无路之际就

107



不得不揭竿而起。

那么 ,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又会失败呢?其中既

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因素。由于论者已多 ,兹不赘

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早在

建国伊始 ,就已经深深埋下了不团结的种子。而天王

洪秀全又不是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头脑清醒、英

明有为、勇于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的领袖人物 ,所

以他无法驾驭全局 ,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 ,并随时纠

正各种失误。 这是造成天国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太平天国领导者的另一失

策是未能大量吸收、重用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以发挥

他们的作用、扩大他们的影响 ,从而加强太平天国的

凝聚力和巩固天朝政权的统治基础。 对此 ,容闳于

《西学东渐记》中曾经言及。 可是 ,李秀成直到被俘

后 ,方才认识到太平天国当局未能重用“读书人”之

失 (见其《自述》 )。 惜为时已晚矣! 由此可见 ,“得人

者昌 ,失贤则亡”这一古训的非凡意义。

还需指出的是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太平军起义本是“官逼民反”所致 ,这一点是毋庸置

疑的。金田起义之后 ,由于清政府立即遣重兵进行镇

压 ,于是太平军就不得不进行反镇压的斗争。而战争

的残酷性和持久性 ,必然会给社会经济、人民的生命

财产带来一定的破坏和损失。但是能不能将这一切

责任都推给太平军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无数史

籍均明确记载:清军纪律败坏 ,烧杀淫掳 ,所至丘墟。

即使清方的官方文书也不得不承认“民不畏长毛而

畏官兵”这一铁的事实。当然 ,无可讳言 ,太平天国后

期的军纪也不如前。但是 ,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将全

部战争的不幸后果都诿之于太平军 ,则揆诸情理 ,岂

可谓平?

太平天国运动距今已经过去 100多年了。尽管

对它的评价 ,见仁见智不尽相同 ,然而 ,笔者认为只

要对它进行深入客观的考察 ,就不难得出其历史地

位是客观存在、不容否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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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 HE HISTO RIC AL PO SITION O F THE T AIPIN G HEAV EN LY K IN GDOM

YU Ming-xia

( Histor y Depar tment, Xuzhou No rmal Univ ersity , Xuzhou, Jiang su 221009, China )

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ccupies a signi ficant historical posi tio n in his-

to ry. 1. The Taiping rebellion was caused by the dark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refore i t i s a jus-

tice cause in history. 2. Zi Zheng X in Pian w as a pro gram fo r building capi talism , w hich had turned a new

page in the moderniza tion o f China 's . 3. The Taiping m ovement accelerated the prog ress o f China 's mod-

ern histo ry and prom oted the W ester nization M ovement. 4. Under the impact o f the Taiping m ovement,

people 's idea and though t had undergone changes. 5. The movem ent accelera ted the budding of the idea of

“ develop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 tion” , thus having a pro found impact. 6. The resistance

campaign w aged by the Taiping a rm y against the English and French invaders in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a roused the pa trio tic enthusiasm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historical posi tio n o f the Taiping revo lution is

an objectiv e existence, which canno t be denied.

Key words: the m ovement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histo rical posi tion; Rong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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