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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降

七個民國生卒紀年辨正

譚世寶*

* 譚世寶，歷史學博士、語言學博士，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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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及港澳臺以至海外

各地的各界華人、華裔都以各種方式紀念中國的辛

亥革命和民元革命。在中國大陸及回歸了祖國的港

澳地區的主題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而中

國臺灣地區的主題則是“中華民國一百年開國紀

念”。由於對上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家魯迅先

生的一些雜文的誤解，很多論著以及工具書都把辛

亥革命與民元革命 (即第一個中華民國的建立) 混

為一談。
(1)
這類說法之流弊影響極為深遠廣大，故

最近還有人在新浪博客等網站上發文說：“2011

年適逢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一百週

年。”
(2)
眾所周知，所謂“週年”是指人或事物、

組織機構乃至國家的誕生、出現或成立之後滿了整

整一年。中華民國從1912年元旦建立至2011年元旦

是否已經滿了整整一百年，這是小學生都能說得一

清二楚的計數問題，何以會有一年之誤差？更為常

見的同類之誤，是還有不少臺灣的政府機構、社團

組織、官員與民眾在互聯網絡上廣發慶祝中華民國

百歲生日之類的文字，多不勝數。
(3) 
連三歲小孩都

知道出生日之後的第幾年生日是幾歲生日，何以

臺灣竟然有這麼多機構、集體或個人把2011年的元

旦誤說成民國百歲生日而加以特別的慶祝呢？即使

把目前的臺灣政權說成是孫中山創立的第一個民國

從無間斷之延續，也祇有九十九歲而已。更何況該

建都於南京的民國早在當年2月13日孫中山宣佈辭

去臨時大總統時已經開始進入死亡階段。至1912

年3月10日，袁世凱最終如願成功改變了第一民國

定都南京等法制，在反革命的老巢北京宣誓就職新

的臨時大總統之時，就已經完全死亡。故按照當今

通行的歲數計算法，第一個民國享壽實際是不足三

個月就夭折了。至於袁世凱在北京另起爐灶的北洋

軍閥的民國，其實已經是第二個民國。這個民國表

面上沿用了第一個民國的國號與年號，實際上是由

反辛亥革命的革命敵人亦即民國敵人所把持。正如

當時就有人寫對聯諷刺之云 ——

　　旁觀者清 (橫披)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4)

又如魯迅先生在民國十四年的猛然醒悟之作

〈忽然想到〉中總結說：“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

謂中華民國。”“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

國的敵人。”
(5)
其實，第二民國時期的第一國民

亦即民國的總統袁世凱其實就是第一民國的頭號

敵人。早已洞悉其奸的孫中山為代表的第一民國

剩餘的革命派，一直以文武兩手對付袁世凱對第

一民國的剩餘法制及剩餘革命派的禍害，於1913

年7-9月間就發動過以武力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

命。袁世凱在成功鎮壓二次革命後，逐步暴露其

反共和法制的民國之真面目於天下，其終於決定

在1915年年底結束第二民國，並於1916年元旦起

正式恢復了帝制，把以袁氏為總統的第二個中華

民國改為以袁氏為皇帝的中華帝國，改該年號為

洪憲元年等等。故按照當今通行的歲數計算法，

第二個民國享壽實際不足四週歲。

正如馬克思在論述法國革命的偉大歷史事變

和人物的戲劇性演變進程時指出：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

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

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

作為笑劇出現。 
(6)

在辛亥革命後不久接連出現兩個民國與兩次

帝制的復辟，其後又有多個偽民國與多個反對他

們的政權與革命出現，這一系列在中國清末以來

上演的歷史連續劇，充分展示了具有世界意義的

中國共和革命與反革命的歷史事變和人物，不斷

以悲劇與笑劇的兩次交替形式出現。

在袁世凱死後，還有多個“民國”的生死更

替出現。雖然，後出的尤其目前的臺灣政權都繼

續沿用了民國的國號及年號，以致把民國紀年累

計至今為“民國一百年”，从而造成了祇有一个

民國一直生存了一百年的假象。但是，這並無改

於由辛亥革命後至1949年曾經有七個不同的民國

生死更替的歷史事實。由此可見，所謂慶祝單一

個民國百歲生日的言行之荒誕不經，怪異非常。

而引發諸如此類的怪異言行的普遍流行，固然有

很多複雜的主客觀原因有待探討，但其受現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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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著尤其是中國歷史年表、民國歷史紀年表等等

對辛亥革命迄今的百年歷史的眾多政權更替之複

雜變化歷程作簡單化的錯誤編年記述之誤導，則

可斷為最主要的直接學術誘因。祇要用中國古代

史家對同樣複雜的東晉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等

政權疊出並立或更替的全面清楚的編年記述及歷

史紀年表作對比，同時參考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共

和國與帝國的多次生死交替的歷史紀年表，就可以

看清楚現當代中國大陸及中國臺灣所編製的辛亥革

命以後的百年歷史紀年表皆有非常嚴重的錯失與誤

導，其差別祇是“五十步”與“一百步”而已。

筆者忝為原屬孫中山故里香山縣 (所轄範圍包

括今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澳門

居民，向來對革命偉人中山先生從香山縣翠亨村

走向澳門再走向世界的一生史跡有所留意思考。

撫今追昔，目睹以往對與中山先生關係重大的百

年史事之紀年編纂記述的史書及歷史紀年表、論

著等多有嚴重混亂錯誤的情況，以致造成當今國

人普遍對中山先生所發動的革命及所創立的民國

之年數和歲數的誤解錯述，不禁感慨萬千！很多

人連上述如此簡單而重要的涉及辛亥革命和民國

之生卒時間的年數和歲數的問題都一直沒有搞清

楚，就奢談甚麼一百週年的紀念或舉行所謂民國

百歲誕辰的慶祝等等，姑勿論其用意如何良好，

在這種問題上出錯祇能貽笑大方，愧對先人及後

代。故筆者不揣淺陋，草撰拙文，對辛亥革命迄

今的百年歷史作一些回顧與新思，其首要的重點

就是要釐清上述的混亂，補正有關辛亥革命迄今

的百年歷史紀年斷代等方面的一系列漏誤。

臺灣個別學者李敖等人

對“民國百歲”之類誤說之否定及失敗

其實，在臺灣現在和過去都有有識之士反對上

述民國歲數的計算方法和說法等錯誤，但是“曲高

和寡”，始終都無改於這類誤說在其官方與民間

之流行，可謂基本失敗了。

例如，在當今臺灣縱橫學壇、文壇與政壇多

年的著名大師李敖先生，早在1995年與其學弟史家

汪榮祖教授合撰的《蔣介石評傳》已經引用蔣介石

1950年3月13日的話為主要根據，證明在1949年國

民黨政府與軍隊被中共打敗逃到臺灣之時，民國

就已經滅亡了。其後文又指出：“‘中華民國’原

是國名，是‘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個

國名。1928年，蔣介石定都南京，遷了國都、改

了國歌、換了國旗、變了政體，成為一黨專政。

章太炎就公開說中華民國亡了，並自稱‘民國遺

民’。”
(7)
 李敖先生還在其最新撰寫出版的《大

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一書中，用

痛快淋漓的筆法，一再破口大駡地說：“建國百

年個屁！”“‘中華民國’百年個屁！”其理據

仍然是以前述蔣介石自己的話為主，證明在1949

年國民黨政府與軍隊被中共打敗逃到臺灣之時，

民國就已經滅亡了。他批評龍應台吹捧過的著名

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過去在臺灣《中國時報》所

發專文〈四十年的矛盾與悲劇〉的“怪論”，指

出其否認“‘共產黨建國’這個命題”之“怪邏

輯怪史觀”的荒誕，並且對目前臺灣流行的所謂

慶祝“建國百年”，“中華民國一百年”、“國

民黨創建中華民國”之說大加貶斥，稱之為“百

年牛屄”。
(8)

又如，早在十年前的2001年所謂“中華民國

九十週年”時，臺灣就有“國家安全組副召集人

陳錫蕃 ”撰文糾正臺灣官方與民間的一些普遍流

行的錯誤
(9)
，指出：

武昌起義 (辛亥革命) 發生在宣統三年，

即民國前一年，亦即西元1911年10月10日。

本年10月10日為辛亥革命九十週年紀念。“週

年”(anniversary) 與陳先生所說的“滿週年”

同義。本年中國國民黨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就

稱“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1912年1月1日) 開

國，到1913年元旦始滿一週年，亦即進入第

二年，故稱民國二年元旦。依此類推，十週年

(即滿十週年) 為1922年元旦，當然也是民國十

一年元旦；二十週年為1932年元旦，也是民國

二十一年元旦；三十週年為1942年元旦，也是

民國三十一年元旦；四十週年為1952年元旦，

也是民國四十一年元旦；五十週年為1962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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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也是民國五十一年元旦；六十週年為1972

年元旦，也是民國六十一年元旦；七十週年為

1982年元旦，也是民國七十一年元旦；八十週

年為1992年元旦，也是民國八十一年元旦；九

十週年為2002年元旦，也是民國九十一年元

旦。筆者並無錯誤。

中華民國國慶日是紀念辛亥革命武昌首

義，定為十月十日，故亦稱雙十節，那是民

國成立後才定的。因此首屆國慶為民國元年

十月十日，絕不能認為辛亥年 (即1911年) 的

武昌首義日為首屆國慶日。

其最終結論如下:

1911-2001 (10月10日) 為九十週年，是辛

亥革命九十週年，1912-2002 (元旦) 為九十週

年，才是中華民國建國九十週年。現在許多人

包括政府高級官員，喜於國慶日稱：“今日是

中華民國的生日⋯⋯”，嚴格說來是錯誤的，

中華民國的生日是元旦。

以上基本正確之論，理應收到“振聾發聵”

之效。但令人可歎的結果卻是十年來的“聾”者

與“聵”者不見其少而反見其多。可以說是笑

駡、批評皆由汝等個別人，“好官”、“好民”

的“屁話”、“好文”我輩多數繼續自為之。李

大師等人之論在臺灣如同投石入海，激不起甚麼

浪花。至於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與民眾方面，可

以說對他們之論基本一無所知，談不上有何反應。

因此，就其目前的客觀效果而言，可以說他們是一

直“對牛彈琴”，收效甚微，基本失敗了。究其原

因何在，筆者認為，除了其論本身缺乏學術研究的

全面系統性而不能在臺灣的學術界佔據應有的地位

和發揮應有的影響之外，關鍵的原因就在於最近幾

十年來在世界上佔據漢語言歷史文化學術的主流影

響不在臺灣而在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的一些權威

歷史學家編纂並且在全世界影響力最大的有關中國

歷史紀年表，例如《辭海》1989年第一版及其2009

年修訂版之後所附的〈中國歷史紀年表〉就一直犯

了與臺灣方面殊途同歸的單一線條化錯誤。
(10)

而且

這兩方面的錯誤，是有內在的相互影響的密切關

係，祇批駁此而不及彼也是其片面性的主要原因和

結果之所在。因此，本文在批評反對中國臺灣方面

流行的誤說的同時，還有必要重點從學術上全面糾

正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所編撰的有關歷史紀年表的一

系列非常嚴重的同類錯誤，以便海峽兩岸的國人及

舉世之人皆可因此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百年歷史的

各個政權的紀年分期和國家歷史演變的基本脈絡，

有全面而正確的基本認識。

辛亥革命以降

七個“民國”之生卒歷史略述

眾所周知， 所謂“辛亥革命”的“辛亥”，

是指由今年上溯一百年的中國陰曆辛亥年 (清宣統

三年)。該年八月十九日 (亦即歐美多數天主教、

基督教國家通行的陽曆耶穌紀元1911年10月10

日)之夜，在華中爆發革命黨人策動的武昌新軍

起義，迅速導致東南各省市乃至陝西西安紛紛舉

義反正，成立革命軍政府，脫離清朝。至辛亥年

末的十一月十三日(陽曆耶元1912年1月1日)，孫

中山在南京領導組成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宣告成

立，並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清朝及其

代表的秦朝以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的帝制在中

國南部及北方多數地方已經被推翻。故“辛亥革

命”是由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爆發，至辛亥年十一

月十二日 (陽曆耶元1911年12月31日) 完成。在

辛亥革命以後的百年間，眾多以“中華民國”為

名的政權國家經歷了幾死幾生，在朝在野，四分

五裂，南北或東西戰爭與短暫一統。至1928年12

月29日北伐戰爭全面勝利後，中國已經先後出現

了孫中山的南京、袁世凱與北洋軍閥的北京、蔣

介石的南京等五個民國。然而自日本1931年“九

一八事變”後侵佔了中國東北，至1937年的“七

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導致了蔣介石的第五民

國之軍隊節節敗退，其都城南京淪陷，中央政府

轉移到陪都重慶變成第六民國，中國的各個正、

偽政權與日寇侵華軍部政權分陳各地，東西南北

角力，長達八年。抗戰勝利後形成的第七民國之

短暫和平統一與其後國共兩黨政權武裝再次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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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爭奪天下而戰，結果在1949年至1950年初，以

蔣介石的第七民國敗亡而告終。自知已經亡國的

蔣介石率領其剩餘勢力在臺灣另組流亡的地方割

據政權政府，雖然延續至今而且一直繼續使用民國

之國號及紀年，但實際上祇控制和管治了臺、澎、

金、馬以及南海的東沙島和太平島等一些島嶼與海

域。除此之外的中國大陸及中國其它島嶼海域的疆

域，絕大部分都已經被共產黨毛澤東於1949年創立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接管並實施了有效的管治，

祇有少部分至今仍被一些外國佔領或控制、爭議而

成為歷史遺留的問題。這一系列的複雜歷史滄桑巨

變，都是人所共知的。十分清楚，辛亥革命以降的

一百年間，在中國大陸不是祇有一個民國連續生存

了三十八年或一百年，而是先後分別出現了七個不

同時間、地點、實行不同的政制與不同的管治範

圍的短命民國。其情況與法國大革命後至今先後

有五個法蘭西共和國 (其間夾雜有拿破崙·波拿

巴建立的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王朝的復辟、奧

爾良王朝上臺、路易·波拿巴建立的法蘭西第二

帝國、無產階級在首都巴黎創立的“巴黎公社”

革命國家政權等等。以及二戰時期德國佔領法國

時，戴高樂將軍在英國建立流亡政府的“自由法

國”，與“納粹德國”的附庸“維希政權”抗衡

等情況) 相類似而更加複雜。

目前的嚴重問題是幾十年來所有中國現當代

史論著，尤其是有關歷史年表，都受中國大陸的

主流史觀影響把1912-1949年的三十八年歷史 (或

受中國臺灣地區的主流史觀影響，把1912-2011

年這百年歷史) 非常簡單化地描繪或記錄為祇有

一個中華民國的單一政權國家連續不斷的單一線

條的歷史。要糾正這一錯誤，必須繼承中國古代

史家的客觀紀事編年方法，同時參考法國現代史

家對法國大革命以後的歷史紀年法，略述其七個

民國的遞嬗歷史過程如下：

一、清民之際的第一民國之生卒

第一民國之誕生始於所謂“民元革命”，應

無疑義。具體說，就是在1912年元旦在南京新

設立的總統府 (原清朝兩江總督署) 舉行了中華

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眾望所歸而獲得了直

隸、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

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

西、雲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選舉的十六票的孫

中山，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同時

正式宣告中華民國的成立。其時的中華民國宣佈以

南京為首都，並公佈了改用陽曆紀元等一系列的革

故鼎新的國家法律與社會制度的革命。政治上是按

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 

實際上，第一民國可以說是一個出人意料的

過於順產的“早產兒”。由於與之敵對的清朝並

未完全死亡，真正有能力統一全國的民國革命領

袖尚未登臺，故由革命派統一全國的民國尚未誕

生。因此，應按照司馬遷《史記》開創的史書紀

事分期體例，把這段類似“秦楚之際”的時期稱

為“清民之際”。

如上所述，清民之際的第一民國生於1912

年元旦。而其死亡過程則在其誕生不久之後就開

始。1912年1月22日，孫中山公開發表聲明表示，

如果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能宣佈讚成共和體

制，他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並推舉袁世凱繼

任。至1月26日，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暗中

策動麾下段祺瑞等北洋將領通電支持共和。2月5

日, 段祺瑞等將領再致電清王公催發共和詔旨。2

月13日，清朝隆裕太后正式宣告接受優待清室條

件，清朝末帝溥儀遜位，交權於袁世凱，清朝至

此才完全終結。同日，孫中山在南京也正式向參議

院呈上〈咨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文〉、〈咨參議

院推薦袁世凱文〉，開啟了辭去臨時大總統，讓

位於袁世凱的程序。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出

袁世凱為第二屆臨時大總統。但袁世凱千方百計

拒絕到南京就職，最終迫使南京民國政府屈從其

意，於是袁世凱得以成功於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

職。
(11) 

至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公布《臨時大總統

解職令》，並到臨時參議院完成了辭職程序。
(12) 

由孫中山創立的以南京為首都的第一民國的死亡

過程至此完結，其享壽為期三個月。

二、結束清民之際後的第二民國之生卒

如上所述，袁世凱的第二民國於民國元年 (耶

元1912年) 3月10日在北京開始誕生，至4月1日正

式完成統一南北政府的程序。名義上其為孫中山

的南京第一民國的繼承發展，繼續使用其國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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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而實際上卻是第一個民國與殘餘的清朝皆

被原屬清朝的實力派軍人集團北洋軍閥和平奪取

的產物。而第一民國的剩餘革命派企圖用議會民

主制及內閣總理制來限制甚至虛化袁世凱的總統

權力，最終導致了袁世凱在不斷的勝利中走向公

開消滅被其虛化為有名無實的民國之終點。

歷史發展過程的事實本來是十分清楚有目共

睹的，此一民國之死亡終結之時，就是在此一早

已有名無實的民國四年 (1915) 的年底，其時任職

將近三年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已經把孫中山為首

的反對勢力完全擊敗，不斷篡改國法，在把共和

國的總統變為近乎皇帝的終身獨裁制總統之後，

又於12月2日宣佈接受帝位，同時宣佈於翌年元

旦舉行正式的登基大典，全面恢復帝制，將中華

民國更改為中華帝國，中華民國五年改為中華帝

國洪憲元年。因此，第二民國的生卒為1912年3月

10日-1915年12月31日，其實際享年是還差兩個多

月才滿三週歲。

對於以上兩個民國以及其後多個民國的生死交

替或同時並存的情況，就連精通民國歷史的李敖大

師也沒有看清楚和說清楚，以致採取了蔣介石的民

國在1949年死亡之說。其實，蔣介石這一在臺灣暗

中流傳之說，在中國大陸歷史學界則是幾十年來公

開流行通用之說，也是中國大陸民眾通行之說。顯

而易見，這與“民國百歲”等說是“五十步”與  

“一百步”的關係，都是經不起歷史事實和歷史學

理邏輯分析與中外古今歷史年表的編纂體例比較的

誤說。其餘具體的分析糾正詳見下文。

三、洪憲帝國與第三民國之卒

如前所述，蔣介石的民國之卒年，可確定在

1949年，而其生年則不始於1912年，也可以確定。

那麼其始於何年，則要重新研究其之前除了第一與

第二民國之外，還有幾個民國之生卒才能確定。

歷史表明，在孫中山開創的第一民國與袁世

凱的第二民國及其搞復辟的第一帝國——洪憲帝

國誕生之後，不久就有袁世凱因受到內外的強烈

反對而被迫取消帝制，自行恢復的第三民國之誕

生。在袁世凱死後不久，又有正式宣告第三民國

死亡的“張勳復辟”(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至廿四

日，1917年7月1-12日) 的第二帝國。

具體說，是由於袁世凱稱帝的逆歷史潮流之

舉在革命派發動全國人民的反對下，很快陷入眾

叛親離內外交困之境，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宣

佈取消帝制，恢復民國，因此這就是第三民國之

生日。而袁世凱本人則在全國人民的唾駡聲中，

於6月6日病死。至於其遺留的第三民國，可以說

是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已經陷於四分五裂的

爭奪權力的鬥爭中，國已非國，完全是名存實亡

的。不久就有1917年7月1日的 “張勳復辟”，使

第三民國由名存實亡變成名實皆亡。因此，第三

民國的生卒為1916年3月22日至1917年6月30日(陰

曆丙辰年二月十九日至丁巳年五月十二日)。

四、“張勳復辟”之敗與第四民國之生卒

由一直忠於清朝的張勳等人在北京迫使祇有

虛銜的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同意解散國會之

後，進一步終結已經名存實亡的民國中央政府，

擁戴已經退位的清帝溥儀重登皇宮的太和殿皇帝

寶座，正式以清帝名義發布上諭宣告復辟：改民

國六年為宣統九年，易民國五色旗為龍旗，恢復宣

統三年的清朝官制等等。此一“張勳復辟”的的第

二帝國雖然祇生存了短短的十二日，但已經是帝制

的第二次復辟，亦即民國的第二次名實俱亡。

第四民國的北京中央政府產生於第三民國的

殘餘勢力段琪瑞等人發起的“三造共和”驅逐張

勳及溥儀的勝利之後。
(13)

在其前後還有孫中山及

其繼承人在南方廣州領導的革命政府與北方的段

祺瑞及其繼承者的各派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民國

政府的對峙與戰爭。南北方的矛盾鬥爭以及兩方

內部的各種派系矛盾鬥爭，變為全國東西南北各

路政權的十年大內戰。北京的中央政權經歷了北

洋軍閥內部的皖、直、奉三系的先後佔據；南方

的廣東政權也經歷內部的分裂、叛亂與改組、統

一。最後由廣東國民革命政府組織的國民革命

軍，於1926年發起消滅反動軍閥，統一中國的北

伐革命戰爭。至1928年12月29日，退回東北的奉

系軍閥首領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把代表北

洋軍閥的北京民國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改為

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14)

至此北伐戰爭完

全成功，中國再次建立了全國基本一統的國家政

權。因此，這可以說第三民國正式終結和第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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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正式開始之時。第四民國之生卒為1917年7月

13日至1928年12月29日。

孫中山鑒於其所創第一民國已經被袁世凱搞

到名存實亡，故在1916年12月3日致電其時仍據

有民國大總統名號的北京黎元洪及國務院總理的

段祺瑞，主張把雲南發動武裝討袁起義的12月5

日“定為國慶日”，以取代實際已經滅亡的第一

民國的國慶日10月10日。
(15)

 至1924年孫中山在一

次演講中又總結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指出：“中

國成立共和至今不過十三年，當中到過了兩三次，

總是有人做皇帝⋯⋯”
(16)

 足見孫中山也認為此前

民國已經亡了三次。隨着原本屬於清朝殘餘勢力

的北洋軍閥各派系先後控制的第四民國之完全死

亡，由清民之際以來殘存的多個北洋軍閥集團僭

竊民國名號的歷史時期完結。

五、日本侵華與第五民國之卒

由蔣介石掌控的第五民國，在1928年12月29日

正式完成誕生過程之後，一直在日趨嚴重的內憂外

患的戰亂中掙扎，實際統一中國的時間不長。因為

早在其誕生中的1927年8月1日，與國民黨分手後的

中國共產黨就在江西發動了南昌起義，建立了共產

黨掌控的軍隊以對抗國民黨及其掌控的軍隊。其後

共產黨又於12月11日在廣州發動起義，一度倣照法

國巴黎公社建立廣州公社蘇維埃政府。其失敗後餘

部轉輾到井岡山與南昌等地起義軍的餘部會合，繼

續創建武裝割據的蘇維埃政權，與蔣介石等控制

的民國政府鬥爭。隨着其武裝割據地區擴大和增

加，1931年11月7日至11月20日，由中國共產黨主

持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

郊外的葉坪村謝氏祠堂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此一蘇維埃共和國政權後

來連續成功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四次軍事大圍剿，

直至1934年5月，才被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打

敗，被迫於當年10月18日開始向西北轉移逃亡長

征。故此，該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實際存在

了一千零七十五天。而其在西北延安的最後一個政

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為了迫使蔣介石

政府與其簽訂合作抗日的協定，於1937年9月6日改

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
(17)

，名義上屬於民

國邊區的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

個直轄行政區域，但實際上仍然是共產黨單獨控制

的武裝割據而具有國家性質的政權。

因為由蔣介石掌控的第五民國政府，對內既

無法消滅黨外的異黨政權以及黨內的異派勢力，

對外則面對日本的侵華戰爭節節敗退。自1931年

9月18日，日本侵華軍在瀋陽製造“九一八事變”

之後，強佔了中國東北。到1937年7月7日，日本

侵華軍在北平 (京) 郊區製造“七七盧溝橋事變”

之後，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由東北至東南乃

至嶺南、海南的國土大半淪亡，從瀋陽到北京再

到民國首都南京，以及上海直至廣州等東部的大

城市，都陸續被日軍佔領了。筆者認為，從1937

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軍攻佔起，蔣介石掌控的第

五民國可以說名存而實亡。其國土大半喪失而且

四分五裂的情況與西晉、北宋亡後的東晉、南宋

有點相似。在日寇侵華軍政府的扶植下，於1932年

2月16日以“東北行政委員會”名義宣佈東北“獨

立”。 3月1日，發佈〈建國宣言〉，宣佈成立滿

洲國，首都設在長春 (改名為新京)。前清末帝溥

儀於9日就任滿洲國執政，年號為“大同”，同

時任命該國各府、院、部的負責官員，滿洲國正

式建立 (其後溥儀於1934年3月1日舉行登基稱帝

之禮，改“滿洲國”為“滿洲帝國”，並改年號

為“康得”)。

侵華日寇又於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 (京) 成

立了以王克敏為首的日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統轄平津和華北等地區，以五色旗為國旗。

至1940年3月30日，又在南京正式成立以汪

精衛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沿用青天

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為“國旗”，另加三角布片，

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字樣。其轄區名義上包括  

“華北”與“蒙疆”及華中與華南的廣大地區，

而事實上僅能管轄蘇、浙、皖等省大部，滬、寧

兩市和鄂、湘、贛、魯、豫等省小部分。

因此，蔣介石掌控的第五民國之生卒應為

1928年12月29日至1937年12月13日。

六、抗日戰爭勝利與第六民國之生卒

在首都南京淪陷後，以陪都重慶為中心的蔣

介石抗日民國政府為第六民國，與其化敵為友共

同抗日的是共產黨的延安政權。與之敵對的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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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侵華軍政權之外，還有降附侵華日寇的東北

滿洲 (帝) 國、南京民國等日偽政權。自1937年

12月13日南京被日軍佔領開始起計，中國各派抗

日軍民經過八年抗戰，終於贏得勝利。1945年9

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務大臣重光葵

及軍方代表、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停泊於東

京灣的美國海軍戰列艦密蘇里號的甲板上，簽字

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徐永昌代

表中華民國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確認。9月9日，

日本代表於南京向中華民國政府遞交投降書。到

了1946年5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發佈還都令，宣

佈5月5日“凱旋南京”。

因此，1946年5月5日，是以重慶為中心的第

六民國之終結，同時是再次以南京為首都的第七

民國之開始。

七、中共解放戰爭勝利與第七民國之卒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雙方皆擁有重兵的國共

兩黨及其政權為在全中國爭奪勝利果實，自1945

年8月起，經歷了和談、破裂與邊打仗邊和談的

多次較量之後，最終在1946年6月開始爆發決一死

戰的全面內戰。毛澤東指揮的共軍逐步戰勝蔣介

石指揮的國軍。至1948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先

後發動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等三大戰

役，消滅了國民黨軍隊主力的大部分。到了1949

年元旦，軍事節節敗退、內外交困的蔣介石宣佈

下野，退居幕後，政權表面交由代總統李宗仁掌

管。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攻佔

總統府。至此，南京國民政府對全中國的統治正

式告終。其後，隨着解放軍對中國南方和西南方國

土的迅速勝利進軍，原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先後遷至

廣州、重慶、成都，直至於12月7日遷往臺北。因

此，最終除了臺、澎、金、馬以及東沙群島的東沙

島和南沙群島的太平島等少部分島嶼和海域，中國

大陸及沿海以及遠海的多數島嶼的國土及海域，都

陸續被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告成立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下屬接管了。

因此，1949年4月23日可以說是蔣介石的第

七民國之死日。

綜上所述，可知辛亥革命之後至1949年的中

國，一共有過七個民國之生卒。因此，所謂中華

民國祇有一個，或持其死於三十八歲之說，或持

其一直生存至今的一百歲之說，都是錯誤的。 

《辭海》所附〈民國紀年表〉之錯漏與補正

中國歷史年表本為記載統一時期的國家朝代

及其下之諸侯方國或分裂鬥爭時期的各朝代國家

及地方政權的更替變化的基本線索的一種重要形

式，其始創於司馬遷的《史記》。《史記》的年

表共分〈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

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

年表〉等卷
(18)

，已經為後世之史家編製歷史年表

創立了基本的典範。《辭海》所附的〈中國歷史

紀年表〉，本來就是要做繼承發展《史記》的年

表之集大成者。例如，其原本的第一個年表 (修

訂本改為第二個年表)〈十二諸侯 (周、春秋) 紀

年表〉就是基本沿用了《史記》列作表二的〈十

二諸侯年表〉。其第二個年表 (修訂本改為第三

個年表)〈戰國紀年表〉雖然自稱根據《古本竹

書紀年》編製，其實也是對《史記》列作表三的

〈六國年表〉的繼承發展。其原本列作紀年表之

後“附一”的〈三代世表〉也是對《史記》列作

表一的〈三代世表〉之繼承與修改。其修訂本再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

增加紀年改為〈三代 (夏商周) 紀年表〉，並且

改列為第一個紀年表)。其上述對《史記》各表的

繼承與修改，可謂好壞參半，容後另文具論
(19)

，

在此祇指出其最大的兩處敗筆。首先就是沒有正

確理解《史記》的〈年表〉之〈秦楚之際月表〉

的現成範例，沒有在《中國歷史紀年表》保留與

《史記》的〈秦楚之際月表〉相當的〈秦楚之際

紀年月表〉，以正確記載有關秦朝開始走向滅亡

與漢朝正式建立之間的 (耶元前209年至前202年)

，先後有陳勝、項羽、劉邦以及其他反秦義軍建

立的多個國家政權興亡的史實。由於其在結束於

耶元前206年的〈秦紀年表〉之後，就是開始於

耶元前206年〈漢紀年表〉，這就誤導了讀者，

使人以為漢朝的一統天下是在該年開始的。其實

司馬遷已經清楚說明必須立〈秦楚之際月表〉的

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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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

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

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

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20)

 

由此可見，〈中國歷史紀年表〉不專門為秦

楚之際的各個政權立專表以紀其興亡年月，是一

大錯漏。其次，與之相連的另一大錯漏，就是沒

有倣照〈秦楚之際月表〉之例，處理好同樣是號

令多嬗的“清民之際”的國別年月及其後多個民

國及帝國等交替或並立政權的國別年月，祇編成

一個非常簡單化的單線條的〈民國紀年表〉。

相反，其在涉及同類情況的唐五代之際、明

清之際的紀年表中，雖然沒有“⋯⋯之際”的專

表之名，祇是把有關國家政權分別劃入兩個大一

統的朝代，但是基本能吸收《史記》的〈秦楚之

際月表〉的範例，對同類的眾多短暫的統一或分

裂並立鬥爭的朝代國家作了較為全面而清晰的記

錄，沒有遺漏。這就導致了其整個《中國歷史紀

年表》的很多部分存在詳古而漏近，古正而近誤

的奇怪矛盾現象和錯漏情況。

還有，從《史記》可清楚看出，由於史料存

在越遠古就越缺少、越近今便越增多的客觀情

況，故《史記》的〈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

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

興以來諸侯年表〉等，就是以略遠古而詳近今的

方式，顯示了古往今來的歷史資料留存的詳略與

歷史年表記述的詳略完全一致的典範。而現存辛

亥革命至今一百年的歷史資料，是比以往任何一

個歷史時期的資料都要豐富，因此絕對沒有理由

把〈民國紀年表〉弄成如此簡略的單一線條化。

在此再用《中國歷史紀年表》的其它部分的內證

例子對比，就更清楚可知《民國紀年表》的嚴重

誤漏。為了方便大家研究，現將《辭海》所附    

〈民國紀年表〉以及〈南北朝紀年表〉、〈隋

朝紀年表〉、〈唐朝紀年表〉、〈五代十國紀年

表〉、〈宋遼金紀年表〉之部分轉載並略加說明

如下(見附表)：

[說明] 此表把發生在中央政府的洪憲帝制復辟置於旁註之欄，對同樣是發生在中央政府的張勳擁戴宣

統的帝制復辟不加任何記錄；對其後所有在中央及地方出現過的革命與反革命、共產黨與國民黨、抗

日與降日等等的國家政權之嬗變生卒皆不作任何記錄。

【附表】



[說明] 此表把南北朝時期發生在地方小範圍和生存時間祇有不足一個月或幾個月的唐寓之、雍道㬢、

呂苟兒、陳瞻等所謂農民起義政權都在旁註之欄加以記錄。



[說明] 此表把隋唐之際發生在地方小範圍和生存時間祇有不足一個月的向海明、劉迦論、操師乞等

所謂農民起義政權都在旁註之欄加以記錄。其它很多短命的農民起義或貴族官僚的地方割據政權也

都在旁注之欄加以記錄。



[說明] 此表把武則天一度搞的周朝一系列年號插入唐朝紀年表中加以記錄。

[說明] 此表對唐宋之際佔據的中央和地方的十五個國家政權遞嬗作了全面清楚的記錄。值得注意的是

其把降附契丹的石敬瑭所創後晉朝一系列年號作為五代十國紀年表的中央朝代之一加以記錄。



[說明] 此表對北宋與南宋之際降附金國的劉豫所創之齊國年號“阜昌”也加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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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各表，可作對比分析並對《辭海》

的前後矛盾等情況提出質疑如下：

1）漢朝、晉朝、宋朝、明朝都有因為都城等

方面的變遷而分出東漢、東晉、南宋、南明等紀

年，何以在數十年间的民國之南北東西的多次變遷

與並立，為何在〈民國紀年表〉中毫無反映呢？

2）兩漢之間插有王莽的新朝，唐朝的武則天

與中宗之間插有武則天的周朝紀年，為何〈民國

紀年表〉不把袁世凱的洪憲帝國插入其中，而祇

列入屬於地方政權的旁欄表中，按照全表的格式

使人誤以為其非中央政權。而且，此一〈民國紀

年表〉對於同樣發生在首都的張勳擁戴溥儀的宣

統復辟的北京中央政權，不但在中央的紀年毫無

反映，就連旁註也沒有呢？

3）既然契丹國扶植的傀儡政權石敬瑭的“後

晉”朝可以列入〈五代十國紀年表〉、金國扶植的

傀儡政權劉豫的齊國可以列入〈宋遼金紀年表〉，

為何日偽的溥儀滿洲(帝)國、汪精衛的中華民國

等在〈民國紀年表〉也毫無反映呢？

4）既然存在時間不足一個月而且範圍極小

的所謂農民起義革命政權乃至其它短命的貴族、

官僚的割據政權都能在民國以前的各個紀年表中

有所記載，那麼為何〈民國紀年表〉沒有記載同

類型的任何一個政權呢？例如，《中國歷史紀年

表》的〈凡例〉說：“徐鴻儒〔大成 (乘) 興勝

1 〕，即表明徐鴻儒在該年五月起義，建立

政權，年號大成 (乘) 興勝，同年十月失敗。”又

如，其〈南北朝紀年表〉所載唐寓之的“興平”

政權在一個月內就敗亡，雍道晞的“建義”政權

在當年的二至三月間就敗亡。〈隋紀年表〉載向

海明的“白鳥”、劉迦論的“大世”、操師乞

的“始興”等政權祇存在於一個月內。
(21)

不妨試

問：難道在1912年至1949年間，就沒有類似上述

的小型而短命的各種政權存在過？至於1917-1922

年間孫中山在廣州發起號稱“三次革命”的“護

法運動”而建立的中華民國軍政府、中華民國政

府；1931-1937年間，共產黨在江西等地建立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無疑比這些所謂農民起

義革命政權乃至其它貴族、官僚的割據政權都高

級得多，為何也不見記載呢？

綜上所述，有必要建議把《中國歷史紀年

表》的〈民國紀年表〉作一全面的修正改編，以

反映歷史發展的真實情況，以消除《中國歷史紀

年表》各表的編製缺乏統一原則體例而造成的各

種自相矛盾混亂的問題。

(2011年4月9日稿於澳門；4月13日改定)                                              

【註】
 (1)  在線的《漢語詞典》解釋：民元革命指辛亥革命。 魯迅

《三閑集．無聲的中國》: “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

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這些大事件，

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 載 http://

cidian.xpcha.com/1266d8bxs3j.html.

 (2)  王養潮：〈有感於馬英九2011年新年致辭〉，載 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bcbdfbc0100o458.html 以及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

 (3)  見【美國雅虎】民國百歲生日引發臺灣民眾的身份認同感

問題，載 http://www.ptfcn.com/ptfcn/z/226/；中華民國百

歲 生日快樂！臺北101跨年煙火藝術創作 驚艷世界 ！

載 http://blog.udn.com/vincent1070/4753067；獻中華

民國百歲生日禮 蕭青陽故事島 入圍套裝設計獎，載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dec/3/today-

show10.htm；可憐的可悲的中華民國百歲生日- 中華

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載 http://100.

president.gov.tw/ForumDetail.php?id=2188；中華民國

百歲生日饒穎奇：馬總統歡迎世盟朋友一起慶祝，載 

http://www.nownews.com/2010/06/11/91-2614072.htm；駐

以代表：百歲中華民國再出發，載 http://news.chinatimes.

com/world/11050404/132011030901284.html 等等。

 (4)  參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613522；http://

www.verycd.com/topics/121940/ 等所載“民猶是也”。

 (5)  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魯迅全集》3《華蓋集》頁22，

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1948年版。

 (6)  見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載《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頁121，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1年版。

 (7) 見汪榮祖、李敖合著：《蔣介石評傳》下冊第792-793

頁，臺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8)  見李敖：《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的目錄

及頁137-142、頁319-321，臺灣：李敖出版社，2011年

2月初版。

 (9)  見陳錫蕃：〈辛亥革命、開國紀念與國慶〉，載臺灣：

《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年(2001年)十月二十二日第

卅七版。轉引 自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

NS/090/NS-C-090-224.htm.

 (10)  見夏征農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辭海》1989版

縮印本頁2404《中國歷史紀年表》之 (十五)〈民國紀

年表〉；夏征農，陳至立主編的2010年修訂第六版縮

印本頁2643《中國歷史紀年表》之 (十六)〈民國紀年

表〉。此《中國歷史紀年表》同時還有由編纂者方詩

銘署名的幾種單行本行世，例如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

年新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修訂版。各版本內

容皆大同小異，存在同樣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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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辛亥革命以後多個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政權之旗幟、印璽及錢幣等文物圖照及說明，謹供本文讀者參考】

十八星旗，全稱鐵血十八星旗，又稱鐵血旗、九角旗、

九角十八星旗，為武昌起義後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宣告

成立時的旗幟圖樣。(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

File:Chinese-army_Wuhan_  ag_(1911-1928)_18_dots.svg)

十八星旗的變體十九星旗圖樣。(引自 http://zh.wikipedia.

o rg /wik i /F i l e :Chinese -a rmy_Wuhan_f lag_(1911-

1928)_19_dots.svg)

黃龍旗圖樣 (引自http://www.globalflag.idv.tw/wg/lsqz.htm)

黃龍旗，原為清

朝海軍軍旗，李

鴻章呈送，慈禧

太后欽定為清朝

國旗。1917年7月

1-12日“張勳復

辟”時復用。

 (11)  參考《百度百科》“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載  http://

baike.baidu.com/view/2905346.htm.

 (12)  參考《孫中山全集》第二卷頁302〈臨時大總統解職令〉、

頁317〈在南京參議院解職辭〉、頁329〈諮參議報告

解職日期文〉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13)  段琪瑞的“三造共和”參見互聯網http://www.huaxia.

com/zhwh/sslh/2053030.html; http://article.netor.com/m/

jours/adindex.asp?boardid=39805&joursid=38993 等。

 (14)  參見《百度百科》的“東北易幟”，載 http://baike.baidu.

com/view/14013.htm.

 (15)  見《孫中山全集》第三卷第402頁〈致黎元洪國務院電〉，

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參考李敖：《李敖大全

集》第8冊《孫中山研究》第77-79頁〈孫中山反對雙

十國慶〉，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見《孫中山全集》第十卷第18-32頁〈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

學校校慶紀念的演說〉，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

 (17)  參見《百度百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載 http://

baike.baidu.com/view/94413.htm.

 (18)  見司馬遷《史記》卷十三至卷二十二的目錄及內文。主

據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版。參考《四庫全

書》所收《史記》。

 (19)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問題甚多，參考吳光泳：〈從夏商周

斷代工程的失敗檢驗“走出疑古”〉，載 http://www.

tianyabook.com/lishi/031.htm。周法高：〈夏商周斷代

工程質疑〉，載 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

e02/280.html.

 (20)  參見司馬遷《史記》頁759。北京：中華書局標點

本，1959年版。

 (21)  見夏征農、陳至立主編《辭海》彩印本2009年版。第

五冊，頁3102、頁3127、頁3132-3133、頁3134、頁

3140、頁3146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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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畫冊上的辛亥革命(組圖)之十二，打十八星旗的革命軍與打黃龍旗的清軍在南京太平門激戰之圖畫。

(引自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2/11/c_121064015_12.htm)

孫中山在南京就任第一“民國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

統之印”照片。(引自 http://tc.wangchao.net.cn/baike/

detail_1846856.html)

一面為孫中山頭像和一面為十八星旗及五色旗的中華

民國開國紀年幣照片。（引自 http://www.shuoqian.net/

view-3022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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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各派系的第二民國至第四民國的中央及地方割據政權

所使用的國旗圖樣。（參考引用：“五色旗”，載 http://baike.baidu.com/

view/228733.htm.“民國易幟之爭：從五色旗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載

http://www.xhgmw.org/archive-50353.shtml。以及“中華民國-全球旗幟”，

載 http://www.globalflag.idv.tw/wg/roc.htm#cwsqdqtbrmdh 之文圖）

　　第一民國時期議而不決的兩面國旗：(1)

五色旗，與清朝海軍一二品官員的官旗相近

似，曾為辛亥革命時江浙等省的革命黨人用

作革命旗幟，1912年1月3日及10日，南京的

民國政府各省代表會議與臨時參議院先後通

過以此為國旗。(2)時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

堅決反對用五色旗，主張以青天白日地紅旗

為國旗。至1912年5月10日，北京的第二民

國的臨時參議院仍決定以五色旗為國旗，而

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海軍旗。6月8日，袁

世凱以臨時大總統制令頒行全國，使之成為

民國第一個具有法律意義的國旗。此旗由袁

世凱及北洋軍閥各派系先後控制的第二民國

至第四民國的中央及地方割據政權所使用。

至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在東北易幟，才完

全被蔣介石的第五民國的青天白日地紅旗國

旗所取代。

中華民國之璽 (民國三年) 封策之璽 (民國三年)

榮典之璽 (民國三年) 大總統印 (民國三年)

袁世凱任大總統的第二民國在1914年間所用各印璽的蓋印本

(引自《民國篆文官印考》，載 http://guoxue.zynews.com/XianFeng/2008/4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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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將中華民國篡改為中華帝國後實際應用之中華

帝國國旗圖樣。(引自 http://www.globalflag.idv.tw/wg/

lsqz.htm)

袁世凱將中華民國篡改為中華帝國時議用之中華帝國國

旗圖樣。(引自http://www.globalflag.idv.tw/wg/lsqz.htm)

袁世凱中華帝國洪憲元寶銅錢照片。(引自 http://www.shuoqian.net/view-11000811-bk_special_pic.html)

袁世凱中華帝國洪憲紀元銀幣照片。(引自http://www.shuoqian.net/view-73438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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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稱帝時鐫刻的“中華帝國之璽”和“皇帝之寶”

的蓋印本。(引自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

UploadPic/2007-2/2007224122237990.jpg)

1925年的廣州國民政府的兩方印璽的蓋印本。(引自

《民國篆文官印考》，載 http://guoxue.zynews.com/

XianFeng/2008/4554.html)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1921年4月7日，孫

中山在廣州被非常國會推選為非常大總統，

就任後就已經明令廢除五色旗和十八星旗，

統一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但是卻

無實力而未能真正推行。至1925年，以中國

國民黨為首並得到共產黨合作為國民政府在

廣州成立，才再次開始並真正實行以青天白

日滿地紅旗為中華民國國旗之法令。至1928

年北伐成功及東北易幟後，青天白日紅旗完

全取代五色旗，成為以南京為首都的“第五

民國”國旗。其後為抗戰時期重慶的“第六

民國”以及抗戰勝利後至國共內戰時期的南

京-廣州的“第七民國”所沿用。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參考〈中國國旗的變遷〉，載 http://www.allzg.

com/n63336c473.aspx）

(引自《中華民國之璽與榮典之璽》，載http://ds610220.blog.163.com/blog/static/805667982010227431643/)

基本統一中國的南京國民政府 (第五民國) 於1929年10月

10日啟用的碧玉璽“中華民國之璽”照片。

1931年7月1日的南京國民政府 (第五民國) 啟用的白玉

璽“榮典之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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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共和國是1933年閩變時由陳銘樞、李

濟深等中國國民黨黨內反蔣左派及十九路軍在

福建成立的地方武裝割據政權，建都福州，疆

域限於福建，其政府自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

命政府，政府主席為李濟深，執政黨為生產人

民黨，年號為“中華共和國”。該國由1933年

11月22日正式成立至1934年1月13日主要官員逃

離福州，祇維持了五十三天。

中華共和國國旗。(參考：〈中國國旗的變遷〉，載 http://tw.myblog.

yahoo.com/360-vr/article?mid=5432&sc=1；〈中華共和國〉，載 http://

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5%85%B1%E5%9

2%8C%E5%9C%8B)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由中共遂倣傚蘇聯的

建國模式，以江西瑞金為首都，於1931年11月

7日成立的地方武裝割據政權，後結束於1937

年9月22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及國徽。(參考〈中國國旗的變遷〉，載http://tw.myblog.yahoo.com/360-vr/article?mid=5432&sc=1；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載 http://www.xhgmw.org/archive-50365-2.shtml 以及 http://baike.baidu.com/view/94413.htm）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一

些貨幣照片。(引自〈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國家銀行〉，載http://image.baidu.

com/i?ct=201326592&cl=2&lm=-1&t

n=baiduimage&word=%D6%D0%BB

%AA%CB%D5%CE%AC%B0%A3%

B9%B2%BA%CD%B9%FA%B9%FA

%BC%D2%D2%F8%D0%D0&z=0&f

r=bk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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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一些

貨幣照片。 (引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國家銀行〉，載ht tp : / / image .ba idu .com/

i?ct=201326592&cl=2&lm=-1&tn=baiduimage

&word=%D6%D0%BB%AA%CB%D5%CE%

AC%B0%A3%B9%B2%BA%CD%B9%FA%

B9%FA%BC%D2%D2%F8%D0%D0&z=0&f

r=bk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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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一些

貨幣照片。 (引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國家銀行〉，載ht tp : / / image .ba idu .com/

i?ct=201326592&cl=2&lm=-1&tn=baiduimage

&word=%D6%D0%BB%AA%CB%D5%CE%

AC%B0%A3%B9%B2%BA%CD%B9%FA%

B9%FA%BC%D2%D2%F8%D0%D0&z=0&f

r=bkimg)

1932年3月9日，在當時已被侵華日軍佔領

的滿洲地區，日本軍部策劃的滿洲國在長春

正式成立，年號大同，改長春為“新京”。

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為政府執政，

鄭孝胥為首任國務總理。當時的旗幟參照了

革命時期的五色旗，改變而成。1934年3月1

日，“滿洲國”正式更名為“滿洲帝國”，

溥儀改任“皇帝”，年號為“康德”，仍然

沿用原樣式的旗幟。

偽滿洲國國旗。(圖文引自〈中國國旗的變遷〉，載http://tw.myblog.yahoo.

com/360-vr/article?mid=5432&s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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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滿洲國錢幣。(引自 http://www.shuoqian.net/view-7379086.html)

偽滿洲國錢幣。(引自〈折射歷史變遷-中國解放前發行的各類紙幣〉，載http://hi.baidu.

com/%C8%FD%C8%AA%D5%AB/blog/item/62a9ec1347291475ca80c4c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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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於1939年9月合併“察南

自治政府”、“晉北自

治政府”、“蒙古聯盟自

治政府”三傀儡政權成

立，以德穆楚克棟魯普為

主席，李守信、夏恭、於

品卿為副主席，制定以上

國旗，並用成吉思汗作為

年號。 1941年8月4日改

名“蒙古自治邦”。

偽蒙疆政權國旗。(圖文引自〈中國國旗的變遷〉，載http://tw.myblog.yahoo.com/360-vr/article?mid=5432&sc=1)

偽蒙疆政權錢幣。 (引自同上〈折射歷史變遷-中國解放前發行的各類紙幣〉）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國旗 蒙古自治邦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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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14日侵華日軍中的

華北方面軍所扶植的中華民國臨時

政府在北平成立，統轄平津和華

北等地區。初期採用五色旗，後期

將五色旗加上火把及字句。1940年

汪精衛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後便被解

散，改為華北政務委員會。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旗與錢幣。(圖文參引同上〈中國國旗的變遷〉)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錢幣。(引自同上〈折射歷史變遷-中國解放前發行的各類紙幣〉）

五色旗 加上火把字句的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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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3月28日侵華日軍中的華中派遣軍所扶植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初期採用五色旗，後期再將五色旗加上火把及字句（與北平

臨時政府稍有不同)。後來於1940年3月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併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之旗

　　1940年3月30日至1945年8月16日間，在日本侵略軍扶持的汪偽政權所採用之國旗，初期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上方加上三角黃旗，

後於1943年2月3日將上方之三角黃旗廢除。

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國旗與錢幣

五色旗 加上火把字句的五色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