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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苦难

复，往来也 （《说文解字》）；兴，起也 （《尔雅·释言》），就是兴起，由

此引申出兴旺、昌盛之意。所谓复兴，即再兴。这是复兴一词在古典语境中

的基本词义。

复兴一词在指称国家再次兴盛方面，古今词义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

需要强调的是，古典意义的 “复兴”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 “向后看”、“发思

古之幽情”；而现代意义下所普遍使用的复兴，更多表现的是 “向前看”，只

是精神层面向原点 （出发点）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一个闭合的圆，而是一

个开放的圆，其呈现的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否定之否定。

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３日，被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导引人之一的李大钊，

在北京大学发表的 《人种问题》演讲中，首次将 “中华民族”与 “复兴”放

在同一语境下使用，并解释出 “复兴”的内涵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有新

的更大的贡献。①

实现民族复兴，并不是所有民族都需要或都会提出的课题。综观人类社

会历史，只有那些自身文明曾经繁荣兴盛过并具有文明发展历史延续性，确

因历史的某种原因而坠入衰落境地的民族，才具有从苦难中觉醒、在衰落中

奋发，进而提出复兴目标的历史性前提和基础。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方面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另一方面则是后来

曾经陷于的衰落境地。因为前者，我们有资格谈伟大复兴；因为后者，我们

① 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３期。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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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谈伟大复兴。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

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神奇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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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

民族复兴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从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谈起。为什么要
谈复兴，就是因为它过去兴过，就像鲁迅讲的，中国过去曾经阔气过。如果
过去就没有兴过，它就不存在一个复兴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履新的记者见面会上说：“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
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众所周知，我国有着５０００多年的悠久文明史，中华文明以其独有魅
力，始终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中国的奴隶社会从夏朝开始，约有１６００
多年的历史；从战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又经过漫长的２３００多年；直到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外国帝国主义闯入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

中国早自秦汉就进入盛世，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大的盛世有三次：

西汉盛世从文帝继位 （公元前１７９年）到宣帝去世 （公元前４９年），持续

１３０年；大唐盛世从太宗登基 （公元６２７年）到安史之乱爆发 （公元７５５
年），持续１２８年；清代的康乾盛世从１６６２年延续到１７９５年，长达１３３年。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治世。可以说，在１９世纪以前漫长的岁
月中，中国古代文明一直居于世界前列，无论是在物质层次还是在精神层次，

均创造了当时领先世界的文明，勤劳智慧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全世界留下
了灿烂悠久的文明遗产。

中华民族是唯一薪火相传的文明古国。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历史上有
四大古文明，分别是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
明。从时间上来看，中华文明不是最长的，大概在世界排第三。第一大文明
是古埃及的，七八千年了。第二大文明是两河流域巴比伦的文化，比我们长
一点。中华文明从夏商周开始，到现在五千多年。但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
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割断或被湮灭。像古巴比
伦原来的空中花园，现在的以色列、伊朗那个地方，严格意义上文明已经断
裂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了。古埃及文明、古印度
文明都断代了。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这
在诸古代文明中堪称绝无仅有。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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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
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美国学者
保罗·肯尼迪在 《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
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１９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
《历史哲学》中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才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
国家。黑格尔以后１００年，又一位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发出惊叹，自孔子以来，

埃及、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只有中国在持续地进化中
生存下来了。中华民族这一独特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
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农业：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在８０００年前，黄河、长江
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农耕活动，已培育出较好的栽培种子。

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摆脱了靠采集、渔猎等完全依赖自然的生活，转入了以
定居为依托的农耕、畜牧经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是世界
上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地区，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汉朝的人口，最多时是５０００万。唐朝的人口，最多时
是８０００万。清初是５０００万；康熙二十年 （１６８１年），清政府平定吴三桂、

耿精忠、尚之信等三藩叛乱之后，中原地区１００多年中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迅速增加。到了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年），增加到１
亿４千多万，乾隆末年，更增加到３亿。生产的粮食能养活３亿人口，可见
清代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手工业：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也是举世闻名的。传世的龙山黑陶、仰韶彩
陶、商周的青铜器、汉唐的丝织品、宋元明清的瓷器等等，大都是中国的国
宝。我国还是世界上生产丝绸最早的国家，早在５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
们的祖先就在河北、河南一带从事养蚕和生产丝绸。著名的 “丝绸之路”的
起点就是号称 “丝国”的中国。炼铁技术也以中国为最早，并曾在世界上领
先了２０００多年。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他的 《鸟瞰中国千年史》中曾经
指出：在北宋，国人已懂得烧煤炼钢，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

政府的军工业聘用的工人达８０００名，这已是重工业规模。１０７８年，华北钢
铁业年产达１２５万吨，而英国于１７８８年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７．６万吨。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 《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乾隆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年），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中国占３２％，整个欧洲只占２７％。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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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英、法、德、俄等国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中国。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 《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了１７５０－
１９００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中的相对份额的数据：

１７５０年，中国占３２．８％，欧洲占２３．２％，美国占０．１％，日本占３．８％；

１８００年，中国占３３．３％，欧洲战２８．１％，美国占０．８％，日本占３．５％；

１８３０年，中国占２９．８％，欧洲占３４．２％，美国占２．４％，日本占２．８％；

１８６０年，中国占１９．７％，欧洲占５３．２％，美国占７．２％，日本占２．６％；

１８８０年，中国占 １２．５％，欧洲占 ６１．３％，美国占 １４．７％，日本占

２．４％；

１９００年，中国占６．２％，欧洲占６２．０％，美国占２３．６％，日本占２．４％。

这组数据显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逐步衰落，同时也显示了中华经济曾经
在世界经济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科学技术：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为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仰慕中华文
化，毕生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李约瑟指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
基本的技术都是在中国生长起来的，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曾经起过从来没有
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他称赞中国是 “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并著书介绍了中
国的１００个 “世界第一”。

据 《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１６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
科技发明约有３００项，其中１７５项是中国人发明的。东汉时代蔡伦改进的造
纸术、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无名氏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都是世
界性的创举。马克思曾对这 “四大发明”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 “资产阶级
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讲四大发明是标志资本主义诞生的四大文明。火药
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把骑士阶级炸碎了，才有资产阶级出现。指南针打开
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解决了文化创
新的问题。有了这几大发明，才有了资产阶级的诞生，否则，资本主义不可
能产生。“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欧洲，进而改变了整个人类近代的历史进
程。

２０００年，美国的时代周刊邀请了全世界所有门类的顶级专家，评出一千
年以来影响人类进程的１００件事情。包括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等所有
门类。中国一千年以来被西方专家选为影响人类进程的三件事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火药武器的发明使用，也就是热兵器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
到北宋时期，那是人类第一次使用热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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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成吉思汗，这个不言而喻。东方的这支铁骑曾经饮马于多瑙河畔，

现在欧洲还有 “黄祸”一词。

第三，长征。从军事规模上讲，长征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记。那么他们为
什么选长征，而且认为长征影响了人类进程？我想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精神
层面的解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举动折射出了人类的伟大的不屈的精神。

战国时齐人扁鹊采用四诊 （望、闻、问、切）的方法诊断疾病，成为中
医传统的诊断方法，至今沿用。同是战国时产生的医学经典 《黄帝内经》，用
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阐述科学养生和防病治病的道理，至今不但被中医界专
业人士奉为至宝，百读不厌，也被普通百姓当作养生的必修课而身体力行。

中国古代不仅水利灌溉工程、天文学等都要比欧洲人早１０００多年，而且
郑和下西洋，也比哥伦布早了近１００年。中国原是一个大陆国家，但自从秦
始皇开发中国东部沿海之后，遂一步一步离开国门走向海洋，开辟了一条海
上丝绸之路。唐末、五代间，由于中国海船上已成熟地采用水密舱壁结构，

致使中国海船愈造愈大，海上航行更加安全，于是中国海船始进入阿拉伯海。

到了宋代，由于中国海船的结构、性能和操驾技术日趋成熟，１２世纪初中国
海船进入远洋航行的新时期。到了南宋和元代，政府提倡海上经商，使中国
的造船业和航海业更加发达。泉州成了世界第二大港，中国的航海家们开辟
了一条西起东非海岸，东达日本海的远洋航线，泉州成为这条国际航线的中
点。当时中国曾以泉州为界称南北洋，南为南洋。中国人比欧洲各国走向远
洋要早３００年。这就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船只能走向远洋是有条件的。李约瑟博士说得好：舵与航海指南针是人
类走向远洋的先决条件。中国于公元２～３世纪发明了舵，公元８００年左右发
明了水密隔舱，公元１１００年左右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到了１３世纪，以阿拉
伯人作媒介，中国的舵和航海指南针才分别传入北海和地中海，１４世纪后欧
洲两个海域的海船才合流，在欧洲海船上同时使用舵和航海指南针的时间是

１４世纪以后的事。中华民族率先走向远洋理所当然。

郑和下西洋首先要掌握航海技术，大海茫茫一片，特别在远离海岸时，

只能靠航海指南针辨识方向，靠星斗确定远近。当时的航海技术水平是：“惟
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斫木为盘 （指磁罗盘），书
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当时航路又称针路，有单 （丹）针和缝
针。除了指向仪器，还用特制工具牵星板测量星星在当地的高度，画出过洋
牵星图来。

明永乐三年 （１４０５年）至宣德八年 （１４３３年），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



第一编　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苦难 ７　　　　

海家郑和先后统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２７０００多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
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３０余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最大
规模走向远洋的壮举。其航海规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数之多，足迹之广，

堪称世界远洋航海的千古绝唱。

郑和航海活动比葡萄牙亨利王子早１０年，比哥伦布早８７年，比达·伽
玛早９３年，比麦哲伦早１１４年。正当欧洲刚从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下挣脱出
来，在欧洲远洋航行的鼻祖葡萄牙人尚未着手进行大西洋海上探险之前，中
国的郑和船队竟以气势恢宏的规模，长时间出没于人迹罕至、浩瀚的印度洋
上，凌越万里。这不仅对于木帆船的结构设计、航海性能、操驾和航海技术
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船队在远洋航海时的组织协调和管理亦必有过人之处，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远洋航海的科学实践，无疑将永载世界航海科
技发展的史册。许多中外人士对于在科技尚未昌明的古代，中国竟能派出如
此规模的、组织有序的远洋木帆船队长期驰聘于风浪骤变的大洋中，叹为人
间奇观。这也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国力和造船与航海技术举世无双。

长期领先世界的经济：到１７９６年，中华民族还拥有强大的国力，“中国
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
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①。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
家安格斯·麦迪森，写了一本专门讲中国经济的书，名字叫 《中国经济的长
期表现》，从中国古代讲起，一直预测到２０３０年。安格斯·麦迪森在 《中国
经济的长期表现》中不仅测算了中国各个朝代的ＧＤＰ，而且还测算了中国的

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的比重。

据他测算，在汉朝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２６．１％，在世界是领先
的。到了宋朝占２２．７％。所以在古代，从汉朝到宋朝，一直是世界领先水
平。他在这本书里用的词叫 “领先经济”，没有说第一。到了明朝中期的

１５００年，占２５％，明朝后期的１６００年，上升到２９．２％，这两个阶段绝对在
世界排第一。到了清朝初期的１７００年，因为有明末战争，中国的ＧＤＰ占世
界ＧＤＰ的比重有所下降。从清朝中期的康乾盛世，一直到嘉庆年间，中国经
济总量上升到３２．９％，这已经在世界上排第一位了。

当时，西方国家中最富强的英国销往中国的商品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中
国卖给英国的茶叶一项。全世界５０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共有１０个，中国就
占了６个，即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广州，其他的４个是伦敦、

① 《江泽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８页。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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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江户 （东京）和伊斯坦布尔。由此可见，康雍乾时期的大清帝国，不
仅是经济上最繁荣的国家，在城市发展上也是最快的国家，是经济实力最强
大的国家。

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在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
经济体，但到了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这个位置被美国所取代。他认为，中国

ＧＤＰ被美国超越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 《马关条约》。中国在清朝后期就
开始衰落了，清朝后期ＧＤＰ在世界的份额下降到１７．２％。中华民国的时候
降到８．９％。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家底，经济总量仅占到世
界４．５％。到１９７８年，我们经济总量微微有所上升，上升到４．９％，仅仅前
进了０．４个百分点。预计到２０３０年我们将上升到２３．１％。在他的测算当中，

到２０３０年的时候中国将在全世界排第一。

辽阔的疆域版图：从汉武帝开始，中国的疆域版图就很辽阔了。汉武帝
曾将中央政府直辖郡县东北设至朝鲜半岛，有四郡，南方设至越南北部，有
三郡。唐朝曾西至咸海，东至萨哈林岛 （库页岛），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北纬

１８度，盛世疆域版图达１０００多万平方公里。

元世祖忽必烈开辟的元帝国，其疆域版图逾越汉唐，即北面西至额尔齐
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西南至现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南麓，达到古代
中国的最大值，面积约为１５００多万平方公里。

清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 （辖钓鱼岛），使古代中国疆域版图的最后定格
为：北至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至巴尔喀什湖、

帕米尔高原，东至萨哈林岛 （库页岛），共约１３００万平方公里。清帝国中央
政府对各地的管辖权和控制力达到了封建社会顶峰。当代中国的领土范围就
是以清王朝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中叶的疆域版图为基础确定的。

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
曾经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他们
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各个专业、各个门类，都写
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艺术方面：中华民族的诗歌、散文、词、曲、小说、书法、绘画、

雕刻、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成就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殷墟甲骨文
的发现，证明中国已有了近４０００年的文字史。意蕴深刻的 “四书五经”，向
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中国是一个诗歌非常发达的国家，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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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为我们描绘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境界。
《诗经》、《离骚》流传几千年仍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现已译成多国文字，流
传至海外，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清朝康、雍、乾时期，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有人统计，这一时期的
大小文化工程达１７０余项之多，其特点是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康熙时编纂的大型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编纂的大型
丛书 《四库全书》。其他的文化工程，如 《全唐诗》、 《明史》、 《皇舆全图》、
《大清一统志》、《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三希堂法帖》等都是集传统
文化之大成、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工程。

盛行明清两代的中国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
楼梦》以及 《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至今仍是中国各个阶层爱不释手
的畅销书，并全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被人们称
为 “国粹”的京剧，也是在这一时期吸收了昆曲及多种地方戏之长而成的。

清代的画家，既有善于继承传统的 “六大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
原祁、吴历、恽寿平，也有大胆创新的 “扬州八怪”———汪士慎、李慎、金
农、郑燮、李鱼单、高翔、李方膺、罗聘。

巍峨蜿蜒的万里长城、堪称奇迹的秦兵马俑，向世人展示着中国人的巧
夺天工；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是世界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其他门类一起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圆明园是清代的一座
大型皇家园林，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之大成，是中华民族灿烂文
化的结晶。法国作家雨果，把中国的圆明园和雅典的巴黛农神庙分别作为东
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代表，称前者为 “梦幻艺术”，后者为 “理念艺术”。他
称赞圆明园 “荟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像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
“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

雨果的评价，圆明园是当之无愧的。

汉唐盛世的大略雄风，向世人标示着中国政治经济文明执在世界民族之
林的领先地位。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完备，一度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
典范；在中国的周边，形成了一个 “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鲜、韩国、

越南等等———这些国家曾经以汉字作为自己的正式文字，他们的古代历史都
是以汉字记载的。这些国家都曾经全盘或基本上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
长期接受中国为宗主国。中国的文化和技术曾经长期被 “汉字文化圈”的国
家学习和模仿，甚至直接搬用。从汉字到围棋，从 《论语》到 《法华经》，日
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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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学方面：１９４９年，有一个名叫雅思贝斯的德国哲学家，提出
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 “轴心时代”。其实不仅仅是他，同时代更有名的社
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曾经说过，还有很多人都说过这个轴心时代问题。所
谓 “轴心时代”就是人们发现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左右，或者公元前１０００年之
内，人类的几个重要的文明似乎是同时觉醒了，好像是一个启蒙，从蒙昧走
向觉醒。公元前５００年前后，古希腊出现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出现释迦
牟尼，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等思想家，几个伟大
的思想家、伟大的文明都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被称为 “轴心”。

之所以称为 “轴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们发现，这些思想不仅
在过去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直到今天，这些文明还影响着十亿以
上的人。孔子、老子的思想不仅支配了中国全部封建时代，而且其中一些言
论和思想，在当今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 “司法、自
由的护卫者”纪念碑上，刻有三个石像，分别是颁布 《十诫》的摩西、雅典
立法家梭伦，以及穿着长袍、留着长须以系统道德理论治国的孔子。我们现
在在全世界搞了那么多的孔子学院，（以至于）今天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就不能
不谈论孔子。

老子的 《道德经》在全球被翻译５０００多种，流传于世界各地。在德国，
《道德经》和西方盛行的 《圣经》一样，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家喻户晓的畅
销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 《中国问题》一书中曾写道：“中国至高无
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 “若能够被全世
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

文化在走向融合，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相信它对世界会产生很
多良性的影响。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油灯
使用了很多年，但是有了电灯了，油灯就被更新换代了；有了汽车了，马车、

牛车就被更新换代了，就被淘汰了。可是当你有了新诗后，书店里面还要卖
唐诗，还要卖诗经，汉赋没有代替诗经，唐诗也没有代替汉赋，元曲也没有
代替唐诗，它不是一个代替一个，不是更新换代，而是逐渐地积累，同时存
在。这是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因此中华文化不会被一个新的文化所代
替，它会留下来。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中华民族历史上有 “军事失败”

的记录，但是没有 “文化失败”的记录。中华民族即使军事上一时被征服，

但是在一段时间后，又总是能够在文化上同化和征服征服者。正如美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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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罗所说：征服中国，好像把一把剑投入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
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以后，

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
不息的一个重要因由就是：中华文化的创新是继承式创新，即推陈出新。对
旧的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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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中华民族曾经的屈辱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经领导世界
发展潮流，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
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
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１５世纪起，走向世界的西欧与封闭的东方便拉开
了差距。１８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仍停留在农业经济状态的中国完全陷入
落后挨打的窘境。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
内部战乱，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一、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
战争。毛泽东指出：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
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
国，都打过我们。”① 从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１９年的８０年间，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
发动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战争就有５次，即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每战必败，战败后必
签订不平等条约，内容不外乎割地赔款、开口通商，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关
税主权和司法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乾隆晚年，中国还是一个出超的国家，大多数年
份都有贸易顺差，许多外商都要以本国银洋来支付贸易差额”。②眼看着每年
有大量白花花的银子因为贸易逆差流入中国，而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过剩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
英国资本家们不干了，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

将其运销中国，于是秘密地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从１７５０年至１８３９年，

鸦片在中国的销售量直线上升。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前，每年为２００箱 （每箱

１００斤），而到１７９０年突破４０００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已达３５０００箱。鸦

①

②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０页。

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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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不仅导致中英之间贸易关系的颠倒，还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败坏了社会风气。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前，

清政府采纳了 “禁烟派”的主张，道光皇帝于１８３９年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
广东禁烟，在虎门销毁了没收的２００多万斤鸦片。

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的资产阶级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

１８３９年１０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１８４０年６月，第一次鸦片战
争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对侵略者进行了坚决抗击，广州等地
人民也曾组织起来打击英国侵略者。经过侵略与反侵略的反复较量，中国终
因多方面的落后及清政府的无能而战败了。１８４２年８月，清政府在英军大炮
逼迫下，派代表在英国军舰上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
英 《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共１３款。内容主要有：中国开放广州、福州、

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准英国派领事驻扎，专理英人贸易通商
事宜；中国政府赔款２１００万元给英国政府，其中有赔偿鸦片损失费６００万
元，赔偿军费１２００万元，偿还商欠３００万元 （广州赎城费６００万元在外）；

割让香港给英国；规定中国进出口关税 “均宜秉公议定”，即中国关税税率由
中英两国 “协商”制定；取消公行制度，允许外商与华商直接交易。

为了对一些重大问题作详细明确的规定，中英双方继续谈判，于１９４３年
签定了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 《虎门附约》，作为 《南京条约》的补充。主
要内容：准许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为后来的开设租界提供
了条约依据；规定如果 “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国人一体均沾”，使英国
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英国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如果在中国犯法，

中国无权审判，应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来判决；明确规定了中国关税
“值百抽五”的极低税率，及内地税 “照旧输纳，不得加征”的征税原则；规
定英国 “官船”可在通商口岸停泊，“中国兵船不得拦阻”，外国军舰从此可
以自由进入中国港口。

接着美国和法国也乘机以战争相恫吓，要挟清政府与其缔约。清政府已
被英军的炮火吓破了胆，因此于１８４４年签定中美 《望厦条约》和中法 《黄浦
条约》，使美、法获得了英国所定条约中除了割地、赔款之外的全部特权，并
且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攫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清政府还
承担了保护外国传教士的义务，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第一次鸦片
战争开启了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或武力威胁，强迫中国政府
签定不平等条约的恶例。其后，西方侵略者继续胁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攫取了一个又一个侵略特权。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