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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篇的话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 1但0 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 1840 年鸦

片战争爆发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

史 1949 年中华人员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康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

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

珉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主主立和人民解放

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嚣的IB中国

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布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医的

历史。

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恙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这是中E的

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还多次发出

过"学一点历史"的号召。邓小平也十分重视用历史来教育人民，教

育干部，教育青年。他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

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为了

在科士生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医情，不仅要了

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我们来说，不论

今后将从事何种专业工作，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都是很

必要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当达窍什么目的呢?主要是要认识近

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如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

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员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患主义，选择了中

自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具棒说来，应当达到以下的目的与要求:

一、了解外国资本一帝盟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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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了解近代以来中国面格的

争取民族猿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

懂得必须吉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强立、人民

解放，才能为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认识革命的必要性、

正义性、进步性;主党地继承和发搔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

统和革命传统，进一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需进行

束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说;注意比较地主买办资产阶

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方案，懂得旧民主主义革命

让位给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原因:

认识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

增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位。

三、联系新中盟成立以后的国内外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

产党为领导力量的桂会主义道路的茄史必然性;了解实行改革开放军E

搞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联系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

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懂得中国选择社会

主义的正确性;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斗。

四、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

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

题、辨到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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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一一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土撞广阔，人口众

多，历史悠久，创造过她烂的古代文明。

约在五六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已经出现旱期

文明社会的要素，如城市、墓葬、农业和家畜饲养等。四千多年前，

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公元前 21 世纪开始形成王

朝E家，旱期的王朝是夏、商、胃。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了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经历汉、三国、晋、南北朝、陪、唐、五代、

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来，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

问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和梧互交流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各民族对

统一的多民族E家的形成、发震，都作出了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t.从未间新、一直延续至今的E家。，

中华文明尽管也历尽沧桑，却始这结孟之具主革玉绝，表现出顽强

的生命力。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牵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多彩、灿烂辉煌。古代中国的

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天文学、数学、农学、医药学等

领域，取得过许多卓越成就。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焉针

匹大发明，更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杰出科技成果。中国生产的丝

绸、瓷器黯名世界。万呈长城、大运河等宏伟工程，堪称世界文明史

上的奇迹。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高峰迭起，美不胜收。如瑰丽璀琛的

《诗经》、楚辞、汉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藏族《格萨

尔》史诗、蒙古族《江格尔》史诗、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史诗、维

吾尔族《十二木卡姆》套曲，百花竞艳的戏剧艺术，笔墨造化的书法，

以神似取胜的水墨绘画，神秘精美的石窟雕塑，气势宏伟的秦霞兵马

锚，巧夺天工的宫毅、园林，更有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以及浩如娼海

的典籍文献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文



6 I 综述风云变缸的八十年

阴发展作出的贡献。

中华古代文明是古代中国人勤劳、智慧刽造的结晶，也是中国各

民族各地区文明交融、汇合的产物，又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中华文明曾传播、辐射、影确到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及世界其他国家，

也曾不斯地从世界各国文明中吸瑕营养来丰富租发展自己。在吉代中

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出现过汉代张毒、班超通西域，唐代玄吴西行

EP度瑕经、鉴真东渡吕本传经，费代郑和下西洋等许多伟大壮举和动

人佳话。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

?曹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

革命领袖"。①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民族。

(二)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自公元前 5 世纪的战国时代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

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中医封建社会的经济中，伊地主土主断有4θ占羊导的地
在ι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镣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

交纳高额的地租。大堆主往往利用政治特权和通过暴力手段兼并土地。

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尽导体家庭为单位并与蜜搓手丁业生归结合的小农经程中国封
建社会~本生产结构[;1 11给自迦古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J 这种小农
〈经济曾有利于中国封建t纠结发震如社会稳定，佳同时又束缚和

主运{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提抗力甲
i 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离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中E封建社会里，地主、高人、高利贷者这三者常常是结合在

一起的。离人常常把财富转向购买土地，从事风险更小的地程剥削。

需地主也常常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封建政

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提杂税和摊报摇役。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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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极端穷苦和落后。在桂会内部，缺乏远使工业迅速发展如社会结

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运滞。

中国封建社4阳军j;:~话李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羊专制制
庭j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极酷的封建帝国开始，历朝统治者不断加强

皇权，称皇帝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以维护"家天下"的君主

专制辑度;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加紧对地方官员的控能和监督。

隋、章以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使官锤百?层具有了一定的开族性、

流动性。这F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巩固了封建统治，在一定}~

程度上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 1务，飞
建社会的生扭和活力。 1

中国封建社会的位结韵的特璋是制如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
等级制度丑。其核心是安雄穿牛吨i. 突出君权、父权、夫板。宗法等级i ... 'J~ , 

制度在封建社会前、中期起过稳定和规程封建社会秩芹的作用，担其\-^"\

保守性日益增强，睦碍了社金的发蔑和进步。./

中因封建时暧亘:与U@1需据多为核心。儒学本是孔子
创立的学派，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

建挂会的正统思怒。它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仁政、德治，

提f昌经世济民，以黯君王，明教化ρ 儒家还与佛教、道教梧互吸收、

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者同时吸收法家思想，严

刑峻法，实行专制统治。佳白还通过种种方法，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

并采取镇压异端、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0 L n.. 

fgI:!.I!l封建扑钳经济、政治、交往、社会结构}可酋巩固和维
系了中国封建辛辛舍前路生却在续，男一?于面也结其前进锺嬉其军iR滞，

并浩成不可克服的周期4寺前防治但这台矶。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

治"唐代的工居里主扣"、"开元之治"清代的"京雍乾盛世"等。

这种局面通常出现在一个霸代的前期。当时的君主吸取历史的教训，

能居安思危，政治较清明，轻摇薄眩，励精图治。但是，随着政治腐

毅、土地兼并等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发展逐渐陷于停滞

状态，直至迫使农民不得不为求生存雨举行起义。这些起义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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