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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革命史 迎接新挑战

一代序有-<.Jt

二百多年来的中匾近代史，是-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挟

其先进的生产力以其坚船利炮撞汗中国大门，进市侵略、揉

鼠、奴役、乃至全国瓜分中国在\JJín.边玩民的屈等史 z 也是古

老、封阔、落后的中国开始从封建主义的孟梦中醒来，进商

抗争、奋进、革命、最后走向摇立、主权在I社会主义的开拓

史。但是，令人汝忌的是，我们与世界的发展，但有着巨大

的差距。

马克思主义的部始人早就说过 ， Jjj史是现实的影子，也

是现实的镜子。我的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边认识现在s 学

习 J)j史，是为了更好地甜造未来。

整部中国革命史，远迫了他们什么呢?最根本的，它lßJ

确无误地告诉人的 z 落后就要战打，改革才有出路。 JA+h.

世纪以来的丘吉华中，我们盟家和民族走的是一条沉沦下降

的曲线，曾经、是繁荣吕盛的文明古国急剧地其落了。而从中

国传入欧倒的四大发明部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成为欧1+1从

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桂会的催化划。正如马克思所说:

"火药，担骑士龄层炸得船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

立了疆民地，市印 ;45 术'"' • .. ....总的说来变成科学豆兴的手段，

变成对精神友属部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H-o " ( <<杭



器、自然力布科学的illHl )) )。于是，采;有祝器生产的西方
各国把沿用于工芳功的中国远远甩到了后边，迅速发最强大

治西方列强捏有朽衰败的中华帝国当~萄肉强食的对象。鸦

片战争中的皮门炮声向中国人民敲嘀了警钟，不改革自强荒

无以救亡.灿然，广州、!三元理人民自发的抗暴斗争打到起了近

代史仁中国人民武装反扰外来的侵略苦的第一a栓，是虽得大

声赞美的;太平天国在民革命的英雄幻勇敢地向清王辑进行

了 i中稻，是蓝得大书恃书的;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j历

次战争中奋起抗战的中国军民表现了我轩的自尊必和皮层略

将斗争性，是可歌可泣的。;iJ是，他幻只有一腔爱吕热拢，

并没有代表辑发展新的生产力，国大刀、长矛去对手f火，并犬

炮是悲壮的， {!3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我们民族的悲慰。保

守、封闭，耳朵云扫雨又妄自尊大的时建制度及其代表者请王朝

窒息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友晨，缸杀了中华民族的活力和臼造

性，无力改变中国带向半封建、孚瑾虱地的厄运。

必须重新认识中嚣，必须从新认法世界，必须发展新的

生产力，必2页通过改革走出一条新路来。从生产力发展角度

来看"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宫蜜地主商人的资金开始

转化为资本，挺进了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患想的新变动，尽管这个运

功的倡导者梅主项目前仍是维护封建统治。中 R 甲午战争之

后，穷凶极恶的外国是唔苦加紧了对我国的擦夺。民族fð:凯

克朗;注重了。民族资产前级改良深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认

识到不改剖就无以自强，也们的我患意识是强裂的"世界

万物抵春苔，兮l句爸;冥一哭{木。四万万人齐于泪，天涯何处

是神州。" (谭嗣同语〉于是，以康、运:为苦的爱嚣志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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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中层民族资产前级 ìA国iI[，挝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

百-个政治行二止一--)\(;内变法。映出地注扩， I过制度的死随波

j吕镇出使变法注产。 fjit新乞;去的失败使更多地fEE古有了新

的觉醒，安改良为革命，这才是摆!Di 民族在抗的出路。号有:

"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雏容，以在号:飞:1 (巾气势喊出了激功『人公

!'句话语"我中国改独立，不叮不革命p 我中压i政与匪弄到

验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匹-771 ，不

i亨不 JE命。"伟大的民族英雄，民主 J在命的先盟者孙中山大

声只可"棱J去斯民于水火， νj扶犬厦之将颊。"为了实现

民国救司的理想，以孙先生为首的无数爱国志士进行了函强

的斗争，终于在→丸一年的苦亥革命中推翻了延续数千年

之久，蛙空了中国的帝制，过是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第→次

这飞。然而， JE睬、落后的封建外壳虽巳砸破多但民主、共

和的理想之光并未照耀中华大撞。北洋军阀的反革j统治使中

国人民的苦?11 又-次鼓灭了。于音菌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三座大山位然还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有了新的觉

醒的支国主努力寻找，按国救民、解攻生产力的新的道路和薪

玲思想武器。

→九一九年的.1i囚运动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转-í'Ji'

点，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使中国革命发展到了

新的后史阶段。与此同时，说"德先生>> (民主〉如"赛先

生" (科学)为旗帜的新思维冲破了 i罩住的传统文化的模

式，是中国人员一次伟大的忠想解放运动。此后，握着中国

工人阶级的登上比史舞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岳i共

产党的电立，注中国革命的面提为之一新。新就新在有了马

列主义理论的指导、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正确的知领和

.3" 



指导方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这是中国人罩在

黑暗中接索苦斗数十年后作击的历史在选择。鸦片战争后，

中医的先进拾子曾经从西方资产陪级革命时代的武库中学来

了进位法，天强人权论，民主共相等:fJJ1思挂、武器京政治方

案，并兰试运f吾于中国， f8都失败了。经过长期奋斗，特剧

是俄国卜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巾

国人民终于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中菌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分析中盟社会，正

确地指明了中国的出路。既然中国社会是半盟员地、半封建

性质的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裂分两步走。第一步，

在无产前级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朗;高推民j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的统治，建立挺立、民主的人员共和国。第二步，使革

命继续向前发展，建丑it社会主义。由此可知，新民主主义革

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均发在趋势。中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卜八

年束苦卓艳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结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租

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扮段的基本结束。新中国建

立妇，要不要很快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击社会主义的巨大转

变，党中央作出了肯定的结论。一九豆二年，党中央提出了

过段时串的总路线，提出了要在梧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才:义工商业的汪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上

完或了对生产资 i斗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鹤立。总之，一百多年的中国革命史表明，社

会主义韬度在我宙的建立，是{乙万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历史过

程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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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当然，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我国社会主义薛进的道

路是不平远的，走过弯路，道过挫折，乃至发生过严重的结

误。直到现在，在一些具体制度上负有这样那样的抉陷和弊

端，须要花大力气通过深化改革来纠正。但我们必须认识

到，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质造成的。检怡梧反，

它是由种种违反社会主义本质的因素，给社会主义市来歪曲

和破坏造或的。我想，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历电上京生的最大

过错悬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忽视了发展泣会生产力一←一这

个推动历史前进的棋本功力。主?阔、保守使我们错过了一次

次腾飞的机会，使我的的发展落到了世界的后面。这是需要

我的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班的。

当前，窍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和世界大变动再一次向我

们提出了挑战。我的必须以改革电开放、发展生产力来迦接

替代的挑战 1 学习革命史，总结新经验，这对于边接时代新

挑战是完全必要的。既然革命前辈己经把黑暗的中国变成了

光明的中国，青年一代的任务就是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捏

落后、清贫的中屋变成富强、文明、员主的中国，这是我如

每个大学生面i隘的严歧任务。

在我菌前摊开的是一部由出国师范大学捷克丹:同志主

编，造国英、李振基等同志参加编写萄中吕革命史峰。这部

书是在近几年中E革命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基础上写成

的，它有选择地联收了学术研究的许多新成呆、新现点。由

于它是一部教苟，就得保持一定的稳定住，因此不可能捂

些正在讨论、未有定论的现点包含进去，如中国近代史研究

开始于何时等，这是可以理解的。

• 5 飞



我认为，这部中国革命史略是有自己特色的。f7ú如，主人体

例来说，它起于1840年，运于 1956年，是有它自己的指恕

的，体现了中国革命史的完整住日民主主义革命←一新民

主主义革命一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由此把中国革命史划

分为梧互呼应、有抗衔接的三前来写，有它的逻辑合理佳声

在由民主主义革命时靡，明确地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 fìP 辛

亥革命前作为准备前段，这就突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

史地位，这是科学性的表现。又如，该书对某些史实，如北

洋军棍，Ji国运动的处理、详路取舍、评途，有自己的在心

和法至2 之处，这呈不一一列举了，显示了作者盯对中国革命

史的了解和研究是有一定功;茸的。当然，这部书璀免也有不

足之处的，可能由于时间紧追，文字还有点粗疏，逻辑上有

时也秸有欠严密的地方，希望再版时能加以修订提高，成

为一部更有高度、更加成熟的中国革命史，我期待着它的问

世1

1988年 8 月于出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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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兴起………........................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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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民党挑起全面内战。解放区自战略防御

转为战略反攻，第二条战线形成….........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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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被勒辞

•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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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 (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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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嚣裙期的形势. . • • ... . .…. " . •. • .….. (352) 

〈二〉新中国面临的基本任务... .•• •.••.• ••• (354) 

二、野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与建国初期的各

项运动..............................……......... (359) 

(一〉七届三中全会. . . •• . • .….... ••. ..……. (359) 

〈二〉建国初郎的各项运动. .• . .. . •• . . . • .…. (362) 

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 (376) 

(一〉国民经济的战复…...... ..….......... (376) 

(二)文住教育事业大友展………...... ••• (376) 

(三〉人民物质生洁明显改善布提高…… (377 ) 

(囚〉社会主义改造初装成就…... . . . . • .…. (377) 

过渡时期的总路建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 . . •• • • .….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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