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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屹立于世，已经整整三十五个春秋。

当此之际，我们决定把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

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集成书，陆续付梓，以献给

这一伟大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

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

国各族同胞和世界上一切关心我们事业的朋友们。

在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我们当代的

历史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辉煌的篇章。

这个时期，中国大地上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各

项事业的兴旺，人民的团结，都是空前的。我们并

不满足于既有的初步成就，并不想以此矜夸于人，但

是我国人民通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确实重新建立了

充分的民族自信。实践本身向全世界宣告，有着古

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了和

勃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完全有能力在比较短的时间

内，扎扎实实，以比较高的速度，迎头赶上，跻身



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

会主义创业史。其所以艰苦卓绝，一则是由于我们

的基础太差，起点太低;二则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

如何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

造和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

仅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而

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成例可援。我们固然可以参考

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但从根本上来说，却只有靠我

们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独立地认

识和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以无畏的革命创造精神

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找出一条中国化的建设社会主

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振兴中华的大业才会事半功

倍，卓有成效。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

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

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

实践相结合，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建

国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这同样是决定我国社会主

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此贡

献了智慧，付出了劳动，备尝了失误的苦痛和成功

的欢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过去

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逐步制订和完善各方面的方针政

策，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p 有

许多新的创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一九八二年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又

是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这是我们的

出发点，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自豪

地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通过全体共产党人和各

族人民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

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

国 p 是指日可待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

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

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国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国的

人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这就

是我们编撰出版这套《当代中国》丛书的主要目的。

《当代中国》丛书，将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

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

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为后代留下



一部科学的信史。我们深信，只要把三十多年建设

的成功和挫折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一一加以科学的总结，那就会使之成为传诸

后世的国宝。

当然，任何珍贵的历史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

人们继续前进的沉重负担。我们不仅不能重复过去

的错误，也不能为成功的经验所束缚，而故步自封。

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

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以智慧。现在，为了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和技术革

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大的新课题，显然是不可能从

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的任务在

于，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

便用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革新精神，去迎接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日



I 

凡例

《当代中国》丛书所论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

的历史过程和经验。为了说明问题，许多卷书以专章，或在绪论

及某些章节中，简要地论述了旧中国的有关情况。

二按内容，本丛书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综合性的，如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等;第二类，部门、行业

性的，如《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的轻工业》、《当代中国的

钢铁工业趴《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等;第三类，专题性的，如

《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土地改革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第四类，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编写的

地区性的，如《当代中国的北京以《当代中国的四川队《当代中国

的西藏》等;第五类，人物传记，如《毛泽东传》、《董必武传》、《刘

伯承传》等。各卷在出版顺序上不按类别安排，先完稿的先出版。

- 这部丛书共约二百卷，每卷一册，少数卷分上、下册。

四 部分卷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

侧重。

五 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但不尽相同。一般采用编、章、节

的形式，有的则不完全是这三个层次;多数卷写有《前言以《后

i己》或〈销论以多数卷编有《附录>>，但内容不尽相同。

六凡附有人名索引者，人名排列均以中文姓氏笔画多少

为序。



2 凡 1911

七 书中译名，人名采用国内通用译法，并参照辛华编的《世

界人名译名手册以无通用译法者，按"名从主人"原则译出。地名

根据地图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并参照辛华编

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以自行译出者，仍遵"名从主人"原则。

八 书中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图，根据地图出

版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绘制:

我国古代地理区划图，参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绘制。

九 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一九八四年三月四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十 书中统计数字的使用，遵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有关规定。

十一 书中所用科学技术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

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

十二 书中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一律用一九五六

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十三 书中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以外，一般用阿

拉伯数字。

十四 书中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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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古
口

《当代中国的轻工业》这卷书分上、下两册，主要讲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轻工业发展的历史，包括轻工业发展中的成就、变

革、经验教训，并谈了今后发展的前景。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我国人民的吃、穿、

住、用、行等物质和文化生活用品的生产技术源远流长，产品品

种丰富多彩，在这些方面有着不少发明创造，对世界的物质文明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编写《当代中国的轻工业>>，首先讲一

讲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主要生活用品生产的发展历史，承上启下，

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三千年前，我国手工业生产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一八四0

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机器生产的出现，旧中国的许多手工业成

为近代工业的前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轻工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

经过有计划的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发展历程，同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历程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又有其独自的特点。轻

工业基本上是加工工业，它同农业、重工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

系，受农业、重工业发展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受农业发展的影

响更大一些。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