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共产党简史>>

13位ISBN编号：9787010099897

10位ISBN编号：7010099898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黄修荣，黄黎　著

页数：3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简史>>

内容概要

黄修荣、黄黎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简史(1921-2011)》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而编写的一本
普及读物。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从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诞生，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
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九十年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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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由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军
队组成的联军在1900年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给中华大地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通过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外国列强在华攫取了种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权，肆意掠夺中国财
富，残酷压迫中国人民。
更为严重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城乡手工业，加快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
　　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一个“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并逐步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
由于这个阶级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同时又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从来
就是一个反革命阶级。
　　第二，在中国产生了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要求革命；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又有联
系，其经济力量也不够强大，因而在革命斗争中常常表现出软弱性和妥协性。
无产阶级的前身是中国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它是中国新型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革命、
最进步的阶级。
　　第三，中国人数众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由于遭
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生活日趋恶化，迫切要求革命。
　　第四，中国社会旧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地主阶级逐渐变成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除了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外，农民阶级还要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以致大批破产，变成
半无产者、无产者或无业游民，最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成为民族灾难的根源和社会进步的障碍。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中
国人民的斗争从未间断。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
　　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的同时，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逐步成长起来。
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
济利益的维护者，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新型生产力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力量也相当软弱，而
一般的中小工商业者更是不敢以激烈的手段来充当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
于是，领导中国近代民族革命这个客观上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也应当由他们承担起来的历史责任，就
更多地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挑起来了。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
　　孙中山（原名孙文——作者注）出身于一个由贫苦农民向华侨资本家转化的家庭，接受了十多年
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
1894年11月，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
立了，明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革命口号。
随着客观形势的迅猛发展和许多革命小团体的出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成为当时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
制清王朝的革命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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