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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
编者以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解放的历程为主线，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
的发展构建更趋合理的课程体系，有别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注意吸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
重大问题作了更深入、全面的分析和介绍。
本书供高校本、专科历史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一般历史爱好者、自学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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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桧林，1925年生,河北省乐亭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
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
究员,日本国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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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1919年5月—1923年12月）　第一节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　　一、袁世凯统治的垮台军阀割据纷争局面的出现　　二、民族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新社会力量的成长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四、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
节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六三”以后的发展　　二、新文化运动
的扩展和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三、各派新思潮的竞起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节　军阀的混战和
政治争斗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协同侵略”　　二、直皖战争
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府权力的更迭　　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迟滞　一度兴起的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思潮　　四、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和宣传　　五、工人运动高潮的出现和各界群众运
动的新发展　　六、孙中山的继续奋斗和国共合作的酝酿第二章　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1924年1
月—1927年7月）　第一节　军阀势力的演变　国民革命高潮的掀起　　一、中国国民党第～次全国代
表大会　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二、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三、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工作
的开展五卅运动　　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　　五、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初步形成　　六、各派军阀势力的演变和中国政局　
第二节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一、北伐的胜利进军　　二、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大发
展　　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　第三节　国民革命的失败　　一、奉系军阀在北
方的统治　　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三、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和二期北伐武汉
政府的转向　　四、革命的紧急形势和共产党的对策　　五、七一五“分共”　国民革命的失败第三
章　中国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　苏维埃革命的开展（1927年8月—1931年9月）　第一节　国民政
府“统一”全国　中国革命的低潮　　一、国民党各派系的争斗与合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二、
“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　　三、国民党“训政”的开始国民政府初期的内政和外交　　四、中
国革命的低潮　第二节　苏维埃革命的开始　　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　　二、各地武装起义的发动
和苏维埃口号的提出　　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节　国民党军阀的混战　中间政
派的活动和主张　　一、各派国民党军阀的争斗中原大战　　二、“国民会议”和《中华民国训政时
期约法》　　三、中间政派的活动和主张国民党对他们的破坏与镇压　第四节　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
地的扩大　　一、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二、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　
　三、李立三“左”倾错误及其被纠正王明“左”倾错误的出现　　四、国民党军对红军“围剿”和
红军反“围剿”作战第四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1931年9月
—1937年7月）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兴起　　一、九一八事变全国抗日民主浪潮
的掀起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二、王明“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及其各项政策　
　三、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一·二八事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　　　四、伪“满洲国”的成
立国联调查团的调查及其报告书　第二节　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强　抗日民主运动继续发展　　一、
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强化和国家垄断资本的形成　　二、国民政府的土地法令关于农村问题和农民土地
问题的各种主张　　三、日本帝国主义向关内侵略扩张和国民政府的退让　　四、中间政派的抗日民
主要求和抗日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　第三节　苏区革命的深入和严重挫折　红军长征　　一、鄂豫皖
和湘鄂西红军的转移　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川陕苏区的开辟　　二、苏区土地革命的深
入和各项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　　三、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开始长征　　四、遵义会议　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的斗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第四节　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　　一、日本对华
北的经济掠夺和华北事变　　二、“八一宣言”的发表一二·九运动　　三、中共瓦窑堡会议和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四、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五、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
和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　第五节　共产党政策的调整　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西安事变　全国团结抗
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对日政策的变化　国共两党开始接触法币政
策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经济的增长　　二、共产党政策的调整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三、全
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两广事变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　　四、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五、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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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五届三中全会中共苏区代表会议　全国团结抗日局面基本形成第五章　抗日战争（1937年7月—1945
年8月）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正面战场的作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一、七七事变和八
一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全国抗日高潮的掀起　　二、淞沪会战忻口会战　南京沦陷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军的“南京大屠杀”　　三、共产党的洛川会议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开辟　　四、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抗战建国纲领》　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中间集团
的抗战主张　　五、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沦陷区伪政权的建立　　六、抗战初期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
关系　第二节　战略相持阶段前期抗战形势的演变　　一、日本侵华策略的变化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二、相持阶段前期正面战场的作战　敌后战场成为重要战场　　三、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国
共摩擦的激化　　四、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五、汪伪政权的成
立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统治　　六、皖南事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的
爆发抗战中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形成　　二、
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敌后军民的艰苦奋斗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整风和大生产运动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正面战场　国民党统治日趋腐朽大后方经济由发展到衰落　　四、不平
等条约的废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和中共对它的批判　　五、少数民族地
区的抗日、争取民主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　第四节　抗战后期的政治斗争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日本太平洋战线的崩溃　缅北滇西作战的胜利　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　　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
的大溃败民主运动的新发展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　　四、雅尔塔会议　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挣扎和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第六章　国
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崩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5年9月—1949年10月）　第一节　国民党坚持
独裁内战中国人民力争和平民主　　一、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各党派的建国主张　　二、重庆谈判国民
党挑动内战和解放区的自卫反击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　　三、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　　四、
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解放区准备自卫战争　第二节　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
的战略防御　　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二、“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
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形成　　三、中间路线的宣传及破灭　　四、少数民族的政治斗争　第三节　国民
党南京政权的覆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政府的。
戡乱总动员　　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中共十二月会议　　三、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国统区民
主运动的深刻演变　　四、解放军的战略决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五、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全面崩溃
　　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四节　哲学科学文学　　一、哲学　
　二、史学　　三、经济学　　四、社会学　　五、自然科学　　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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