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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6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成立的宣示响彻云霄，不仅是近现代的中国奋斗历程，同时也是数千年的
中国历史就此开启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人间沧桑辟新道，弹指挥间一甲子。
在这波澜壮阔、凯歌行进的60年里，共和国的英雄儿女创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
在制度创新方面，新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
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在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制
度的探索中走在前列。
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新中国先是在被包围遏制的状态下坚持自力更生，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独
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尔后又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奋力追赶，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
在人民生活方面，新中国致力于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初步
的小康，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方针，永远结束了被侵略受压迫的屈辱历史，有效
化解了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种种压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成长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不容忽
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所有这一切，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也必将作为整个人类争取文明进步的光辉一
页而载入世界史册。
如此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实践，必将作用于精神观念层面。
现代意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艰难起始于20世纪交替之际的苦难岁月，其曲折发展始终依傍于中国社
会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除旧布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打开了巨大的创造空间，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素材，造就了初步繁荣的美好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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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辉煌6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撰
写，由吕贵、周鹤龄、陈章亮、袁恩桢、芮明杰、桑玉成、何勤华、吴铎、彭希哲、杨洁勉、姜义华
、晏可佳、杨扬、宋超、张伟江、罗剑明等16位专家领衔撰写。
本丛书以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互动为研究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力求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促进学术成长，学术成长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力求反映中
国学术研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创新成果；力求体现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的辩证关系；力求反映学术进
步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生活改善的重大作用；力求体现我们党多年来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的思想、观点和论断。
全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力求理论性与实证性结合，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历史概述
，努力做到事实准确、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文笔生动、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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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之所以被置于国家行为这一重要地位，出于构建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适应
的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出于清除长时间来唯心史观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影响的需要，也是出于总结
和吸取优秀历史遗产服务于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这一需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1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
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44条又专门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家事务。
”这两条规定明确指出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时代使命和神圣职责。
正因为用科学的历史观研究和解释历史及经济、政治、文化及国家事务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新中国
建立不久，便在全国干部与群众中普遍开展了社会发展史教育。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
，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
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①当时在广大工人中开展的社会发展史教育，重点是教育工人们树立劳动创造人，劳动光荣，资本
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
1950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着手编辑《毛泽东选集》。
从1951年7月开始，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一批文章在《人民日报》提前刊载，以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1951年10月，第1卷出版，1952年4月，第2卷出版，1953年4月，第3卷出版。
结合《毛泽东选集》的陆续出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不仅在干部中，而且在知识分子
中广泛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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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中国60年华诞，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今年年初筹划研究撰写辉煌60年
·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选择了16个一级学科和相应的学会，以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发展与学
术成长互动为研究角度，确定了16个选题，即“新中国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与党
建理论”、“现时代与哲学”、“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管理实践与管理学创新”、“政治发展与
政治学”、“法治建设与法学”、“社会发展与社会学”、“人口与人口学”、“对外关系与国际问
题研究”、“历史变迁与历史学”、“中国宗教与宗教学”、“新中国社会与文学”、“新闻事业与
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与教育学”、“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军事科学”，并确定由各学会商定首席
专家，由首席专家组织撰写班子。
与上述选题相对应，各学会商请了吕贵、周鹤龄、陈章亮、袁恩桢、芮明杰、桑玉成、何勤华、吴铎
、彭希哲、杨洁勉、姜义华、晏可佳、杨扬、宋超、张伟江、罗剑明等16位学会负责人为首席专家，
主持各自选题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此后，各学会选题撰写组集中精力研究、撰写和修改书稿。
其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丛书编委会主任潘世伟主持对各选题的提纲逐个进行讨论，进一步统一思
想，形成共识。
在研讨的基础上形成了详细提纲。
在初稿完成后，聘请有关专家作了审读、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潘世伟同志也审读了全部书稿。
作者根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认真修改，最后形成了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
丛书的研究撰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力求反映新
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促进学术成长，学术成长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力求反映中国学术研究在
各个领域取得的创新成果；力求体现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的辩证关系；力求反映学术进步对国家发展
、民族振兴、人民生活改善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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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变迁与历史学》梳理了当代史学发展及其与新中国成长历程相适应的四个阶段，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后中国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进入的新时期，并通过国史研究、农业农民与乡村研究、城市史
、文化认同、上海史等层面的论述，多角度展示60年来中国历史变迁与历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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