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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实
施方案的要求而编写的一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主要讲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
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
本书共九章，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以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征程与光明前景
为基本脉络，着重探讨了中国在近代世界的落伍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历史大变局中传统社
会力量的应对、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初期统治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命运的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
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等重大历史事件。
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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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兴起的年代，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已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中
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始终与侵略势力不共戴天，充满“灭洋”的精神
。
但义和团又明确提出“助清”、“扶清”的口号，表明义和团民众只看到了当时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
略势力的矛盾，却没有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坚决反侵略的同时，却放松了对封建统治者的
警惕，结果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义和团就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迅速成为清政府为投降
而加以叛卖的对象，腹背受敌，在血泊中失败。
　　显然，太平天国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迟迟没有认识到外国侵略势力的本质与危害；而义
和团则在反侵略斗争中，又发生了对反封建传统的一定偏离。
这两种偏向，反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反抗运动，还不能明确地认识到和恰当地处理好反侵略与反
封建两大斗争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都没有提过超出自然经济、封建传统的社会构想，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工
具。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处在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生的条件下，二者如何对待社会变化
，对旧的农民起义传统是否有所超越呢？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洪仁歼为振衰起弊、开辟“新天新地新世界”而写的施政纲领。
政治上，主张“人心公议”，实现“上下情通”，反对滥施刑罚，提倡化导社会风气；经济上，主张
兴车马之利、舟楫之利，鼓励制造火车、轮船，办银行、发行纸币以利商贾士民，发展工矿制造业、
邮政事业，奖励发明创造，准富人雇工；思想文化方面，提倡“施行正道，存真去伪”，破除传统迷
信，主张办报纸，设立新闻官和意见箱，办学校和礼拜堂；对外关系方面，反对闭关自守，主张与外
国平等相处，在讲信义的前提下与各国往来、贸易，允许外国传教士和技术人员前来服务，但不让他
们“谤毁国法”。
从这些内容来看，《资政新篇》的主旨，是要在太平天国政权之下，倡导和发展资本主义。
在当时的中国，这算是最进步的思想，符合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
这种思想主张，是与洪仁歼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他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长时间滞留于香港，
与西方人士交往密切，对西方资本主义有较多的了解，并产生了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在批阅《资政新篇》时，对其中的基本主张也均表赞同，这表明他与洪仁歼有
同样的思想倾向。
但是，洪仁歼与洪秀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了解还只是浅表的印象，也不可能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找到内在联系。
对广大太平军将士来说，洪仁歼描述的“新世界”虽然十分新奇，但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资政
新篇》中并没有涉及。
这样，就不可能设想太平军将士会自觉为“新世界”而奋斗。
《资政新篇》最终没有化为太平天国的实际指南，它是当时一朵不结果的奇葩。
　　如果说太平天国少数领导人对新的生产方式有过憧憬，那么义和团就是在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满腔
义愤中，完全被“灭洋”的烈焰遮挡了冷静审视新的生产方式的目光。
关于“灭洋”，义和团在揭帖中声明：“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
三月之中都杀尽。
中原不准有洋人。
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
”另有记载说：“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
”又说，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碗，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
显然，义和团民众不能把外国的侵略与体现新的生产方式、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外来事物区别开来
，而是采取“灭洋”这样一种笼统排斥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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