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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以来，始终重视教材建设。
中共党史学科和中共党史系的创始人何干之教授早在1954年就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
被高教部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先后三次修订再版，到1959年发行上百万册，并译成俄、英、越
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行。
中共党史系已故老主任、著名党史学家胡华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自1959年正式出版，
到1966年底，共印行138万册，1979年后再版20万册。
进入80年代后，中共党史系原主任杨先材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亦印行上百万册。
90年代后，中共党史系原主任何沁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原主任王顺生教授主编的《毛
泽东思想概论》均印行数十万册。
　　当今学术研究进展迅速，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不断涌现，大有令人应接不暇之感。
一方面，考虑到教材应当跟踪和反映最新的有共识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系本科教学亦亟
须编写专业主干课教材。
特别是目前使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基本上都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无论是涵盖范围、材料还是
观点均已落后于时代和学术的发展；1991年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
七十年》、90年代末中共党史研究室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近几年来出版的有关
中共党史的高质量著作但并非教材。
由此可见编写一部最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除了传统的专业教材以外，近些年出现的新课程和新的研究领域，也需要编写教材，如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执政党建设等。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目前组织编写了第一批教材，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中国近现代史概要》、《
中国民主党派史》等六本。
教材的主要对象是本科生，但也适当考虑到硕士研究生、党政干部和对党史国史有兴趣的读者的阅读
需要。
　　为了保证教材编写质量，我们特别组成了编委会，其成员主要是中共党史系的在职教授和兼职教
授。
当然，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缺点甚至错误难以避免，还请各方专家不吝赐教、批评，以为将来修订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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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和辛亥革命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三、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　　　四、思想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第二节　五
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五四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　　　一、中共二大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二、领导工人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　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第一节　国共合作的形成和
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一、中共三大与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二、国共合作后革命新局面的出
现　　　三、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　　　五、争夺统一战
线的领导权　　第二节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二、工农
运动的迅猛发展　　　三、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三节　大革命的失败　　　一、日趋严峻
的形势与中共的妥协退让　　　二、大革命的失败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战争风暴　　第一节　红
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二、八七会议与各地武
装起义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四、中共六大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五、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　　　六、古田会议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节　党
内“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一、“立三路线”及其危害　　　二、“左”倾教条主义与
冒险主义路线及其贯彻　　　三、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四、遵义会议与长征的胜利　　
第三节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九一八”事变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二、华北事变与“一二&#8226;九”运动　　　三、瓦窑堡会议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第四章　在
抗日民族战争中发展壮大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洛川会议与全面抗战路线　　　⋯⋯中篇　社会主义革合与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下篇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结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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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共三大确定的党内合作形式对于国共两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一方面，它使共产党更有可能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另一方面，对于共产党来说，
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更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洪流中得
到锻炼和发展。
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受共产国际影响，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
位”。
大会结束后将近二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
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指示还提出，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
革命，并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上述思想对于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时，孙中山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积极着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包含了今后革命要依靠工农及反对帝国主义、修
改不平等条约等思想。
同月，孙中山指派廖仲恺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谈判，并于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
示欢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正式确定了联俄政策。
中共三大以后，更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从内部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组。
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以蒋介石为首、有共产党人张太雷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党
、政、军组织情况。
同年10月初，应孙中山邀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后来又被聘为政治顾问），参与指导国民党改组的各项工作。
在实质性改组的基础上，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165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20多名共
产党员。
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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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写一本供中共党史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本科生使用的中共党史教材，是我们多
年的夙愿。
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教科书。
此后，随着中共党史这一门课程从高校政治理论课体系中退出，加之其他复杂的社会原因，中共党史
类教材鲜有出版。
近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成果不断涌现，这自然需要在教材中得到充分反映；从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又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这20多年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波澜壮阔、狂飙突进进而引起国内外瞩目的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当然需要总结、需要大书
特书。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组织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教师集体编写了这部教材，具体分工如下：第一
章 ：何虎生；第二章 ：王晓明；第三章 ：游国立；第四章 ：汪云生、杨凤城；第五章 ：汪云生；第
六章 ：潘焕昭；第七章 ：辛逸；第八章 ：李永丰；第九章 ：李永丰、杨凤城；第十章 ：何虎生、杨
凤城；第十一章 ：王东、耿化敏、杨凤城；上、中、下篇导语及全书结语：杨凤城。
全书由杨凤城统稿和定稿。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待日后修订、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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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历史》：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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