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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
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
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
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
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
终战胜资本主义。
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
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
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
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
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
，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
断地得到新的解决。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
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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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世界史学者解放思想，辛勤耕耘，在世界通史、地区史、国别史、
专门史，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论述了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译介转变到研究，并
发展成为一门形态完备的现代科学学科的过程。
《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1978-2008）》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重点项目成果，旨在通过
科学总结30年来世界史研究的成就，明确我国世界史学科今后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提高世界史研究的
科学水平，是从事世界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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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沛，汉族，中共党员。
1944年5月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俄国史专业，历史学硕士。
导师孙成木、李显荣研究员。
毕业后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至今。
现为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史学理论研究》主编、《世界
历史》副主编，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世界历史系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评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系列正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职研究员。
1992年起领取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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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四 意大利史研究  五 伊比利亚国家史研究  六 低地国家和瑞士历史研究  七 北欧史、罗马教廷和希
腊史研究  八 欧盟史研究  九 美国史研究  十 加拿大史研究第五章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  一 史学理论学科
建设  二 唯物史观研究  三 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第六章  专门史研究  一 国际关系史研究  二 第二次
世界大战史研究  三 华侨华人史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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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3年创刊的《中亚学刊》，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中亚古代史、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重要
的专业刊物，大量的相关论文都发表在该刊物上，团结了国内大批相关学者。
中亚学与我国许多学科都存在联系：如敦煌学、西北史地研究、边疆问题研究、俄罗斯问题研究等。
1999年，中华书局发行《欧亚学刊》(不定期出版物)，研究的地域范围辽阔，涉及欧亚大陆各民族的
历史文化，与许多学科交叉，集中了国内有关欧亚大陆各民族历史问题主要研究力量，为学科发展做
出贡献。
(六)对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研究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位于俄罗斯东部边疆，面积约1276万平方公里
，人口3000多万，拥有40多个土著民族，蕴藏着异常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
西伯利亚学是以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在俄罗斯已有100年之久，在西方也有40年的历史。
中国与该地区山水相依，边界线绵延数千公里，文化、贸易往来源远流长，自先秦以来留传了大量相
关的文字记载，然而西伯利亚学在中国却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
1963年，我国成立的首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中，包括设在黑龙江省的苏联远东研究所(今黑龙江省社会
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的西伯利亚研究从此步入了一个有序推进的时代。
受中苏关系的影响，苏联远东研究所最初主要从事收听、剪报、资料分析和中苏边境地区调研等工作
。
“文化大革命”期间，该机构于1968年被撤销，1973年以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
名义恢复工作。
1974年，《西伯利亚与远东》杂志以机密内参的形式创刊，这是国内第一份、也是迄今唯一一份集中
展示西伯利亚研究成果的载体。
1979年，苏联远东研究所改称西伯利亚研究所，研究区域从过去的苏联远东地区扩展为整个苏联东部
地区——西伯利亚与远东，确定以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对外经济联系为主，兼及历史、民族、社会、
文化等多个领域，研究的方式也由过去的封闭性研究转向开放性研究。
同年，西伯利亚研究所开始招收俄国史和苏联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重点培养西伯利亚研究方面的专
门人才。
基础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全面展开，一批奠基之作相继问世，其中包括张寰海主编《苏联地名词典：西
伯利亚与远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寰海著《苏联领导人论西伯利亚》(黑龙江社会科
院1986年)等工具书，也有黑龙江社会科学西伯利亚研究所编《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经济概况》  (人民
出版社1983年版)、徐景学编《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1984年)、侯育成著《西伯利亚民族简史
》(1987年西伯利亚研究所印)、徐景学主编《苏联东部地区开发的回顾与展望——西伯利亚开发400年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几部专著。
徐景学主编的《西伯利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系国内第一部西伯利亚通史著作，曾获黑
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该书在借鉴俄国及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西伯利亚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及成因、历史分期等均提
出了新的见解。
《西伯利亚与远东》杂志(1988年更名为《西伯利亚研究》)登载了大量有关西伯利亚问题的文章，涉
及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与文学艺术、民族、军事等诸多领域。
截至1993年9月，该所学者已公开发表12部专著，内部发行的专著、编著和译著有20多部，发表论
文320篇、综述64篇、研究报告22篇。
中国西伯利亚研究的影响迅速扩大。
西伯利亚研究所同苏联、英国、美国、加拿大、芬兰、日本以及香港地区的研究机构建立了较为密切
的交流关系。
1986年4月，徐景学在伦敦参加西伯利亚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西伯利亚的开发与中国的西
伯利亚研究》的发言，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的西伯利亚学的意义及设想。
至90年代中期，中国在西伯利亚研究领域不仅拥有专门的学术机构和学术载体，而且拥有几位学科带
头人、学科后备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的人才队伍，有一批基本涵盖该学科主要方面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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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公认的学术成果，这表明中国的西伯利亚学已初步形成。
苏联解体以后，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日益凸显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多国关注
与合作的热点区域。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及台湾地区纷纷加大对西伯利亚研究的支持力度，中国的
西伯利亚学术界亦不甘示弱。
十余年来，中国的西伯利亚学基本处于稳定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动向：(1)西伯利亚问
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等机构纳入研
究范围之内，西伯利亚研究所一枝独秀的状况随之改观，《远东经贸导报》《东北亚研究》等报纸杂
志也为西伯利亚研究开辟了新的园地。
(2)西伯利亚研究方面的一些课题被列为重要的科研项目，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边疆
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项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等，有关西伯利亚问题的论文及出
版动态时常见诸《世界历史》《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等国家级学术期刊上。
(3)‘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大致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转轨时期西伯利亚的经济
社会形势及前景；二是西伯利亚的对外经济关系；三是西伯利亚的资源开发与中俄资源合作问题；四
是西伯利亚的人口、劳动力及移民问题；五是西伯利亚地区对华舆情问题。
(4)在基础研究领域有所突破，过去那种大而全的通史类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几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的专门史著作先后出版，其中包括徐景学著《俄罗斯东部经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版)、殷剑平著《早期的西伯利亚对外经济联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薛君度著《俄罗斯西
伯利亚与远东——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初祥著《远东共和国史》(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
学者们提出许多创新观点。
譬如，殷剑平提出外国劳务在开发西伯利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口稀少始终是制约西伯利亚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初祥首先提出北方小民族现代化问题，并且在《远东共和国史》一书中对列宁的策略思想、远东共和
国的内外政策及其领导人的评价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王晓菊的《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关
于资本主义时期西伯利亚与远东问题的史学专著。
该书尝试以边疆地区的移民、开发问题为线索，解读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拓宽了俄国史的研
究思路和理论视野。
(5)在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学者们通过撰写调研报告、参加项目论证等多种方式和渠道
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并先后推出孙晓谦编著《西伯利亚城市概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徐景学主编《1993年中国对独联体国家商务指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赵立枝主编
《俄罗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概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及赵立枝著《当代俄罗斯东方丛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实用性较强的书籍。
(6)国际影响更加广泛。
《西伯利亚研究》杂志于1999年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2001年被评为国家期刊方阵双效期刊，现已成
为颇具影响的国际性期刊。
另外，自2001年起，俄罗斯研究所承担了四届中俄区域合作与发展国际论坛，该论坛已成为哈尔滨经
贸洽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2006年举办的第四届论坛被中俄两国外交部定为中国俄罗斯年的重要
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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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世界历史研究30年”，原是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重点项目，立项的目的，
是通过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在进一步明确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方
向完全正确、成绩不容否定的前提下，使我们能更有针对性地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真正做到发扬成
绩，克服和改正不足，不断提高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
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沂纹编审的积极努力和该社总编辑赵剑英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这个项目被
纳入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中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教授主编的14卷
本丛书中的一册，这对我们既是一种鞭策，同时也在该书的内在质量和完稿时间上，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本书编委会和主要撰稿人，曾多次召开会议，就指导思想、框架设计和篇章结
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
这是一部集体著作。
各章节的撰稿人如下(排名不分先后)：第一章：徐建新、刘健、郭方、胡玉娟、冯鸿志、郭子林、陈
志坚；第二章：毕健康、郝名玮、冯鸿志、权赫秀、张经纬、刘兰、宋丽萍；第三章：黄立弗、葛新
生、侯艾君、刘凡、王晓菊、朱剑利；第四章：吴必康、邸文、王宏波、张丽、金海；第五章：董欣
洁、吴英、姜芄、景德祥、刘军、张旭鹏、陈启能、张文涛；第六章：刘德斌(吉林大学)、胡德坤(武
汉大学)、赵文亮(河南师范大学)、潮龙起(暨南大学)。
以上撰稿人除署名工作单位外，其余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在送交出版社之前，赵文洪审读修改了书稿的第一章、第二章；于沛审读修改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
章第二、三节；周荣耀审读修改第四章、第六章第一节。
在此基础上，于沛通读了全部书稿，并就各章节的内容和体例，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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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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