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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著作。
内容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一次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
革命、开天辟地的变化等，对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教育起到点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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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一、清王朝的兴起与衰败二、中
外贸易与鸦片走私三、鸦片战争前的世界第二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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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点本章事件与人物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第一节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太平天国的建立
二、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第二节 洋务运动一、洋务运动的开展二、洋务运动的失败第三节 戊戌变法
一、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二、戊戌变法的意义及教训本章事件与人物第三章 辛亥革命：一次没有成功
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与传播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二、民主思想的
传播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二、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三、发动反
清武装起义四、中华民国的建立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一、辛亥革命的意义二、共和制的蜕变
三、辛亥革命的继续四、新文化运动第四节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历史性巨变一、孙中山二、孙中山
与20世纪中国历史性巨变本章事件与人物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变化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马列主义的传播一
、五四运动二、马列主义的传播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工人运动的兴起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二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第三节 国共合作与大革命运动一、国共合作二、大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本章
事件与人物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节 三大起义与红色政权的创建一、三大起义二、红色政权
的创建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第二节 土地革命运动一、土地革命的兴起二、第五次反“围剿”的
失败与长征第三节 西安事变与历史性转折一、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二、西安事变的和乎解决本章事
件与人物第六章 抗日战争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的形成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二、全民族抗战的形成第
二节 从正面战场到全面抗战一、正面战场二、人民战争与持久战三、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三节 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本章事件与人物第七章 解放
战争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一、战后各党派的政治主张二、重庆谈判三、粉碎国民党
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第二节 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三大战役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第三节 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准备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章事件与人物第八章 社会主
义制度的确立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
济制度三、新政权的巩固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二、三大改造的完成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一、良好的开局二、探索中的曲折第四节 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性巨变一、毛泽东二、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巨变本章事件与人物第九章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时期第一节 伟大的历史转折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节 邓小平与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邓小平二、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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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改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
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对同盟会的纲领“三民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具体地讲，就是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在民权主义中主张
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在民生主义中则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
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
孙中山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还指出，新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
。
总之，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
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这表明对旧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
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新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
尽管新三民主义斗争的彻底性、革命最终目标、指导思想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有着本质区别，
但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各种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但也有一些地主买
办阶级分子混杂在其中。
因阶级利益和对革命态度的不同，国民党内自然形成了左、中、右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革命的
深入发展，他们之间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
大政策，分歧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激烈。
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领的新右派，加紧进行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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