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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

内容概要

本书所讲的十二个问题既涉及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学术性问题，也涉及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
向及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既包括对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一些理论问题的分析，也包括对当前面临
的一些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分析。全书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对总结、吸取当代中国史的经验、教训
，肃清当今学术界特别是社会上一些混淆是非、模棱两可的论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厘清当代中国
史编研的逻辑、方法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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