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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贡献》

前言

　　作为从事近30年中国近现代历史教学及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工作者，自己在学习、闻道、
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有关的文字，虽然有的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自以为还是能够说明
曾经付出过的努力，或者说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其中包含有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不同于传统或现
成的结论。因此，将经过选择的几篇论文，加上近年来发表过的相关文章，汇集成册。总共25篇文章
，基本上按照历史事件或人物思想的所处时间顺序排列。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
先，是对20世纪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趋向的探讨，比如《重评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
的争论》、《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抗战与政治民主》等。其次，追寻以共产
党人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社会主义的奋斗足迹，比如《“五四”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变革思
想》、《再论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有关扎西会议的几点思考》、《论邓小平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思想》等。还有，就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相关研究
及思考，比如《“一国两制”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理论成果》、《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
》、《论邓小平的休闲观》等。　　本书收录的所有文章，除了发表时存在的个别错、漏、别字等之
外，基本不做改动，即便是现在看来有的结论尚待完善，甚至某些观点需要进行合乎时宜地重新表达
的地方，包括需要遵循新的出版要求和技术规范（如注释等），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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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贡献》

内容概要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20世纪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社会主义
趋向的探讨；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追寻社会主义的足迹；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及思考。其中不少文章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中国人对社会主
义的追求与贡献》适合相关专业的大学教师，学生以及专业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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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贡献》

作者简介

　　张劲，男，浙江东阳人，1959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法学士。之后长
期任教于同济大学，现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
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政治制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公开发表论文80余篇，主要著作有：《审讯汪伪汉奸
》(江苏古籍出版社)、《超载——抗战与交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流砥柱——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济大学出版社)等。主持完
成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项目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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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贡献》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心慕西学”的少年孙中山“五四”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变革思想“不得已奋身军界”的青年
朱德重评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再论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井冈山道路”
与党建创新有关扎西会议的几点思考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纲领试论关于抗日战争若干问题的思考抗日
民主根据地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与启示抗战与政治民主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国
两制”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理论成果邓小平与“三个世界”理论试论邓小平的休闲观邓
小平20世纪70年代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及意义论邓小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组
织的经验政治协商是合乎中国传统的现代民主形式党外人士民主监督的定位及完善政治改革：30年来
中国政府机构的变动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教育人才资源开发与上海可持续发展休闲与20
世纪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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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贡献》

章节摘录

　　孙中山回家之后，一边参加田间劳动，自习中文，一边与朋友、村民谈论海外的各种见闻，尤其
对檀香山的学校，认为“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应当学习。他在家没多久，中秋节那天，孙中山
与15岁的陆皓东等几个少年伙伴，去村庙“北极殿”玩乐，看到几个村民正在拜神，便上前劝告，说
这些木雕泥塑之神，供奉也无用。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跳上正殿供桌，拉住“北极帝君”神像的手，
用力一扯，神像的手掉了下来，露出其中的泥土、木头、稻草等，然后孙中山指着这自身不保的神像
，对跪地叩拜者说：你看他样子威风，可又能拿我怎么样？随着又去左厢，将供奉在那儿的“金花夫
人”塑像脸皮刮破，右耳摘下。孙中山这种亵渎神灵的作为，虽然博得陆皓东等少年的欢笑，却招来
当地村民的忌恨。当夜，村民齐集孙家门口，乡亲父老聚集问罪，吓的父亲孙达成连赔不是，并当众
答应重修神像。而后关门痛责孙中山。无奈，孙中山与陆皓东只好出走，避往香港。　　在香港，获
得自由的孙中山终于同陆皓东一起，到美国纲纪慎会喜嘉理牧师处接受洗礼，两人都成了基督教徒。
实际上这是少年孙中山当时思想发展的结果。孙中山先是在拔萃书室（英国人办的教会中学）读书，
不久转入中央书院（即后来的皇仁书院）继续学习。此时，他不仅课程学得好，还广泛汲取各种新知
识，并请区凤樨牧师教他古文。他原来受洗之时用名“日新”，区牧师认为不雅，便根据其名的粤语
谐音，改为“逸仙”。由于孙中山广泛涉猎古今中外著述，知识广泛，同学们于是给他起了个绰号：
“通天晓”。　　孙中山回乡捣毁神像、避往香港干脆受洗入教等事情，不久都被远在檀香山的哥哥
孙眉知晓，孙眉自然十分生气，就写信加以责备，警告孙中山如不能与教会断绝关系，将要停止对孙
中山生活和学杂费用的供给，但孙中山连信也不回。孙眉没有办法，又写信给弟弟，说生意上的事需
要孙中山帮忙，因为资金周转和扩充经营的困难，有些财产过去已登记孙中山的名下，要动用务必请
孙中山前往协助。不理打骂的孙中山，在哥哥需要帮助的道理劝诱下，1884年11月辍学再次赴檀香山
，这年他18岁。　　但是，孙中山一到檀香山，孙眉便以毁神、入教两事严责，并动手痛打。这时的
孙中山更不可能屈服，孙眉又罚他做苦工，但孙中山仍毫无悔改之意，最后孙眉收回了已经赠予孙中
山的财产。兄长的逼迫，使孙中山衣食无着，环境的艰难使他想起了学校的老师。

Page 6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贡献》

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最大变化，莫过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入和普及。在这个过程中自然
就需要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热烈追求和积极贡献，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重要思想及精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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