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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文献案例与疑难解析》主要内容：面对新的变化和新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
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推出了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共四门必修课。这是自1998年思想政治理论课“98方
案”实施以来的又一次重要改革，简称“05方案”，该方案从2006年秋季开始在全国高校全面推行。
“05方案”的实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并力
争在几年内，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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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文献选读　一、论世变之亟　二、少年中国说　三、上李鸿章书　四、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
会的演说　五、敬告青年　六、文学革命论　七、再论问题与主义　八、新民主主义论　九、论持久
战　十、论十大关系　十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十二、在武昌、深圳、珠海、
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二部分 历史案例　一、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井冈山《土地法》　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五、延
安整风运动　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与改革开放的开端第三部分 疑难解答　一、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二、帝国主义
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三、如何理解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四、我们为什么要批判“告别
革命”论？　五、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化历程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六、如何理解五四新文
化运动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中的意义？　七、五四时期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哪里？
　八、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九、如何认识毛泽东开辟革命新道路
的重大意义？　十、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十一、怎
么评价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　十二、怎么理解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　十三、
为什么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十四、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历史和现代化发展中有什么重要
意义？　十五、中国共产党人在1956-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有哪些理论贡献？　十六、如何正确
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误？　十七、为什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第四部分 材料分析　一、关于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纲领　二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政策　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关于
革命道路问题　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关党的土地政策　六、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七、关于
抗战的持久战战略　八、关于抗战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九、关于1944-1945年美国插手国
共谈判　十、关于1946年“国民大会”　十一、关于私人资本主义改造　十二、关于中国外交问题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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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真理标准的讨论正是冲着这一思潮而来的。
邓小平一年来所寻找的正是这个武器。一年前他曾针对“两个凡是”先后两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但他没有充分展开，也没有对“凡是派”构成威胁，那是因为实事求是还没
有提到实践标准上来，没有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现在邓小平从民众的智慧中发现了这种联系。因此
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共讲三个问题，用了一个篇幅讲实事求是。他一针见血地指
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
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
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的文风是反对引经据典。但为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毛
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一次他破例地像一个严谨的考据学者详细引证了毛泽东从30年代反
对本本主义到60年代强调社会实践的原话，在文章中仅直接引语就多达17段，这在邓小平的全部著述
和讲话中是唯一可见的。邓小平的引证工作做得很艺术，他几乎把毛泽东所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措
辞都醒目地搬了出来，如教条主义是懒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对上级指示
怠工的最妙方法，是把马列主义看成能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用以指导革命，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
主义，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邓小平的引证还特别注意把实事求是引申到实践标准上来，如“只有
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知识的真理标准”；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思想“究竟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必须“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
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最后邓小平落到实处，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央或上级的指
示，“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据统计，在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全国共计发表
了650篇专文，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无疑是最出色、最有分量的一篇。　　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有力地
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凡是派”仍不服输。6月15日，汪东兴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不点
名地批判关于实践标准讨论的文章。这时社会上盛传《人民日报》犯了错误，改组了。还有人攻击《
理论动态》，说“四人帮，，时有“梁效”，现在是党校，这下完了。“凡是派”攻击强调实践标准
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质问说共产主义要到将来才能实现，现在还不能被实践证明，难
道就不能算作真理吗？为了回答这类挑战，胡耀邦又组织吴江等人写出第二篇重点文章《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该文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采取曲折方式，先
在《解放军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

Page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精彩短评

1、装印不精，有3页倒装，纸质不错。
2、文献选读鼓舞人心，历史事件饶有趣味。疑难解答应该点到即止，我觉得篇幅大了。而文献选读
、历史事件选入得不够。
3、对讲课有帮助
4、可以参考着看看，对于理解当时的背景等等能起一定的作用。
5、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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