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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张海鹏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即将进入全 国大学生的课

堂
。

这一重大举措
,

对于全国的大学生是极其重要

的
,

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各级岗位的干部
,

也是极其

重要的
。

这一举措
,

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

用历

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导人们学习历史
,

特别是中国

近现代史
,

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

意义极为重大
。

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园地耕耘多年的

学者
,

我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观察《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

感觉它有如下一些特点
。

第一
,

明确 了 中国近代 史与 中国现代史的时

限概念
。

教材在开篇的话中
,

开宗明义地指出
:
中

国的近现代史
,

是指 184 0 年以来 中国的历史
。

其

中从 1 84 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 4 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
,

是中国的近代史 ; 19 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

是中国的现代

史
。

这个定义极其重要
,

它解决了中国近代史和中

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个学界长期讨论
、

并未完

全取得共识的问题
。

19 4 9年以 来
,

关于 中国近现代史 的学科分

界
,

长期存在分歧
。

范文澜
、

刘大年等一 向主

张
,

应该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称作

中国近代史
,

而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

史称作中国现代史
。

但是更多的学者坚持以 1 9 19

年为界
,

把此前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
,

此后的

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
。

这样 的分法
,

在 20 世纪

50
一
60 年代有一定的理由

,

但是
,

它最 明显 的缺

点
,

是把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分割开来 了
。

1997 年
,

胡绳在祝 贺 《近代史研

究》创刊百期 的时候
,

明确提出应把 18 4 0 一19 4 9

年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
,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 的历史称为 中国现代史
。

我本人随后在

199 8年发表长文
,

论证了把 194 9年作为中国近代

史的下限的必要性
。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有一定的

影响
。

但是不同的意见还是存在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对 中国近现代史

的明确分期
,

不仅可以使中国的大学生对于中国

的近现代历史有正确的分期概念
,

而且对于中国

近现代史学界统一认识
,

有极大的好处
。

它有可

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认识
。

这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分期
,

对于正确认

识近代中国时期的历史性质和现代中国时期的历

史性质
,

是非常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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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明确 了中国近现代 史不 同历 史时期的

主题
。

中国近代史是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
,

是经过旧

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 民族独立
、

人民解放的历史
,

也就是说
,

通过反帝反封建赢

得民族独立
,

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

中国现代

史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
、

建设和改革
,

把一个极

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
、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

可以

说
,

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

是中国现

代史的主题
。

了解 中国近代史
、

中国现代史有着不同的历

史主题
,

是很重要的
。

有 了这个认识
,

我们对 184 0

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

就有 了认识的

基础 ;大学生领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

人民群众

怎样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
、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

选择

了社会主义道路
,

就有 了历史学的基础
。

第三
,

用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
,

正确 阐述了近

代历 史上 旧 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历

史过程
,

关 照 了历 史发展中的政治
、

经济与文化

等多种面 向
,

是用唯物史观研究历 史的模范
。

学

术界有一些论著主张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现代化的

历史
,

应用所谓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
。

教材

没有采用这种观点
。

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

的观点的
,

是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
,

是符

合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 的
。

从历史观的角度来

说
,

单纯的革命史观
,

简单的现代化史观
,

都不

是研究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的史观
。

只有

唯物史观才是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正确的史

观
。

因此
,

这部教材对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历史

观
,

是极有帮助的
。

第四
,

通过正确 的史实分析
,

阐述 了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在 中国的确立
、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

折发展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

历 史进程
,

阐明 了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

程 中的基本问题
,

说明 了探 索的曲折性以及探索所

取得的非凡成就
。

通过这一历史分析
,

可以坚定大学

生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
,

坚定他们对选

择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认识
,

坚定他们对中国共

产党领导正确性的认识
,

也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毗而就的
,

是要通过艰苦

努力才能达到的
。

这样的认识
,

对于培养和造就大批

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人才
,

是极其重要的
。

总之
,

这部历史教材
,

通过持久的教学努力
,

必

将对于培养我国未来人才的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和历史观
,

产生积极的影响
。

同时
,

它对于中学历史

教科书
,

特别是中学 中国近现代历史教科书的编

写
,

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

对于排除一些干扰和杂

音
,

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意义与特点

黄修荣

一
、

开设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课的重要意义

从 18 40 年鸦片战争至今
,

经历了 160 多年
(

其 中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 80

年
,

中国的统治者腐败无能
,

丧权辱 国
,

国家积贫

积弱
,

人民饥寒交迫
,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蒙受了

极大的屈辱和灾难
。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今的

8 0 多年
,

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中国人 民团结

奋斗
,

推翻了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
,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

建立 了社

会主义制度
,

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
,

并朝着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伟大目标继续前

进
。

中国的近现代史
,

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
,

是中国

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

英勇奋斗
、

艰苦探索的历史 ;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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