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近代史>>

13位ISBN编号：9787040315448

10位ISBN编号：7040315440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武吉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01出版)

作者：武吉庆

页数：35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史>>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史（高教版）》尽力吸取有关学术成果，阐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近
代历史进程，着重叙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人民在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中国人民为使民富国强而进行的各种尝试。
《中国近代史（高教版）》既适合大学本科教学使用，也是史学爱好者的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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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悲壮沉沦中的顽强抗争二、成效甚微的近代化运动第一章 鸦片战争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第
一节 战前的中国和世界一、衰败虚骄的清王朝二、急于扩张的西方各国三、祸国殃民的鸦片贸易四、
正义的禁烟运动第二节 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一、鸦片战争的经过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三
、鸦片战争的性质和中国战败的原因第三节 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一、第一批不平等条
约的订立二、经济、政治上的变化三、观念的更新和师夷制夷思想第二章 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节 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前期胜利发展一、拜上帝教的创立与起义的酝酿二、从金田起义到定都
天京三、清政府的对策和湘军的崛起四、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第二节 《天朝田亩制度》和各项政
策措施一、《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二、各项具体政策第三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英、法发动战
争和《天津条约》议定二、战争再起与《北京条约》签定三、沙俄趁机鲸吞我国北方大片领土四、第
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四节 辛酉政变及清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一、辛酉政变二、政变
后清廷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第五节 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及其失败一、天京变乱和太平天国的危局二、
重振太平天国的努力和《资政新篇》的提出三、江浙地区的经营和安庆失陷四、太平军抗击中外反动
势力的联合进攻与天京的陷落五、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六、太平军余部及各族人民起义军
的斗争第三章 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第一节 洋务派的兴起及其指导思想一、洋务运动的兴
起二、洋务派及其与顽固派的论争三、洋务派的指导思想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内容及其评价一、洋务派
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工业三、洋务派训练新式陆军和创建近代海军四、洋务派
兴办近代学校和派遣留学生五、洋务运动的评价第三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社会新气象的
出现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二、早期工人阶级三、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四、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
的变化第四章 边疆危机和中法、中日战争第一节 边衅屡起，危机四伏一、世界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
主义阶段过渡二、美、日侵略台湾三、俄、美侵略新疆和左宗棠收复新疆四、英国侵略云南和西藏第
二节 中法战争一、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和清政府内部的战和分歧二、中法战争的经过三、中法战争的结
局第三节 中日甲午战争一、日本蓄意发动侵华战争和清政府的避战求和二、清政府在海陆战场上的接
连失败三、《马关条约》及其影响四、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第五章 戊戌维新运动第一节 民族危机
的加剧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一、中国面临被“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
发展第二节 维新运动的酝酿和维新守旧之争一、康有为的早期活动及其理论构建二、维新派的其他代
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三、创立政治团体，兴办维新刊物四、变法维新派与顽固守旧派的论争第三节 百
日维新及其失败一、维新派政治主张的变化及其原因二、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三、戊戌维新的失败原
因和历史意义第六章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义和团运
动时期的中国社会二、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四、“
扶清灭洋”口号和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第二节 八国联军的武装进犯和清政府宣战后的复杂局势
一、八国联军的入侵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二、“东南互保”和汉族地方势力的增强三、沙俄出兵占
领东北和东北义军的抗俄斗争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一、中外反动势力对义
和团的联合镇压二、《辛丑条约》的签订及其严重影响三、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教训第七章 辛
亥革命第一节 民族灾难的深重和清末“新政”一、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二、帝国主义在
中国的角逐三、清末“新政”的推行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艰难历程第二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运动的兴起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始二、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崛起三、资产阶级
领导的爱国运动四、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建立第三节 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一
、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二、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三、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四、1907年后同
盟会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节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一、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二
、清政府内部在立宪问题上的分歧三、预备立宪的过程和国会请愿运动⋯⋯第八章 北洋军阀的统治和
新文化运动第九章 近代文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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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总之，武昌起义后，起义或独立的各省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在各地的新当权者中，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他们大都极力维护旧秩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进行镇压。
因而，使革命失去了群众基础，无法继续向纵深发展。
但是，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造成了巨大的革命声势，促使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迅速瓦解。
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迅速形成了一个各地积极响应的局面，主要是因为：1.在全国各地迅速响应武昌
起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散在各地的同盟会员和与同盟会有联系的各地革命组织，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在全国各地播下了
革命的火种。
因此，在武昌起义之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各地积极策动响应的有利形势。
2.资产阶级立宪派在立宪运动失败之后，已经看清了清廷假立宪、真集权的本来面目。
在革命高潮到来时，转到了革命阵营中来，利用他们在各省谘议局的地位，在策动清朝地方官员“反
正”，宣布“和平光复”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
3.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早已使广大人民怨声载道，其反抗情绪犹如只待引爆的火药，一经武昌起义的引
发，便呈无法阻遏之势。
于是，许多地区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汇入资产阶级革命的巨流之中，迅速冲垮了
清王朝的统治体系。
4.名为改革，实为集权的官制改革，激化了清廷和地方的矛盾，并与满汉矛盾纠缠在一起，进一步削
弱了清廷的权威，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化。
一些督抚之所以脱离中央，宣布“独立”，概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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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史(高教版)》：师范院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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