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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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300140858

10位ISBN编号：7300140858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先明 编

页数：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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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分为十三章，简述鸦片战争(1840)以来至新中国建立(1949)的历史进程。
全书以重大历史事件的展开为轴线，以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历史变迁为基本内容，在试
图呈现中国百年历史景像的同时，力求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历史动因和时代特征，并
从中寻求建构在历史事实基石上的理性认识。
本书立足于“通史”视角，倒不是因为纵向之“通”(即1840至1949)，而是努力于政治、经济、思想
与文化“整体史”意义上的融通，尽管这种努力尚待检验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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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先明，1957年生，山西屯留县人。
历史学博士。
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理事长、天津史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等。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教学与研究，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乡村史。
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
版学术著作多部。
代表性著作有：《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近代“新学”一传统中国学术
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 5年再版），《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
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科2005年）等。
研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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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
　第二节　维新运动的初步发展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高涨与“百日维新”
　第四节　戊戌政变：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顿挫
第六章　庚子之变——从反洋教到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炮口下的传教
　第二节　传教与侵略：传教士的另一面
　第三节　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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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新政”的提出与实施
　第二节　清末立宪运动
　第三节　官制改革
　第四节　法制改革
　第五节　地方自治
　第六节　“新政”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
第八章　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与民国创立
　第一节　“全球革命潮”——辛亥前十年的中国
　第二节　清王朝的覆亡
　第三节　民国创建：辛亥革命的结局
第九章　逆境重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
　第一节　动荡不已的民初政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史>>

　第二节　民族与社会危机的继续加深
　第三节　军阀割据与护法运动
　第四节　民国初期的复古潮流
　第五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第六节　激荡的思潮与主义
　第七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
　第八节　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九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第十章　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国民革命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第二节　北京政变与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
　第三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四节　北伐战争与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五节　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
第十一章　十年较量——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苏维埃革命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
　第三节　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艰难发展
第十二章　同仇敌忾——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的转折
　第一节　华北事变与民族救亡大潮
　第二节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第三节　战略相持：艰苦的对决
　第四节　战略反攻：最终的胜利
　第五节　萌生与成长：战时的社会与文化
第十三章　历史的抉择——国共对决与新中国的建立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时局
　第二节　国民党的内战部署
　第三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扩大
　第四节　战局逆转
　第五节　战略决战：军事上的最后较量
　第六节　分化与重构：社会、政治的新变动
　第七节　社会一经济的变动
　第八节　历史新纪元：新中国的诞生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史>>

章节摘录

　　在蒋冯战争进行期间，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
逃亡国外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重新掌握广西政权。
他们和举兵反蒋的张发奎部组成&ldquo;护党救国军&rdquo;，挥师进兵广东，一度攻至广州附近。
粤军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发起反攻。
就在战局出现僵持局面时，桂军吕焕炎部倒戈，导致桂军和张发奎部迅速溃败，退回广西。
桂系再度战败。
　　与此同时，驻扎在郑州的唐生智联合石友三、韩复榘等部，举兵拥汪反蒋。
蒋介石调刘峙北上攻唐。
阎锡山、韩复榘为蒋介石收买，加入反唐阵营。
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
　　在各地方实力派单独进行的反蒋行动屡遭失败、损失惨重的同时，据有山西的阎系在历次纷争中
均站在蒋介石一方，实力不仅保存完整，而且还有相当扩充。
阎锡山本人亦因站在蒋介石一方而获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节制西北讨逆各军。
然而，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利用和利益交换基础上的。
当感到自身利益受损时，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亦日趋尖锐，以致兵戎相见。
①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提出礼让为国、共同下野的要求，遭到拒绝。
23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45人联名通电，主张全体党员投票，以实现&ldquo;整个的党，统一
的国&rdquo;。
24日，汪精卫通电赞成，反蒋阵线建立，28日，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各派代表30余人在太原召开军事
会议，决定结成反蒋联盟，共同讨蒋。
3月中旬，阎、冯、桂三派将领50余人通电全国，列举蒋介石六大罪状，宣布讨蒋。
4月1日，反蒋各派军队被编为&ldquo;中华国民军&rdquo;，决定阎锡山任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和
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3人先后就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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