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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断代史的研究中，清史、民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
相应的专业教学与研究人员、机构与学术团体、刊物和各种出版品等，都被视作中国历史研究不可或
缺的部分。
史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对于清史、民国史研究有很大的投入，而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即当代中国
史的研究，其处境要困难得多。
如档案史料的开放与研究课题选择的限制，申请研究经费的困难，出版发表论著往往要通过特定的审
查。
甚至在史学界（包 括文史档案工作部门）还有不少人，实际上不承认对当代中国史进行相对独立的专
门研究的必要性，看不到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已经具备学术和现实意义上的可行性。
    但是，当代中国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重要性，又是不容置疑的。
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代中国的各主要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主
要领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交往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迁，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不相同。
与此相应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其自身的基本资料文献。
各级档案部门已经整理和开放了1949年之后的大量藏档，已经有多种当代中国史的多卷本专题资料文
献问世，如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以及各专门领域的档案文献选编。
近二十年来，各地、各行业、各部门编撰的志书，其下限一般都延伸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各主要图书馆，1949年之后的各种报刊杂志保存完好，查阅方便。
再从对外学术交流来看，整个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诸领域的重大问题，在国外都
有人从事过专门研究。
国外不少著名大学都设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专门研究机构，进行着不少的研究项目，出版了有分量的著
作，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更是西方
学者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
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研究基础，中国大陆学者在不少问题上很难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
再从学理上看，当代中国史有很强的现实性、政治性、政策性，对不同学科专业方法的借鉴有更大的
需要。
这就更需要其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促成其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同仁，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更多地投入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应当看到，多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的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如国内高校已经单独设有当代中国史学科点，培养博士生、硕士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有专门的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型
丛书《当代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当代中国编年》1949年卷已经问世;当代中国史研究年会每年举
办，当代中国研究国际论坛隔年举办。
    复旦史学专刊之所以要收入这本专题论集《1950年代的中国》，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史的
研究，推动相应的学术交流。
事实上，复旦大学历史系较早开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业课程，修课学生来自人文和社会科
学，甚至理科与医科等专业。
目前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社会等专业的相当部分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已
经转向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
不少学者都发表有关于当代中国史的论著，其中有的成果还获得省部级奖。
如历史系每年都有数名硕士生、博士生选择当代中国史领域的学位论文题目，其中已有多篇博士学位
论文通过答辩。
历史系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都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中国史专业期刊和藏书。
上海市档案馆对于1949年以后的档案已有较大程度的开放。
在历史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已经设立了基础课“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当代中国史史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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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方法”;学位专业课则包括了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政治制度沿革、经济、金融、社会
、科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上海、台湾、香港等地区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的方志与地方文献、档案
文献等。
这些构成了新近复旦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单独设立“当代中国史”专业博士点的基础。
另外，上海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呼唤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和上海的历史有独立全面的
专业研究，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换言之，在教学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当代中国史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专业方向。
    但是，在深入推进当代中国史的个案研究方面，在努力推进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方面，我们感到有必
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
其中，就重点研究的时段而言，“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我们认为首先要从自1949年起的一
些基本问题做起。
因此，当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商讨共同发起和举办关于当代中国史的学
术会议的主题时，双方一致同意了“1950年代的中国”这个题目。
这就是2004年8月14—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主办主题为“1950年代的
中国”的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缘由。
这也是在国内首次召开的有关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中国台湾以
及美国的高校、研究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涉及外交、经济、金融、文化、教育、
社会以及人物研究等领域，可以说是对多年来研究成果的较为集中的展示，也对如何推进1950年代中
国历史的研究作了探讨。
而目前收入这本专题文集的16篇论文，均在那次会议上进行过宣读、评议、讨论，尔后各位作者又进
行了补充润改。
我们希望，这些文稿的结集出版，能够引起诸多学者同仁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问题的关注和投入，
能够促进当代中国史研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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