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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2006年以来，全国各高校陆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长达一百六十多年，是一部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内容异常丰富；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也是流派层出，群星灿烂，学者如林，相关的著作、文章更是数
不胜数，真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教师和学生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特别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发展动态，我们
编撰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名篇名著导读》一书。
　　何谓“名篇（famous essay）名著（famous book）”？
顾名思义，名篇名著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famous）、耐读的（rereadable）经典文章和著作。
名篇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犹如充满宝石的矿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
阅读名篇名著，如同与大师携手共游，可以增长见识，启迪智慧，提高能力和素养。
　　本书名为“名篇名著导读”，其关键词有二：一是“名”（famous）；二是“导”（lead；guide
；instruct；teach）。
其中，famous凸显的known wide-ly；having fame；celebrated等维度，为“名篇名著”的遴选提供基本的
操作规则，而“导”具有的lead；guide；instruct；teach等内涵的组合，则使“名篇名著”的使用功能
更为清晰。
因此，我们在选择可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体现“导读”之引领功能的“名篇名著”时，
主要注意观照其权威性、原理性、代表性、典型性、可读性等特点。
　　通过优中选优，我们挑选了73本／篇“名篇名著”，力求能够大体代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发展的
总体状况。
当然，由于时间比较紧，我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深度也还很不够，某些“名篇名著”未能入选，在此
深表歉意；同时，由于内容需要，个别部分存在些许重复，也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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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名篇名著导读》主要介绍“名篇名著”的主要内容，着重介绍作者的基本生
平，著作的基本结构，各部分或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及其精华所在，并适当给予简要的评论。
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书，本书便于读者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
进程。
在编撰时，本书注重学术性、权威性和可读性，以高校教师和全体大学生为主要对象，兼顾历史学专
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同时也适用于对中国近现代史有兴趣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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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黄仁宇：《中国火历史》　　名著拱萃　　中国的长期革命，近百年
来有了重大的发展。
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
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
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20年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在数目字上管
理之途。
现在各种征象显示中国的历史如以上各章所叙，本来与西方文化的进度互不相容，今日则已觉得共通
之因素可以联结。
在阐述这如何成为可能的时候，我们先要将眼光看宽看远，注意若干外界的事物，因为最能令人相信
的证据不存在于刻下观察题材之本身，而在其外。
今日中外学者提及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试验多久。
这与我们背景上的分析有关，此时也不妨从这问题说起。
　　资本主义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名词。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验，她可以立即施行社会主义再回头重新采取资本主义，当中也并无修改
宪法的必要。
迄至东西冷战开始，很少人会因被称与资本主义相连而引以为荣。
现今这名词在西方的地位抬高，乃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
冷战和国际关系使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保卫资本主义是她们之间一个共通的目的。
这样看来不仅这名、词含义模糊，而且被引用远逾于以前的内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名篇名著导读>>

编辑推荐

　　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长达160多年的风云岁月，无疑是一部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历史，其内容异常丰富；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也是流派层出，群星璀璨，学者如林，相关的著作
、文章更是不胜计数，真可谓汗牛充栋、浩若烟海。
　　何谓“名篇”（fanlous essays）、“名著”（famous books）？
颐名思义，名篇名著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famous）、耐读的（rereadable）经典文章和著作。
名篇名著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犹如充满宝石的矿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
阅读名篇名著，如同与大师携手共游，可以增长见识，启迪智慧，提高能力和素养。
　　品读中国近现代史上名贤、名家、名师的经典著作和文章，学习前代仁人志士的为人、为文和治
学之道，相信对我们的人生都会有直接的帮助和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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