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

13位ISBN编号：9787500482284

10位ISBN编号：7500482280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田居俭

页数：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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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

前言

　　回眸新中国的60年，是光辉灿烂的60年，是令共产党人、全中国人民足以自豪的60年。
以60年为着眼点，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历史上各个兴旺的时期比，与世界上资本主义各个大国开
国以后的历程比，不仅是毫不逊色的，也是无与伦比的。
在国际共运史上，18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倒塌，苏联共产党在压力下自动解散、社会主
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土崩瓦解，国家解体，人民陷于困境，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自溃，
形成历史的倒退，这是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惨痛曲折的一页。
那时中国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下，安然渡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站在时代的潮头，正像宋词中所描写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
旗不湿”①，党中央坚如磐石，坚持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传统，走向改革和
发展的新里程。
到今天，回顾60年的风风雨雨，应当相信和肯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中国人民奠定的中国社会主
义江山根基是牢固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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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以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每本文集的书名由作者自拟，目录按照发表时间顺
序或专题排列，书后附后记。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陈奎元同志于2009年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的讲话，对如何正确看待和研究新中国60年的历史，作了深刻的阐
述。
这篇讲话与本论丛的编辑宗旨完全一致，经征得本人同意，作为总序放在每本文集的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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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居俭，1935年生于吉林省双辽县。
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
1976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兼《历史研究》主编。
1992年调当代中国研究所，曾任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
现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兼学
术顾问。

　　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和中国历史。
主要著作有专著《李煜传》、史学论文集《春泥集》。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参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百科全书》（副主编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副主编之一）。
论文《论学史》获“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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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正确认识新中国60年，为推动国史研究作出新贡献学史篇　论学史　再论学史　学史与治国　龚
自珍的名言与日寇的“灭国去史　向领导干部推荐一本史书——写在《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出版之
际　为政者不可不读《资政史鉴》　重温《甲申三百年祭》——为“甲申”350周年而作　痛定之人思
当痛之事——读《战火中的外交官》治史篇　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
的变迁——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代序　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岂
容虚无——评新时期史学研究的若干历史虚无主义言论　应当对中国封建主义加强研究　要深入剖析
封建主义残余　简论清官生存的社会土壤　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史学
著述要深入浅出　论人立传切忌讳言　影视编导应与史学家联袂　论良史工文治当代史篇(上)　当代
人要治当代史　《当代中国史研究》发刊辞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管见　略论国史与地方史的辩证关系
　用影像再现共和国的年轮　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当代社会
史是国史研究亟待拓展的领域——访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顾问、研究员田居俭治当代史篇(下)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考察　开国奠基的1949年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斗争——从
《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抗美援朝运动与“三视”教育　墨写的诡辩无法掩盖
血写的罪责——评日本文部科学省终审的《新历史教科书》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50周年　共和国初创辉煌的七年　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改进体制的探索　学习陈云理论思维
的札记　陈云的人格魅力　首倡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大贡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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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①这种源远流长的“中国的灵魂”，具体表现为历代社会精英追求和倡导的各种崇高精神。
如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
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
国”等等。
这些精神汇集在一起，便成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相继的国魂意识，成了华夏儿女立身砥行的精神支柱
。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改造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任何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更重视以
史育人。
他们用共产主义理想把“中国的灵魂”升华到更高更新的境界，用以教育干部和党员加强自身修养，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
人。
”（毛泽东语）这就是定为立党宗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
在这种精神哺育下，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神州大地上涌现出千百万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的英才。
他们在战场上是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楷模，在刑场上是铮铮铁骨、坚贞不屈的英雄，在建设中是艰
苦奋斗、克己奉公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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