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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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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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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捷，祖籍山东省平阴县，1955年2月生于北京市。
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
1986年毕业于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
1987年4月至今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
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是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
主义学会副会长。

　　参加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写工作，作为首席专家之一，主持
编写该教材的下编。
还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史学概论》的部分编写工作。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代表作有《毛泽东与新中国内政外交》、《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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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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毛泽东与共和国史　毛泽东与20
世纪中国社会的两大变革　一部艰辛探索的思想实录　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　毛泽东对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简论　毛泽东思
想研究需要新视野第二部分　内政篇　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及其历史意义　从出兵决策
到五次战役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与发展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再认识　对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历史考察　"文
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两代伟人的历史交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怎样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的错误和挫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纪检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先进性
建设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第三部分　国际篇　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　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物极必反：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内政
与中美关系　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　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　中苏分裂中的美国
因素　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台湾因素与1989—1993年的中美关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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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
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
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的强国。
”②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
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
打，而且必须打好。
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
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
就是要搞生产。
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③“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句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全部经验的总结。
第四，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6年以来探索的历史经验，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的转变问题，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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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奉献给读者和同行们的这部论文集，是我多年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结果。
我是于1987年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在毛泽东研究的岗位上工作至今，算来已有22个年头。
在这之前，我在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读了3年硕士研究生，还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读过
本科。
这些经历，都为我长期从事国史研究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这些年之所以能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任务中，始终笔耕不辍，留下了这样一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文
章，思来想去，就是得益于两个字，“静思”。
“静”即心静，这是潜心研究的前提。
研究要靠思，多思多想，方能有所心得。
但真正要使思想开动起来，还要靠一点一滴的积累。
搞史的人，不能靠凭空想象。
史学的抽象思维，只能建立在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
所以，搞史的人，需要有一个强识硬记、逐步积累的过程，才能使自己的思绪活跃起来、飞扬起来。
值得庆幸的是，我从研究学步起，就身处于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又有幸得到
逢先知主任的耳提面命和谆谆教诲。
因此，我把这本论文集取名为“国史静思录”，以纪念这段值得永远回味的经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又是有着古老学术渊源的学科。
对前半句话无须多说，这后半句话则要解释几句。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祖国，是自有文字以来历史记载从未间断的文明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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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史静思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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