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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
度；敦煌奠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
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
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
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
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
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ldquo;天朝上国&rdquo;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
羊。
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
空。
民不聊生。
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
的深渊。
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教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ldquo;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rdquo;这一道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
史。
　　当我们步人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
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
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
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
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
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
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
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
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
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
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
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活》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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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mdash;&mdash;《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
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
，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
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
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
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
史。
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
不屈与抗争精神。
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
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奎元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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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
继“九一八”侵占东三省后，1933年初又占领了山海关和热河。
此后它的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全中国逐渐陷入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
而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竟置全中国的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
中共领导的红军进行围剿，这种对日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所有爱国人士的不满。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闻名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
将领在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下榻之所将其控制起来，对他进行“兵谏”，希望能以此迫使蒋介石与中共
合作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经过多方的积极努力，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同时也迎
来了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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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京政府此时开始改变对日态度，与下述情况有关。
日本侵入华北，国民党当局因失土有责，继&ldquo;九一八&rdquo;后，再次受到国人的严厉谴责和猛
烈抨击；日本在华北大肆掠夺经济资源，猖獗进行走私活动，使中国的关税、财源大量流失，导致南
京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这些都使南京政府的统治受到威胁；日本侵入华北，再次损害了英美等西方
国家的在华利益，它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这种状况对主要由亲英美派掌权的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ldquo;围剿&rdquo;得手，中央红军被迫退出南方各根据地并在长
征中大量减员。
蒋介石认为，转移到陕甘的红军余部已构不成他的&ldquo;心腹大患&rdquo;，&ldquo;腹背受敌&rdquo;
的局面已结束，他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
　　对土肥原策动的&ldquo;华北自治&rdquo;运动，南京政府开始采取一定的抵制态度。
当土肥原逼迫宋哲元限期宣布&ldquo;自治&rdquo;的紧要关头，蒋介石11月20日在南京接见日本大使
有吉，拒绝了日方关于&ldquo;华北自治&rdquo;的无理要求。
有吉威胁说：华北与日、&ldquo;满&rdquo;关系密切，南京如不允许华北&ldquo;自治&rdquo;，既要遭
到华北当局的反对，日本关东军也不会袖手旁观。
蒋介石当即驳斥说：&ldquo;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此事。
&rdquo;两天后，南京外交部奉命向有吉声明：中国&ldquo;绝不能承认华北独立之自治运动&rdquo;，
要求日本迅速将土肥原调离华北。
25日，南京外交部就一名日军参谋催逼河北省当局参加&ldquo;自治&rdquo;和日人在天津参与并指挥
所谓自治请愿团活动照会日本大使有吉，严正指出：&ldquo;此种不法行为，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危及
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及人民决难容忍&rdquo;，要求日本当局&ldquo;对于此等日本军人之非法行
为，立予严切制止，并饬令土肥原即日离境，以遏乱源&rdquo;。
殷汝耕在通县刚刚挂出&ldquo;自治&rdquo;招牌，南京政府即发出对殷的&ldquo;免职惩办令&rdquo;。
土肥原在平津猖獗活动，而宋哲元态度暧昧、华北河山岌岌可危时，蒋介石一面派亲信赶往华北，阻
止他宣布&ldquo;自治&rdquo;，同时向苏皖豫一带增派军队，摆出宋如宣布&ldquo;自治&rdquo;南京将
派武力北上镇压的架势。
后来，蒋介石派何应钦北上，为委曲求全，成立了一个日本有很大影响力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但土肥
原之流卖力策划的&ldquo;华北自治&rdquo;图谋终未得逞。
　　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的改变，还反映在拒绝日本的&ldquo;广田三原则&rdquo;。
蒋介石认为，这三条原则从形式上看似乎问题不大，但从内容上看事关重大，意义深重，实际上它是
变相要求中国&ldquo;脱离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rdquo;，所以&ldquo;不得不郑重考虑&rdquo;。
在后来一年多的中日交涉、谈判中，南京政府顶住日本压力，一直没有承认它。
　　在1936年下半年的中日&ldquo;调整国交&rdquo;谈判中，南京政府拒绝了日方提出的种种无理要
求，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些反要求。
针对日方要求&ldquo;取缔排日&rdquo;问题，外交部长张群说：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行为激起的，要&ldquo;除去这种恶感，日本方面要避免以武力干涉或高压手段来对待中
国&rdquo;，&ldquo;须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及行政之统一&rdquo;。
张群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友好关系，除去对日恶感。
关于&ldquo;华北问题&rdquo;，张群明确指出：中国自身根本没有问题，只因近年来日方造成种种特
殊状态，才引起问题。
日方不是本着平等互惠的精神进行经济合作，而是要从政治与经济方面造成华北的独立与半独立政权
，显然这是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对此，绝无商讨余地。
在9月23日和12月3日的会谈中，张群根据蒋介石指示，向日方提出反要求：取消&ldquo;淞沪停战协
定&rdquo;、&ldquo;塘沽协定&rdquo;；取消冀东伪组织；取缔察绥伪匪军；停止华北走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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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表示，这是中方&ldquo;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rdquo;。
　　在中日&ldquo;调整国交&rdquo;谈判期间，蒋介石10月8日在南京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对他
说：根本调整两国国交，实有必要，&ldquo;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
之尊重&rdquo;。
中日两国间的一切问题，&ldquo;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
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rdquo;。
蒋还向川樾茂郑重声明：&ldquo;华北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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