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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正在经历GDP增长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兴奋崛起，也发生着假冒伪劣化的痛苦病变；中国
不曾放弃社会理想和国际正义，但为什么陷入普遍的职业欺诈和周期性恶化的外交?“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历史话语无法处理文化衰颓、文明危机意义的叙事，新世纪的中国学术要反思科学主义的意识形
态前提、实践主义的独断理性假设、发展主义的合法化主张，在实证的历史研究中建构知识体系，在
有根据的知识和有逻辑的思想前提下论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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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建平，法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中日关系、中国政治及外交，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当
代中国史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等多种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50余篇，有论著《新中国的原点》
、《战后中曰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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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革命：思想的传播与权力的越境
革命政治过程中理论的生成：“新民主主义”溯源与辨流
苏联、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及其体制的确立
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
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
第二部 建国：信念与谋略的政治、外交射程
新中国1951：农业合作化决策的过程及其政治学意义
意识形态陷阱：国家工业化战略与农业合作化高潮
作为政治改革思想先驱者的刘少奇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
外交政策的调整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
中国国际战略的概念和历史阶段
第三部 反思：中国问题的知识确认
五四精神与中华民族新世纪的命运
在比较历史研究中理解民族主义：伪问题与真问题
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
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
社会史学视野中的公共安全问题
社会冷战论：在政治史、社会史研究中理解中国
化解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紧张：国际法准则和中国历史的逻辑
战争责任问题与革命外交遗产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战争记忆重构：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学分析
“西藏问题”视野中的西方与中国
边缘性焦虑：“不高兴”中国的病理分析
从世界历史和中国问题理解全球化：知识、话语、体制的主体性思考
从思想共同体重建共同体精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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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苏联、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固然适应了中国革命者追求历史进步的理想需求，但事实也
证明，其目的首先在于苏联的国际政治利益而不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权利——从大革命时
期对与苏联结盟的中国政府的期待，到土地革命时期的“武装保卫苏联”；从抗日战争中“武器给了
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到解放战争时期寻求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其所谓“土地革命”也不
过是以土地的所有权使农民“革命化”的工具行为策略，而并非法定农民的主体性权利。
我们看到，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中国革命过程的一个方面就是争取独立自主而避免被苏联利益“工
具化”的斗争。
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期间曾有精辟的揭示，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
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
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
”①可谓对不研究中国问题、不关心中国前途但紧跟“武装保卫苏联”指挥棒的“左倾”机会主义和
教条主义的深刻鞭笞。
但也必须注意到，中国革命过程中思想输入、理论传播的载体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指示以及斯大林、
联共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作为接受者的思想独立人格必然经过奋斗、挫折后的反思才能形成；而且，
仅有思想自觉也不足以建构中国的主体性，中国主体性的建构有赖于人民民主形成的国家能力。
但苏联、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所传播的土地革命思想是把土地所有权作为使农民“革命化”的工
具策略，即在实行土地革命与否、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有无等根本利益问题上不断变换策略操作以适应
所谓政治需要，而欠缺中国革命利益本位、尤其欠缺农民权利本位的政治合法性思考。
从建国前后的事实来看，苏联、斯大林这种东亚地缘政治学框架下的革命传播学和土地政治学对中共
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影响是深远的。
比如，尽管中央领导集体包括毛泽东本人曾经批判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新
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条件论，但毛泽东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提
起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认为六大决议案“根本上是对的”，“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
未超过这个纲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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