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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实践记录的总汇。
它有过悲惨的遭遇，也享受到胜利的欢乐；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有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严重的挫
折。

　　一切言论和主张，都在如此丰富的实践中经受检验。
它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给后人留下无穷启示。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
民的共同富裕。
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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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
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该领域内取得众多开拓性成就。
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
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
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
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其他重要著作主要有：《辛亥革命史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
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书籍目录

上册
　第一章 步入20世纪的前夜
　 甲午战败后的空前变局
　 维新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
　　义和团式反抗的悲剧命运
　第二章 推倒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革命大风暴的由来
　　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
　　革命旗手：中国同盟会
　　立宪派在海内外的活动
　　武昌起义和建立民国
　　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一般社会心理
　　袁世凯的独揽大权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
　 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的形成
　第四章 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醒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风暴的袭来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第六章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
　 大革命兴起的社会原因
　 国共两党走向合作
　 国民党一大带来的新局面
　 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蒋介石反共活动的抬头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迅速高涨
　 蒋介石发动政变的准备
　 四一二反共政变和宁汉分裂
　 大革命的失败
　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
　 最初的相对稳定局面
　 国民党的蜕变
　 各派军事势力间的大规模混战
　　⋯⋯
下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中国方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急速衰落已经暴露无遗，成为谁都看得清楚的事实。
西方列强把它看作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争先恐后地扑上前来，想尽快从这里多捞取一把，掀起了在
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
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图景：甲午战争结束后两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强迫
清政府签订胶州湾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的煤
矿由德国开挖；山东境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德国有优先权。
沙俄强行租借旅顺、大连，租期25年；南满铁路由俄方控制的东省铁路公司建造。
法国本已取得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
广州湾的99年租借权。
英国得到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
海卫。
日本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
后来，英、德、俄之间索性撇开清朝政府自行协商，分别达成协定，划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起步稍晚的美国政府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承认其他国家势力范围的划分，但要求与其他国
家在华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和待遇。
 中国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过去所说的强或弱，而是更加冷酷的存或亡了。
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
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便不能不对过去的传统信条进行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
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寻求国家的新的出路。
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救亡成为近代启蒙运动的真正动力和起点。
 知识分子，在被压迫民族中通常是政治上最敏感、最早觉醒起来的部分。
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体上还是旧式的士大夫。
他们目睹祖国面临沦亡的严重危险，满腔悲愤地起来奔走呼号，但一时还突不破“忠君”精神枷锁的
束缚，把忠君爱国看作一回事。
康有为的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最容易
打动他们的心。
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态度，更使他们欢欣鼓舞，产生巨大的幻想。
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能够在国内掀起一股巨大浪潮，成为当时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流，是很
自然的。
 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是一步紧扣一步地同民族危机的逐步激化相应的。
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
潮的出现，又是列强公然在华争夺并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迅速激化的产物。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值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应试的时候。
康有为倡议举人们聚议，共同上书。
聚议的结果，推康有为起草，有举人1200多人连署。
书中慷慨陈词，要求拒和变法。
这次上书，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并没有送达光绪皇帝。
但这1200多名举人连署的“公车上书”，在有清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书稿很快被坊间翻刻流传。
各省举人返回各地，更使这个事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留在北京，联络社会各方，特别注重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他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并推动开设强学会于北京、上海等地。
随着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纷纷在华攫取势力范围，情况越来越危急。
1897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在这前后，各地学会、报馆等纷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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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内，全国共设立学会87所、学堂131所、报馆91所。
这是中国社会中以前没有过的新现象。
他们议论局势，鼓吹新学，抨击时弊。
以往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至此国内风气为之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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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在满75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
说“动笔”，确是写实，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只能很笨地用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甚至连大段
引文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
这样写了两年多。
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这样自讨苦吃？
从个人来说，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在20世纪的100年里，我生活了超过70年。
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经历过多多少少的痛苦和欢乐，也在不断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说见证过这段
历史。
这就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
虽然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很难说自己的记述都是正确的。
第二，命运使我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到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61年。
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
较多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资料。
过去做过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本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
第三，动手时掂量过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
西可以利用。
这样，便下了决心。
    也有朋友听说后劝我不要写，理由是当代史也许只能让后人来写，生活在今天的人写起来难免有种
种局限性，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一点我也想过。
我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
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
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的新的视角。
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
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
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
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至失真。
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
至于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
那不要紧，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还有朋友提出疑问：你写了这样厚的一部书，怎么还能叫《史纲》？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问题在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化太快，事情太多，许多事又十分复杂。
对其中的一年、一件事、一个问题以至一个人也可以写出厚厚一部书来。
这一部《史纲》只是想说说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线索，特别是中华民族怎样从深重苦难中
重新站立起来，又怎样大步走向复兴的基本历程，对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多作一点重要细节的叙述和议
论。
这样，篇幅已经够多了。
不少事，本来应该多说几句的，只得省去或简单地提到。
如果真要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非得写成一部多卷本的皇皇巨著不可，那不是我能做到的。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涉及问题太多。
写作过程中常常深感自己的知识和功力不足，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写下去。
由于年龄关系，许多地方已是力不从心，明知应该那样做而无力做到。
书中采用了不少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虽尽可能一一注明出处，仍难免有疏漏之处，深感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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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不当和不足之处肯定很多，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初稿终于写完后不久，俄罗斯全体院士会议在5月29日选举我为外籍院士。
在将满78周岁的时候，这两7牛事都可以说是一种勉励。
    200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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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套装共2册)》作者著名学者金冲及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4卷本
）2010年出版后，获得了诸多好评与殊荣——2010年度“大众最喜爱的50种图书”、第二届中国出版
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等。
为飨读者，出版社与作者达成共识，辑取4卷本《史纲》中的精华内容与观点，汇集为现今推出的《
史纲》（简本）。
为此，金老先生倾两年心血，为读者再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套装共2册)》，以便读者用更
低的价钱、更少的时间，品读更多精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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