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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
展、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
艰苦斗争、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
动的挫折、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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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代表大会　　　　四、大革命的失败　　第三编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一1937年7月）
　　　第八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二、各
地的武装起义　　　　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四、井冈山的斗争和工农武装割
据思想的提出　　　第九章 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四、农村革命
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　　　　五、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　　　　六、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第十章 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和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
治　　　　三、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变
后的国内政局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二、冒险主义、关门
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危害　　　　三、红军继续进行反“围剿”斗争侣　　　　四、革命根据地的
建设　　　　五、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六、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第十
二章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　　　　二、反对张国焘分裂
主义的斗争　　　　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四、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第十三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二、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三、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转变　　　　四、东北抗日联军的
艰苦斗争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六、党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七
、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第四编 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五编 党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结束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
义　后记　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记下卷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

章节摘录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
青年知识分子。
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
和比利时。
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
理。
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者。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
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
产主义。
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
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
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
动等观点。
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
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
专政等基本思想。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
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
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
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
别。
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
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
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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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将这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为纪念献礼之一
，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本书的编写经过了几年时间，数易其稿，到现在才告完成。
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关心本书的编写，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并就党史编写原则和书
稿内容多次给予指导。
一些单位的党史工作者最初参与过编写的准备工作。
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同志认真修改了书稿的第二编。
我们还三次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
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对书稿进行审议。
他们对书稿的观点、结构、史实、文字等方面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还作了若干文字修改。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编写工作得到极大的教益和帮助。
我们也努力按照领导和同志们的要求，在多次修改过程中，力图使这本书达到较好的质量，但是限于
编写者的水平，还是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我们恳切地期待党史界和读者们给予批评和指教。
这本书是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
前前后后参加书稿编写的同志很多。
胡绳同志数次审阅、修改全部书稿，对书稿的编写和修改提出过许多意见。
廖盖隆同志看过部分初稿。
分别参加各编编写工作的主要人员有：李樾、戴鹿鸣、孙瑞鸢（第一编），缪楚黄（第二编），刘经
宇、佟英明、韩泰华、叶心瑜（第三编），王淇、王秀鑫、刘振起（第四编），王沛、田为本（第五
编）。
还有许多同志参加部分章节的修改、审读和材料核对工作。
全部书稿最后由郑惠、沙健孙、戴鹿鸣作了统一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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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
楚。
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毛泽东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
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
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
　　——邓小平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
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
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
　　——江泽民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全面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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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套装上下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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