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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学历史老师为主要服务对象，书中所列专题都应是中学历史课中的重点和难点。
撰写时，主要是阐述有关的论点，更多地是偏重于理论和分析，还必须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在这些前提下，根据需要也补充一些史料。
总起来说，是力图体现一种历史观，贯彻素质教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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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宗绪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史学家、历史教育家,先后从事世界近代史和法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史学人才。
刘宗绪教授思想敏锐、博学多才，擅长宏观理论思考，在史学理论、世界近代史、法国史诸多领域都
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是我国史学界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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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
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最早出现在何时?我国的古史记载追溯到黄帝时代，可能是以后世之事比附、猜测上古史而
形成的传说。
近代新史学诞生以来，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
。
而80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古文字学家胡厚宜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
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
”此外，徐喜辰、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也论证了类似观点。
当然，学者共同的认识是，分封制在周代更为成熟、更为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
　　分封制与宗法制同为支撑周代政权的两大支柱，在《诗经，大雅，板》中有明确表述：“大邦维
屏，大宗维翰。
”把经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国尊为周王室的屏障，这就是周人心目中对分封制的定位。
分封制确实为巩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
”，由天子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
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
《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
⋯皆有等衰。
”《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
《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
谓制度”。
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
封君中的下一级要对上一级承担义务与责任，如：诸侯对天子有述职、纳贡、勤王、助讨、献俘等政
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职责。
而且，如果越级实施有关义务和责任，并不符合礼制的规定。
最明显的例子见于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独掌权柄之后，标榜要替鲁君整肃跋扈的大
夫，此举不仅得不到知礼之士的赞成，反而受到批评(《左传，定公八年至十年》)。
此例反映出等级隶属制对等级的严格规定。
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
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与《诗经》名句“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应关系的建立，也足以说明问题。
　　分封制所造成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且贯穿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
《国语·楚语下》记载了贤大夫观射父论祭祀等级的一段话，其中涉及食物等级制：大夫以上食肉，
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散见于先秦典籍，而与此暗合的材料也不在少数。
《诗经·豳风·七月》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之句，孟子则把“七十者可以食肉”视为惠民德政(
《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来，除去耄耋高年之外，庶人是只能食菜而难以食肉的。
战国时期的策士冯谖寄食于贵族孟尝君门下，为发泄心中的不满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
战国策·齐策四})，虽说是牢骚之语，却不是无理取闹，他所要求的恰恰是士人应有的待遇——“士
食鱼炙”。
春秋时期的“曹刿论战”是著名典故，曹刿是士人，有劝阻者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有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说(《左传·庄公十年》)，显然“肉食者”是作为大夫以上级别的代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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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正因为他们的无能，才需要曹刿以士人而为国君出谋划策。
　　我们可以推论，即便是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激烈冲击，由分封制所强化的贵族等级秩序
及其意识，依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土崩瓦解，1912年2月清室宣告退位)然而，君主专制制度曾在中国延
续二千多年，清王朝的统治延续了260多年，其政治影响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清室残余势力在民国
初年仍有相当力量。
当时，一些满蒙贵族逃到青岛、大连等地，仍从事复辟活动，被称为“宗社党”。
宗社党在内蒙和西北地区都有一定势力。
此外，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如康有为、劳乃宜)和封建军阀张勋等，也仍然忠于清室。
1917年7月，这些清朝遗旧势力以张勋为中心，趁府院之争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之机演出了一场清室复辟
的闹剧。
从张·勋复辟失败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清室遗旧势力基本上退出了当时的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14个省和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宜布独立，并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南京临
时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中国在表面上恢复了政治统一，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更深的分裂。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在辛亥革命后以清末的北洋六镇为基础窃取了中央政权。
当时，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等乘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动荡之机嵋起的北方军阀也依附于；袁氏政
权。
袁世凯凭借北洋军阀的实力镇压二次革命后，于1916年复辟帝制，其权势达到极盛。
然而。
北洋军阀内部本来就存在不同派系，它窃取中央政权后，特别是通过镇压二次革命取得南方各省地盘
后，内部矛盾和权力斗争便日趋尖锐，终于在袁世凯死后公开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
为首的皖系。
此外，张作霖在这一时期也将自己的势力从奉天(辽宁)扩张到吉林和黑龙江，形成了奉系军阀。
直、皖两系军阀在—1917年开始的护法战争中就已经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后来奉系军阀也入关逐鹿。
这三个军阀派系先后控制北京政权达12年，并相互进行了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
直奉战争。
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覆灭，直系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中被消灭，奉系军阀在北伐军压力下退回、
关外。
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归附国民政府。
至此，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国17年的北洋军阀势力覆灭。
　　辛亥革命中，南方一些省份的军政大员和地方势力乘机崛起，形成了一些地方军阀，寄生于南方
革命阵营乙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这些军阀虽然表面上服从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北洋军阀政权，但
都保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
1913年，袁尴凯镇压二次革命，北洋军进入南方各省，除滇、贵等西南省份外的其他各省军阀，均被
袁世凯剪除。
1915年，滇、贵等省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发起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唐继尧、陆荣廷
等西南军阀因此坐大。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棋瑞控制北京政权，对西南军阀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后者乃被迫同孙中山合作
，发动护法战争。
在护法战争中，西南军阀排斥孙中山，并互相争斗，有的覆灭，有的后来归附于广东国民政府，有的
则继续割据混战。
　　在清末，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振和成立各种团体的立宪派，是中国政坛上的两个主要派别
。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分化和重组，同盟会演化成为国民党。
此时的国民党虽然在政治上还保存有同盟会的底色，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化成一个人员庞杂的官僚
政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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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败盾，国民党被指为“乱党”，其在国会中的议员也被驱逐。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旧国会恢复，国民党议员形成了所谓“商榷系”，在府院之争中站在总
统黎元洪一边，反对总理段祺瑞。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部分国民党议员跟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战略。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也需要中国。
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动，又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
时机和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国外的科学管理经验，试行
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迈出了重大的步伐，民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经济也开始融
人世界。
　　1．兴办经济特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外开放首先就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起步的。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侨胞众多，资源比较丰富，便于吸收外资侨资，发展对外贸易经济，
加快经济建设。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提出可以充分发挥广东临近港澳优
势，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实行对外开放。
对广东省委的建议，中共中央很重视，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和支持。
邓小平就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同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提出《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
加速经济发展的报告》、《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
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
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
快搞上去。
　　中央规定两省管理体制实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办法，获得较大的管理权限，利用特殊政
策的优惠措施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同意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
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正式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四市设置经济特区的建议，同时批准《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直2月又正式批准建立厦门经济特区。
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以后由于对外开放的需要，四个特区的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经济特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致力于发展外向经济，取
得了很大成绩。
　　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的开发建
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
以对外开放促岛内开发。
在总结四个特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批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
》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决定设置海南省并建立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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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主编赘言　　五六年前，笔者和黄安年教授合写了一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专题30讲》，由西北大
学出版社出版，后又续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承蒙读者垂青，两三年里就销售了数十万本之多，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后来，笔者曾与不少地方的中学历史老师接触，在谈起这本书时，大家纷纷表示，此书从历史观和史
学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多数和传统的解释不尽相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观点实事求是，言
之有据，很有说服力，人们自然就欣赏并接受了。
更有不少人说，这本书对提高甚至改变自己的教学指导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此还说了些对作者的溢美之词。
听到这些抬爱的语言，笔者一方面为这本书起了些作用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却又甚感惶愧。
　　说句心里话，此书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应，确实是我们事先完全未曾料到的。
笔者从中深深感到，我们广大的中学历史老师对提高教学质量和自己的专业水平有着极大的热情，对
所从　　事的历史教学工作有着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工作十分繁忙、压力极重的情况下，仍然
非常热衷于业务进修，所以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有关读物。
笔者多年来在师范大学任教，面向中学、为提高中学教学质量服务，本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早该尽些
绵薄之力，但却一直没有给予重视，想来实在令人汗颜；这本《30讲》似乎稍稍补了一点欠缺，但那
毕竟是无意间搞出来的，全然是由于编辑的诚邀，觉得盛情难却，并非是作者的原意。
所以，近些年来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愿望，就是再搞一本包括古今中外各段历史的专题若干讲，那总
比只是世界史的30讲全面些，对大家的帮助或许也会稍大些。
这就是编写本书的初衷。
　　笔者作为本书的主编，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
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进行了编写。
经过我们商议，这本书还是要和《30讲》一样，仍然以中学历史老师为主要服务对象，书中所列专题
都应是中学历史课中的重点和难点。
撰写时，主要是阐述有关的论点，更多地是偏重于理论和分析，还必须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
在这些前提下，根据需要也补充一些史料。
总起来说，是力图体现一种历史观，贯彻素质教育的精神。
　　素质教育是个全方位的概念，包括思想、道德品质、文化知识、体魄、待人处世的原则，甚至一
般常识等等各方面。
具体到一门学科，当然也要全面考虑。
但是其中首要的一点，也是必要的前提，应该是学科知识的科学性。
如果所学知识本身是不科学或不确切的，素质教育岂不成了空话!对于历史学科来说，这一点尤为显得
重要。
历史学科讲述的，都是已逝去的社会现象，包括发展规律、历史经验、人物、事件乃至风俗习惯等等
。
对于这一切，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完全是正常的。
但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会出现多种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这其中就难免包含某些主观任意性的成分
。
因此，贴近史实、接近科学，就成为研究历史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这里用“贴近”和“接近”，而不用“符合”和“完全”，是因为许多史实的“实”是颇有些折扣的
。
比如远古的事情，有些属于传说，难保准确；有些则是根据出土文物作出的推测。
即使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少是为世人所不知的。
用“贴近”好像更贴切些；至于“接近”一词，就更清楚了。
一来是众说纷纭，有时各种看法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同时又存在某种不妥之处，最接近科学的，就是
最好的了；二来是作为学术研究，追求真理是无止境的，如果自封“完全”还有什么进一步发展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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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呢?总之，把话转入正题，作为单门的学科，在体现素质教育上，首要的一点就是追求科学性。
　　科学性不是空泛的口号，从历史学科的角度来看，实践检验结果所证实了的东西，才是确实可信
的；据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最接近科学的结论。
换句话说，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是历史学科科学性的一条保证”也是一条必须遵守的原则。
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就历史学科来说，“实事”就是史实，是“实”的，不是虚的或假的。
据此去“求”，结论也就是“是”，而不是“非”，那就是科学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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