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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刚刚过去的公元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
盾、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最为复杂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变革最为急遽深刻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结束了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
的封建专制制度；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完全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
山”，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和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新中国像
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百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远涉重洋、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或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开拓创新，
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就义、慷慨赴死，涌现出一个个思想巨擘、学术巨人、英雄豪杰、民
族骄子，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活剧。
一百年，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然而，公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却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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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刚刚过去的公元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
盾、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最为复杂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变革最为急遽深刻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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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一 论战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二）马克
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二 论战的基本过程（一）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公开挑起论战（二）蓝公武首先发表文章批驳胡适（三）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胡
适（四）胡适的答辩——《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五）论战的余波三 论战的实质和
影响（一）论战的实质（二）论战的社会影响第二章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 论战的起因（一）辛亥
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向何处去”的主题的继续（二）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交锋二 论战
的主要问题（一）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实行社会主义是论争的焦点（二）是否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义是论战最突出的理论问题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派的批判（一）关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关于如何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三）关于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革命组织的问题四 
论战的意义和影响（一）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民本主义思想的最初认同和结合（二）社会主义思
想通过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展开了对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全面批判（三）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
义从一开始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五 对论战的再研究（一）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提出了如何实现中国固
有文化传统现代转型的问题（二）“社会正义”是当时论战中提出但不曾深入下去的问题（三）如何
选择实现社会理想的道路是论战中主要的分歧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一 论战缘起
的背景（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继续（二）互助论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影响
中的作用（三）当时中国政治思想界直面的主题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二 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
义的挑战（一）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二）各地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
挑战三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有力的
思想武器（二）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自由才是维护社会秩序正常有序的前提（三）社会主义生产和分
配原则是符合中国国情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容的正确选择四 论战的意义和影响（一）论战的影响（二
）论战的功过第四章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 科玄论战的过程（一）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二）论战的展
开与深入（三）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二 科学派评析（一）科学派的哲学观（二）科学派的科学观（三）
科学派批判三 玄学派评析（一）玄学派的科学观（二）玄学派的哲学观（三）玄学派批判四 唯物史
观派评析（一）唯物史观派的立场（二）唯物史观派的语境（三）唯物史观派批判五 关于“玄学”的
几点思考（一）“玄学”与“形而上学”（二）“玄学”与“哲学”（三）“玄学”与“科学”⋯⋯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战第六章 五四前夕反对尊孔复古的论战喝斗争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
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第八章 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陈独秀右倾主义的斗争第九章 近代中国的非基
督思潮与反教运动主要参考文献目录编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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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发展观上的狭隘性。
研究系分子所“努力”的“另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发展实业。
依靠谁来发展实业呢？
他们寄希望于绅商阶级。
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扶持”和保障下，中国绅商阶级能够打倒军阀。
张东荪说：“中国的实业，不论中国自己开发与否，外国总是要求大开发而特开发的；不过外国势力
一来，中国自己的企业亦必乘势而蜂起。
到那时，外国的势力便不啻给中国财阀以保障和后盾，则末路的军阀便无法相抗了。
我预料新银行团必成，铁路统一必成，这便是外国势力助中国实业家以打军阀。
”他们还认为军阀的一部分或大部分，都可以“蜕化为财阀”。
历史发展动力观上的非阶级性。
他们极力歪曲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
对于城市阶级关系，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痛苦，是得不到工作，而在得到工作后，所受的痛苦，也
不是来自资本家，而是来自工头，中国工人倒可以从资本家那里得到某些好处。
因此，他们认为不应过于责备资本家。
张东荪说：“现在只听工人内一方面的话，自然是只看到工人的苦痛；若问一问彼资本家，必亦有一
大篇话未尝不是句句实情，从现行制度下亦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因为从井救人总不是人的常性。
”为了缓和和防止阶级斗争，张东荪提倡“温情主义”，主张在工厂设补习学校，实行分红制度，疾
病保险，发给养老金，等等。
梁启超也说，可以唤起资本家的“觉悟”使其顾及劳动者的利益，他说这是“对于资本家矫正态度”
，一般“在现行经济制度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
他们还给工会工作规定了“方针”和划定了工作范围。
《解放与改造》上有-篇《说工会》的文章说：“工会是消极的，但求改善工人们社会的和经济的地位
境遇，不是积极的排斥雇主阶级；换一句说，就是工会是在现经济和现社会制度下，谋工人们的利益
，不是推翻现经济和现社会制度的组织，希图重新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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