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426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旧版文章 /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评介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评介
20041024    石仲泉    光明日报 2003/9/17    点击: 572

胡绳同志生前曾提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是鸦片战争，下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观点得
到许多同志的赞同。当时，他计划在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著作之后，继续写作《从五
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从而成就一部中国近代史全书。从1995年春起，他物色了几个同
志帮助工作。从1995年3月至1998年10月，他就《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写作作了
10次谈话。这几位同志根据他的谈话，开始写作初稿。《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
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由《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
立〉一书的谈话》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的新格局》两部分组成的。当然，这是一部没有完成
的著作，但它反映了胡绳同志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因而它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革命、改良和现代化。胡绳认为，对革命要作具体历史分析，改良主义有两面
性，以现代化作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    关于中国共产
党创立时期进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方向是正确的，
但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没有抓住梁启超等人错误的实质。为驳斥他们的观
点，需要做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不能只是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应该立
刻实行社会主义。    关于“中间势力”。胡绳认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
两个角色，即多了一个中间势力。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甚至工农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处于中间状
态。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中。共产党就是对他们做教育、争取的工作，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关于近代中国有两次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胡绳认为，两次国共合作如果不破裂，可能
有这样的前途。但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破坏，而未能坚持合作，这本身说明中国不可能真正走上
资本主义道路。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两大原因。胡绳认为，一是在农村没有搞土地改革，一
是没有真正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蒋介石不解决农民问题，这实际上将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
党。    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胡绳认为，其根本区别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毛泽东
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的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左”倾
机会主义，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其基本性质是民粹主义。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是我们党
内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    关于
党的“左”右倾根源的“阶级分析”。胡绳认为，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
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右的阶级根源，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党内错
误，有的有阶级根源，有的“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    关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
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胡绳认为，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两种制度的优劣，而
要从我们国家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决定了在中国
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任何民族都不能任意选择前进道路，而只能在历史准备的现
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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