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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 

  
董必武 

  
我回到延安一个多月，看见我们各方面的建设，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成绩。过去，我听到的也很多，到延安后眼见的就更多，

把眼见的和耳闻的比较一下，眼见的比耳闻的多得多。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

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这几句话给我们在大后方的工作的人以很大的鼓励。到延安后就应向大家作一报告，我一回来就感冒，

把这个报告一直拖到今天。 

  

  
刘少奇同志的简要历史 

  
王光美 

  

编者按：这个简史，是王光美同志1952年写的。当时曾经刘少奇同志审阅修改过。这次发表，王光美同志又作了若干订正和修改，

并由本刊编辑部作了些注释。标题为本刊所加。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 

刘少奇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富农家庭。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上过宁乡中学、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于长沙

育才中学。刘少奇在学校中参加了多次爱国运动，并在长沙和北京参加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

始学习马列主义。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

党。 

  

  
评国外看待辛亥革命的几种观点 

  
刘大年 

  

一、前   言 

1979年10月至1980年1月，我应聘在日本东京大学研究院讲中国近代史。讲题为《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全文共四部分，第一、第三

部分叙述国外研究辛亥革命的几种观点，分别加以评论。苏联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齐赫文斯基先生的观点最为离奇，在评论中也就占了

最多的篇幅。讲稿当时全文印发了，打算过些时候再公开发表。最近又见到齐赫文斯基在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英文版1980年第一期和

苏联《近现代史》1980年第一期上，接连抛出《中国历史学中对大汉族霸权主义的辩解》、《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辛亥革命的思想

体系》两篇新作，洋洋数万言。 

  

  
论历史人物评价 

  
苏双碧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其实，历史学一在中国出现，就同时开始了对“千秋功罪”的历史人物进行评说。在历史研究中，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这是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尽管经过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这些历史呈现出千

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它都离不开人，正是人，这些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论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动

的阶级，或者在同一阶级中代表革新的势力还是代表守旧的势力，他们在各个时代各种潮流面前都必然要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 



  

  
皖南事变 

  

何  理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的历史公案。对于这一事件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审判。这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破坏团结抗日、破坏统一战线、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严重罪行。皖南事变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标志着国内两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皖南事变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事件。它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比较复杂。历史上对许多问题众说不一。由于作者学识水平与掌

握的材料有限，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更加深刻、全面的论述。 

  

  
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 

  
索世晖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百团大战是一起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的功过是非，曾经引起人们长达几十年之久的争

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竟把它说成了罪恶。今天，党中央号召我们，以实践做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

求是地总结党史中的经验教训，因此，重新讨论和评价百团大战的功过是非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摆到了史学工作者的面前。 

百团大战，是一九四○年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破袭战役。我参战部队共一百余团，四十万人。 

  

  
历史的见证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 

  
苏克尘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它曾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国内和平，为揭露蒋介石国民

党抢夺胜利果实，发动内战，起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是我们党同国民党斗争的强大战略武器。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它却成为林

彪、“四人帮”蓄意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重要把柄。硬说这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本来十分清楚，许多老同志记忆犹

新，历历在目的历史，却被弄得混乱不堪，真假难辨了。 

  

  
最后的斗争 

──瞿秋白就义前后 

  
陈铁健 

  
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忠，举世怀仰。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一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国民党的新闻喉舌《中央日报》的第一版上，以赫然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样一则举世震惊的消

息： 

匪首瞿秋白就逮 

化名林琪祥与项英妻同时捕获 

经指认确实已由长汀解往龙岩 

秋白同志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俘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何以在秋白同志“就逮”当时不发消息，而在两个多月以后才作报道？ 

秋白同志被“指认确实”以后，在被囚禁中，他是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的？…… 

这一连串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 

  

  
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 

  
王晓秋 

  
在中国近代史学著作中，有一部书曾被“海内奉为瑰宝”，（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誉为几百年来少见的“奇作”，（薛福成

《日本志·序”》）这就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凡四十卷五十万言，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也不愧是清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代表作。它大大

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国志》又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的重要著作之一。 

  

  
关于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问题 

  
邢凤麟 

  
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身传言（以下简称“传言”），这在今天来看，的确十分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太平天国运动中，却是煞有介

事的，而且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件有过重大影响的大事。对此史学界颇有争议。“传言”是杨秀清出于对革命的诚心还是野心？是革命的武

器还是争权的工具？它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起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这种宗教形式的特点及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对

于实事求是评价杨秀清的功过及其与洪秀全的关系，正确认识拜上帝会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易显石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发动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使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次事

变不仅极大地震动了全中国人民，而且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国人民同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各国政府也做出

了相应的反应。当时已成为世界大国的美国对此持什么态度呢？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不少人将美国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

战争的帮凶，而且认为是头号帮凶。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历史，我们发现上述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 

  
王庆成 

  

最近，英国柯文南博士（Dr．C．A．Curwen）先后寄赠一批关于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的史料，共27件，全部照原藏件（有原件，

有抄件）复印。这是他从英国公共档案局发现的（其中关于福建小刀会等几件系关一球先生提供给柯先生）。其中有太平天国文献8件，

太平天国时闽广天地会起义的文书告示9件，此外还有太平天国人员的供词等。除军机处的一件廷寄和赛尚阿等的一种奏稿在清政府的官

书中曾有节录刊载外，其他25件全部是新的发现。 

  

  
《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思想实质 

  

何  哲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反对民主革

命、积极复辟帝制、主张尊孔的主要人物。康有为一生著述不少，《大同书》是其代表作之一。下面拟就《大同书》成书年代问题，作几

点粗略的考察。 

（一） 

对康有为《大同书》的历史评价，首先涉及其成书年代问题。鉴于康有为这个人自吹自擂，实在不大好信得过，所以最严格的方

法，也是最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按其实际出版时间来确定。 

  

  
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 

  
吴乾兑 陈匡时 

  
《澳门月报》是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期间，组织翻译外国报刊的基础上辑成的材料集，后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第八十一至八

十二卷，题为林则徐译。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禁烟中坚信只有了解西方，才能和西方侵略者作斗争，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

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他组织翻译外国报刊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而所译《澳门月报》对他了解外国情况、制定政策和反对侵略

的确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朱德寄自护国讨袁前线的一封信 

  
曾业英 徐辉琪 

  
云南省档案馆藏有朱德寄自护国讨袁前线的手札一通，为研究朱德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护国战争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手札共四页，毛笔楷书，末署“第三支队长朱德”，并钤有“朱德之印”的硃印章。从所署“四月十五号由四川泸州城外红花地行

营上”和同卷中唐继尧给他的复信可知，这是朱德于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五日在四川护国讨袁前线写给唐继尧的，因此，可题为《与唐继尧

书》。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朱德最早的手札。 

  

  
《民报》的第二次续刊 

  

天  石 

  

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1909年10月，汪精卫受孙中山、黄兴之托，曾到日本续刊《民报》，这一史实，辛亥革

命史的研究者是熟知的。但是，1911年南洋革命党人筹备第二次续刊《民报》的经过，却一直湮没无闻，有加以阐述的必要。 
汪精卫续刊《民报》并没有多久，即因对形势悲观失望，到北京搞暗杀，被清政府关在牢里。《民报》是同盟会的喉舌，在传播革

命思潮，和保皇派论战等方面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续刊《民报》夭折后，各地革命党人仍很怀念它，期望能再一次续刊。 

  
一九七九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及书目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中文部分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