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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忆 

  

彭德怀 

  

（一） 

一、共产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一八九八年，我出生在一个下中农的家庭里。幼年时因母亡父病，家中即破产变成了赤贫户。我小
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因家庭贫困，便给人家当了两年放牛娃。十三、四岁又在煤窑上做了两年
工，以后回到家中耕地。 

一九一二年，当地农业歉收，再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多数农民发生饥馑。由于穷人们不甘心饿死，
自发地闹籴吃大户。我当时是倡导者之一。 

  

  

范文澜同志的科学成就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 

  

刘大年 

  

一 

范文澜同志去世十年了。他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一直广为流传，大家很熟
悉。全国解放以前和以后，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论述历史问题的文章不少，过去没有集中过。《范文澜历
史论文选集》汇集了这些文章，它是范老历史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历史学领域讲，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可以并称为我们的开国一代的两位大师。他们都比较早
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都精通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 

──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黎  澍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这个周年纪念使人感慨万千，都有许多话要说。为举行这次学术讨论
会提供的卓有见地的报告和论文很多，涉及的方面很广。我现在只能从六十年后的今天提出对几个问题
的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第一、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 

五四运动是抗议英、法、美在巴黎和平会议签订对德和约把中国领土山东当作德国殖民地交给日本
接管的爱国群众运动。 

  

  

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 

──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刘大年 

  

太平天国讨论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会。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各位专家求教。 



“四人帮”粗暴践踏学术研究，搅乱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非。在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的过
程中，许多同志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求得完整、准确的理解，然后应用这些理论去说明问题，
指导自己的工作，成效昭著。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对于有些基本理论认识有分歧，那也很自然，不足
为奇。 

  

  

实是求是和历史科学 

  

丁守和 陈文桂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离
开实事求是，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曾指出：“实事求是，是毛主
席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发展我国历史科学，最根本的一条，也就是实事求是。
什么是实事求是呢？ 

  

  

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 

  

胡 绳 

  

本文是从一本尚未完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书稿中抽出来的两章，上篇是书稿中的第十八章，下
篇是书稿中的第十九章。因为是整本书稿中的一部分，所以作为独立的文章来看，显得缺少了某些内
容，例如关于义和团发生的历史背景，这里就没有谈到。还有需要说明的是：一、文中都按阴历记月
日，只在有些地方，加记阳历。二、这本书稿不着重于史实的考订，故除直接引语外，一般都不注明出
处。文中所述的论点、所用的事实材料和其他方面，或有舛错，希望读者指正。 

  

  

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 

  

蒋 杰 

  

一九四○年八月，我八路军对侵华日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震动全国、闻名世界
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几十年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在林彪、“四人帮”控制党的宣传阵地的时
候，没有学术讨论的自由，百团大战成为不能探讨的“禁区”。现在学术研究禁区已被冲破，我们有必
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百团大战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探讨，以
便总结其经验教训。下面介绍些历史情况，并谈些初步看法。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杨天石 王学庄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共同组成同盟会，实现了各派反满力量的联合，以孙
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营垒出现了某种团结、兴旺的景象，革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思
想上，和改良派的论战正在胜利进行，军事上，萍、浏、醴起义之后，各地革命党人跃跃欲动，一个武
装起义的高潮正在酝酿。但是，好景不常，1907年夏，同盟会发生严重分裂。此后，愈演愈烈，终于导
致光复会的重建。 

当革命正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统一的司令部时，同盟会却陷于分崩离析的涣散状态。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汤志钧 

  

戊戌政变以前的唐才常，一方面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起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和资产阶级
革命派兴中会有接触，思想矛盾，主张模糊。反映在他所领导的自立军，也就呈现了事件本身的复杂
性。究竟对唐才常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怎样估价呢？究竟自立军是进步的起义还是反动的“勤王”



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我以为唐才常是在近代中国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自立军
是可以称之为一次起义的。试抒己见，提请商榷。 

  

  

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反孔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邓艾民 

  

马克思说：“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
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至于这种信仰是采取粗野的、宗教的形式还是文明的、哲学的形式，
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在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是采取“粗野的、宗
教的形式”的基督教唯心主义。这种宗教的唯心主义用各种方法论证上帝的存在，宣扬创立基督教的耶
稣是圣灵下降的救世主，声称基督教的教条和教义具有绝对的权威，使人完全屈服于盲目的信仰，以此
为欧洲的封建等级制度辩护。 
  

  

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 

  

张振鹍 

  

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爆发前不久，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
国银行团接连签订了两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借款合同。一项是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的币制实业借款，作
改革全国币制及振兴东三省实业之用。另一项是五月二十日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用以修筑这两条铁
路干线。关于发展东三省实业及兴修粤汉、川汉两路的借款，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
清楚，在近三十年来国内的历史论著中涉及的也比较多。 

  

  

蓝大顺问题考 

  

罗尔纲 

  

由于记载纷歧，对蓝大顺的真姓名叫做什么？他在何时何地牺牲？他是不是与李永和同为川、滇起
义军的领袖？甚至川、滇起义军中有没有蓝大顺这人，近今都成了问题。 

这一个问题《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李祖桓《对邹知白“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始末”一文的
商榷及补充》、《历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第十期王文才、邹知白《对于李蓝起义某些问题的商榷》等论
文中，都曾经提出来讨论过，但还没有结论。 

  

  

韦昌辉伏诛时日考 

  

赫治清 

  

关于北王韦昌辉被杀，据郭廷以在其所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书中考订，发生在咸丰六年十月
中旬。解放后，许多太平天国史论著，几乎都采用这个说法。直到最近，一些同志在论述“天京事变”
的有关文章中，也持类似见解。例如，郭毅生同志在《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小注中说：“此事发生
最迟应在阴历十月十二日左右。”周自生同志在《对“天京事变”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一文中称，
“韦昌辉伏诛约在天历十月上旬（赫按：天历十月上旬，即阴历十月中旬），事变历时约七十天。” 

  

  

山东“义和团主力向直隶转进”说质疑 

  

李宗一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以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为中心，遍及北方各
省。长期以来，在关于义和团的著作中有一种见解，即山东义和团主力于1900年初春转移到直隶。据目
前查到的资料来看，这种见解早在1901年刊印的《续义和拳源流考》和《拳匪纪略》中已见记载，但当
时还没有出现“主力”转移的提法，而是称为“余党”窜入或“潜入直隶境”。后来，许多野史、笔记
大都抄袭此说，陈陈相因，遂成定论。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证 

  

曾业英 

  

关于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杨天石、王学庄同志的《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一文已作过阐述。它
首先论证了一九○九年冬到一九一○年初，香港《中国日报》、巴黎《新世纪》等报刊先后公布的章太
炎给刘师培、何震的五封信是真实可信的。然后指出：章太炎为了去印度做和尚，一九○七年十二月前
后，的确曾通过刘师培、何震向满洲贵族端方谋款，这对当时作为革命者的章太炎来说，不能不说是个
值得重视的错误。同时，它还论证了章太炎向端方谋款并未能成功，同盟会指章为端方“侦探”，是过
激的说法。 

  

  

辛亥革命的下限 

  

朱宗震 

  

辛亥革命的下限，应该定在什么时候？许多有关著作、资料汇编，是把它定在1912年4月1日，即孙中山辞卸临时大总
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结束的那一天。例如《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即是以此作为资料的编辑范围的。陈旭麓

同志的《辛亥革命》一书，也是如此。倒是一些有关辛亥革命的回忆录，按照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一直讲到了二次

革命。如果从此较狭窄的意义上去理解辛亥革命，说它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开始，到1912年4月1日南北军
事对抗结束为止，这样的区划当然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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