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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最后两卷中的第一卷的前一卷（即第14卷），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及遇到的挫折。
其第一编主要记录了新政权以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编概括了其后期间中国领导人为
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
本卷的第一编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
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
些相关因素如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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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编辑序第14卷序 第一章 中国的再统一第一篇 模仿苏联模式，1949-1957年 第二章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
固 第三章 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四章 新秩序的教育 第五章 党与知识分子 第六章 外交关系：
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第二篇 寻求中国道路，1958-2965年 第七章 大跃进和延安领导的分裂 第八章 重
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年 第九章 教育的新方向 第十章 党和知识分子：第二阶段 第十一章 中苏分
裂 后记 节目介绍 政治挂帅：略论1949年后的中国研究 各章书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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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分子最初不冷不热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1951-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他们的思想
意识已被重新塑造。
尽管担心放松之后压力又会随之而来，但他们最后仍对官方再三的推动和对1957年整个5月中那些大胆
发言的人没有受到大量涌现的反批评的惩罚这一事实作出了反应。
从一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批评基本上没有危及党的统治。
大部分批评涉及与其作用和职能直接有关的问题和冲突。
此外，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提出的批评与1956年以来官方媒介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
宗教主义”的责难相似。
甚至一些体制改革的建议，诸如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转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院的想法，也
反映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已经提出的想法。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攻击深深地令人不安。
这与其说是由于某些意见（偏差可能是因某种原因而从制度内部产生的说法，甚至少数要求党消亡的
过激情绪）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党的权威的日常对抗的抱怨情绪的升级和他们反映的
不满情绪的深度。
从甚至上街陈诉其不平的学生行动中可以看出，情感的强度是很明显的。
通过集中攻击党的干部在其工作单位日常事务中的缺点，知识分子实际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
时期中是否有能力领导中国的问题。
可是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对制度的否定。
甚至几名最直率的学生批评者仍支持公有制，欢呼毛泽东是“拯救中国的革命领袖”，并且向中共表
示了即使是又恨又爱，却是忠诚的态度：“我们需要党的领导，但坚决反对党单独作出决定。
”“鸣放”的结果说明了对制度的主要纲要和中共建设新中国的纲领的继续支持，但也表明有技能的
集团对各种党的统治的具体形式的严重不满。
到5月中，党的领导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沮丧。
在发展中已被委以重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受到培养的学生的不满程度使人深
感苦恼。
此外，党的干部的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被要求忍受批评的冲击。
　　“百花运动”的试验为什么失败？
说到底，失败是由于对中国新形势的某些根本性的错误认识。
毛泽东假定知识分子本质上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与制度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于是他断定，他们甚至
对像党的整风那样敏感的事情，也能作出积极的贡献。
这样就没有考虑到以下的事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来，一直
受到沉重的压力；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利益常常受到严重的侵害；他们与党的干部的关系特征是互不
信任。
当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推到整风的前列时，他实际上要求他们执行一项不可能做到的任务：大胆地批评
他们常常害怕和厌恶的党的当权派，可是在批评时又要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党的干部也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上。
实际上，他们正被要求重新确定党的领导权力，要用过去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过的方式，去考虑非党知
识分子的观点和才能。
此外，他们本人也受到这些出身有问题和思想落后的人的批评，这种情况似乎是最不公平的。
由于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任何加剧这些紧张关系的尝试，不管是多么不自觉，必定
会无法控制（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五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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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历史相应时期的学者编辑，卷内各章
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序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
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
者的观点、对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等请读者自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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