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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的先民就生活、劳动、蕃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经过漫长、艰苦曲折的历程，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缔造
了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域进行的，这特定的时空就决定了历史与
地理两大学科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因此，用地图的形式表示历史事件及当时的状况，通过地图直观地了解事件发生的地理位置、相关地
点的远近及自然环境等等，重视图史结合，把地图作为读史的工具，“左图右史”成为美谈，而现代
的历史地图，更是将历史事件、社会发展状况诸多需要了解、记述的状况直接绘在地图之上，表达的
内容更为广泛，地理底图也更为精确，使二者更进一步结合起来。
建国以来，随着历史科学的繁荣，历史地图的编绘出版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以及
专史地图集相继出版。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比较系统的中国现代史地图集。
为适应科研、教学及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特编制这本《中国现代史地图集》，以填补这项空白。
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史学界有不同看法，本图集仍按习惯是指191 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的中国历史，它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主要是记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历史。
这段历史内容极为丰富，事件和问题既广又多。
运用地图、文字说明和照片等相互结合的形式，准确地将其反映出来，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大工程。
由于工作的繁巨，我们邀请了10余个单位的20余位志趣相同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共襄此举。
从工作开始，我们便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确定了框架细目之后，请有关专家做了论证，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使这部图集既成为一部学术专著
，又成为一部读史工具书。
编制时力求做到：新颖，尽力吸收海内外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丰富，充分展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的面貌；精美，要图文并茂，除了必要的文字说明，在战役图中还适
当地插入一些参战部队序列、战绩统计资料、有关的历史照片．后面附大事记，以收图文互补之效；
醒目，整个图集根据不同时期分成7个阶段，每一阶段图幅前设一标题页，注明这一阶段的名称，起
止时间及历史内容简介。
编排形式追求活泼多样。
历史地图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准确地标绘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方位，就是科学性的重要表现。
每一幅图，或表现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问题，或说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只有搞清楚本末始终，来龙去脉，才能设计图的表现形式，才能够删繁就简，绘出草图。
这就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
如编绘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部队分布、侵华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等3幅图，所依据的资料达百万字以
上。
有些问题，如经济、文化、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等问题．还研究得不够深入，就必须去搜集史料、
整理排比；绘制草图时，又常常为寻找小的居民点耗费时日。
用地图表述，要使用地图“语言”。
如何系统地反映1919年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政区、党派、战争、工业、农业、交通、
金融、文化、教育、人口等方面的内容已非易事，用地图来表达就更加困难。
写历史著作与编绘历史地图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涉及地理要素时，前者可以抽象、概括，可以从
甲地直至乙地，在文中不必留下轨迹。
用文字表述历史，除记录基本的历史事实，还可以运用逻辑的力量和理论的分析，帮助人们更深刻地
认识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后者却不行，由甲地到乙地，必须找出经过的地点，一个地名找不到或搞
不准确，都无法动笔，想躲躲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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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每一个小小的符号、小小的标记都必须有严格的依据，有很高的精确度，容不得半点马虎。
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不仅仅必须弄清楚它在什么地方发生，它的发展过程和最后结果，而且要
设计出合适的符号来表示，不仅形象直观，有动态感，而且图面清楚，布局合理、美观，使人一目了
然，而这是地图制作的专学，并非我们专长。
现在，在诸位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地图制图专家的通力协作之下，经过11个寒暑，终于完成了预定的任
务。
这部现代史地图集，虽然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耗费了我们多年的精力，并得到有关专家的大力
帮助，但限于编者的水平，错误疏漏仍恐难免，恳切期望能得到史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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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史地图集》(精装)是海内外首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采用地图、文字、图表和
照片等多样形式，研究中国现代史开创性著作，它填补了中国现代史有文无图的空白。
图集分六个部分，由地图200余幅，部队序列表、统计表50余个，照片140余帧、图说及大事记25万字
组成，反映了1 9 1 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
化等方方面面。
图集史料翔实丰富，文字简明扼要，图面清晰易读。
许多内容第一次以地图的形式表示，使其成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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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形势示意图1919年中国政区图北洋政府历届总统
国务总理简表军阀割据示意图民国初期中国政党分布图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形势图新文化运动时期
的学校、社团及报刊分布图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团、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一、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19年5月一1923年12月)五四运动形势图北京学生游行路线图、各地共产主义
小组分布图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各地党组织分布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及其分布图中国工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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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形势图新文艺团体、文学刊物分布示意图1919年一1922年在上海的主要新文艺团体、文学刊
物一览表，1919年一1922年在北京的主要新文艺团体、文学刊物一览表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北洋
军阀统治的末路(1924年1月一1927年7月)中国国民党组织分布图黄埔军校发展示意图黄埔军校序列表、
黄埔军校第一期至第六期学生入学及毕业人数表国民会议运动与孙中山北上路线图五卅运动形势图、
省港大罢工广州国民政府区域图国民革命军序列表广东革命军第一、二次东征示意图广州农民运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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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形势图宁汉合流示意图三、国民党统治的确立苏维埃革命的兴起(1927年8月
一1931年9月)南昌起义示意图南昌起义部队序列表国民党新军阀割据形势图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全图国
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总统、副总统更迭年表南昌起义部队转战路线图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
军要图广州起义示意图-各地工农武装起义形势图井冈山会师示意图日本出兵山东与济南惨案要图国民
党军北伐与全国统一要图国民党军北伐序列表宁汉战争要图蒋桂战争要图中东路事件要图蒋阎冯桂中
原大战要图蒋军战斗序列表、阎冯桂军战斗序列表革命根据地形势图红二军团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斗序列暨主官姓名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示意图、战前态
势和红军东渡赣江示意图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一)、中央革命根
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示意图、战前态
势图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绩。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示意图、
围歼国民党军示意图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分布图四、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1931年9月一1937年7月)“九·
一八”事变及日军侵占东北三省要图“一·二八”淞沪抗战要图苏家埠战役示意图红三军退出洪湖苏
区向湘鄂边转移路线图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战前态势图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
反“围剿”时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日军侵占热河示意图长城抗战示意图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抗
战要图福建人民政府斗争形势图伪满洲国政区图东北抗日游击队斗争形势图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
围攻”示意图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
战斗序列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陕甘宁边区形势图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与南渡乌江示意图中共中
央进驻延安路线图直罗镇战役示意图“一二·九”运动游行路线图绥远抗战示意图红一方面军东征战
役要图红一方面军西征战役要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示意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区域示意图南方三年游击
战争时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及十五个地区的部分领导人国民政府金融机构分布图收回租界示意图民国
时期各省(区)人口平均密度示意图抗战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形势图抗战前中国农业状况示意图抗
战前中国主要铁路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图抗战前中国工人运动形势图西安事变示意图三十年代
左翼文化团体分布图五、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1937年7月一1945年8月)卢沟桥事变
前形势图日军进攻卢沟桥示意图平津中日军队配置要图平津作战要图国民革命军战区划分图中国军队
指挥系统表南口战役要图、战前态势图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部队分布图、日军在东南亚设立的细菌部
队侵华日军细菌战示意图侵华日军化学战示意图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示意图卢沟桥事变后新建公路
图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形势图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序列表“八·一三”淞沪会战要图“八·一三”淞沪会
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八·一三”淞沪会战日军指挥系统表卢沟桥事变后新辟水路图沿海工业内
迁示意图八路军挺进敌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略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名单。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指挥系统表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转战华北路线图平型关战斗要图、战前敌我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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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太原会战要图八路军配合保卫太原作战要图南京保卫战要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示意图徐州会战要
图徐州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徐州会战日军指挥系统表台儿庄战役要图、台儿庄内战斗态势图新
四军向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示意图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指挥系统表武汉会战要图武汉会战中国
军队指挥系统表、武汉会战日军指挥系统表广州战役要图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大后方城市示意图八路军
第115师挺进山东作战要图南昌会战要图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活动示意图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示意图北
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区域图中国工合运动示意图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高涨示意图中国抗日军政大
学分布图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分布图少数民族抗日活动示意图华侨支援抗战示意图沦陷区人民的反
抗斗争示意图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示意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教育示意图抗日民主根据地经
济建设成就示意图大后方经济发展状况略图随枣会战要图第一次长沙会战要图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惨
案示意图桂南会战要图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形势图枣宜会战要图傀儡政权分布示意图
百团大战要图17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自卫作战要图、皖南事变前形势图重建后的新四军领导人豫南会战
要图新四军各师活动区域图新四军战斗序列表上高会战要图晋南(中条山)会战要图第二次长沙会战要
图第三次长沙会战要图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形势图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分割封锁情况、侵华日军战
斗序列表太平洋战场形势图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要图滇缅路作战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表、滇缅路作战
日军战斗序列表浙赣会战要图19缅北滇西作战要图常德会战要图豫中会战要图长衡会战要图桂柳会战
要图日军历年侵占中国领土略图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形势图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示意图敌后战场
军民大反攻形势图20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主要战绩统计，解放区恢复与扩大统计中国战区受
降及日军集结地区示意图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区图六、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崩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1945年9月一1949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图抗战胜利后铁路图美国帮助国民党运兵
图中国各民主党派建立地略图：重庆谈判示意图上党战役示意图、战前敌我态势图中国人民解放军挺
进东北路线示意图邯郸战役要图昆明“一二·一”运动形势图“一二·一”惨案及全国人民声援示意
图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示意图美国在华驻军和军事顾问团、中国人民反美抗暴示意图内战爆发时敌我
态势图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概况图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示意图军调处执行部在全国活动示意图四平
保卫战要图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示意图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系统表、国民党政府军
事系统表中原突围路线图、1纵1旅东路突围要图苏中战役示意图定陶战役要图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示意图莱芜战役要图、战前态势图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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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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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5年春节，中国地图出版社历史图室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协商编辑一部《中
国现代史地图集》，当时搞中国现代史的几位同仁一方面正忙于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组织的《中
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编辑工作，无暇顾及此事；另一方面大家也感到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担心力不
从心，就搁置下来了。
1985年暑假，编制地图集又重新提起，由武月星同志牵头，组成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国
社科院近代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学者参加的编纂小组，经过半年的准备，是年10月，以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名义，向中国地图出版社历史图室提交了《关于编辑中国现代史地图集的初步设想
》的报告，任务正式定了下来，并着手编制。
工作刚一开始，困难就随之而来。
首先是资料不齐备，最突出是抗日战争部分研究较为簿弱。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时，虽涌现出一批抗战的著作、论文、资料，但作为编绘历史地图的
战役依据，仍显得不够，外出调查，又缺乏经费，《中国现代史地图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1989年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鼎力相助，给予了部分起动经费，并派出段晓微、陈静、要秋霞3
人与武月星同志一道赴南京、上海等地档案馆查阅资料，给《中国现代史地图集》注入活力。
1990年初，特邀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空军指挥学院、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专家学者进入课题组，
形成老中青20余人的强有力的编纂队伍，到1991年5月，作者完成初稿。
之后对《中国现代史地图集》又进行了充实、调整。
1996年1月底，《图集》的全部图文编辑工作完成，前后历时11年。
在编辑《图集》的过程中，得到了在京部分专家学者的热忱指导与帮助。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李文海为本图集题写了图名。
张注洪、李良志、杨策、郭大钧等参加了图集的评审，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彭明、王桧林、马仲廉、罗焕章四位顾问从始至终关怀本图集的编辑，审阅了文稿、照片，对其中的
观点、结构、史实、文字等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张承钧、刘建业二位馆长，参加了《图集》的组织工作，并对《图集》的结
构、图目及内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中国地图出版社从社会需要出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给我们以莫大的鼓舞。
出版社的社长、总编汪季贤亲自过问，前总编龙宗英和社长助理江孝谦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历史图
室在陈洪玲、吴春风两任主任具体组织下，出色地完成了地图的编绘工作；责任编辑顾乃福工作认真
负责，设计了样本、审阅了全部图稿、文字说明和照片，为图稿的编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副总编计
伯仁和邹明方、石奉天、刘学荣等地图专家审阅了全图集，并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出版社的其他部
门也紧密配合，付出了大量劳动，使本图集得以出版。
本图集的清绘工作由地矿部河北地勘局测绘院制图队承担。
本《图集》的编制，还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领导和同志
们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档案与资料。
在编纂本《图集》时，我们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对现代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参考借鉴了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3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马仲廉主编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战史图集》等，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图集》由武月星设计了基本框架，撰写了前言、纲目和每个时期的概述，并负责全图集的统改、
定稿。
杨若荷、齐福霖也参加了统编、修改、定稿和校对工作。
图文作者注在每幅图的文字说明之后；照片制作：吕淑萍、邱玉岭；大事记：杨若荷。
文字修改增删、校对：杨若荷、齐福霖；全《图集》的统改定稿为武月星、杨若荷、齐福霖、刘建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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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集》所用军队番号，均采用国际通用建制名称，如日军的联队相当于团、大队相当于营等。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资料不足，缺乏编制历史地图集的经验，在图目选定、内容表示、文字说明或照
片筛选方面，都难免存在不当之处，诚恳希望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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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史地图集》(精装)图集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客观规律。
它不仅是一部必备的工具书，又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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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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