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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龚育之党史论集(套装上下册)》的出版得到了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湖南人民出版社领导
对《龚育之:党史论集(套装上下册)》的出版予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责任编辑莫金莲、李茜、邓胜
文为《龚育之:党史论集(套装上下册)》的出版付出了辛劳。
在此，我们向上述各位同志、广州市委宣传部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致以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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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1．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读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2．学
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　4．论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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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　11．《实践论》三题　12．几个历史争论的回顾——读《刘少奇
选集》下卷首次发表的三篇手稿　13．毛泽东和新中国的起步　14．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15．思想解放的新起点　16．党的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　17．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
点　18．党史研究与当代改革　1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20．社会主义
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21．走自己的道路　22．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
笔记　23．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围绕邓小平有关论述的对谈录　24．新的革命?新的理
论?新的旗帜——十四大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25．线索和阶段——论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6．党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党史新著——读薄一波《若干
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27．刘少奇与新中国经济建设——读《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
　28．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29．邓小平论毛泽东　3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下卷　31．
弦急琴催志亦酬——乔木同志的最后岁月和《回忆毛泽东》的写作　32．时代的重托，历史的选择—
—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由来　33．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由来和意义　34．三
件事和三点思路——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座谈会上的发言　35．犹思挥笔追班马——读《胡绳文
集》　36．理论探索的一份财富——读《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　37．理论学习和党史研究——从《
纲要》谈起　38．党的文献和党史研究——读《万里文选》　39．理论队伍的理论武装　40．“壮心
未与年俱老”——读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战争岁月)》　41．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
集》　42．先驱者的信念——读《杨匏安文集》　43．刘少奇论毛泽东思想：今天的启示——读刘少
奇《论党》　44．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　45．两大历史关头的道路选择　46．业绩?
思想?风范　47．十五大精神和党史研究　48．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49．思想解放和
新时期二十年　50．学习理论和研究党史的结合　51．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和从十
五届三中全会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52．不尽长江滚滚来　53．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
稿的编写　54．“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　55．邓小平理论：新中国五十年历史的科学总
结　56．理论来自历史　57．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　58．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　59．关于党史教科
书的审定　60．对理论和党史教学的一个浪漫设想　61．关于建国以来党史的分期　62．再谈建国以
来党史的分期　63．三次三中全会：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64．关于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文献　65
．关于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要求　66．为建党八十周年和历史决议二十周年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67
．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　68．明确的目标艰辛的探索　69．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
讲话——纪念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70．始于和成于之间首创和坚持之间——读薄老党史新著　71．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有感　72．读《李君如文集：邓小平理论研究》　73．十三年：奋斗
历程和基本经验　74．十三年与新时期党史的分期　75．再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76．党的最
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77．毛泽东文献编辑的文本选择　78．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　79．在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的发言　80．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81．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访龚育之教授　82．在刘少奇《论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83．
读《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所想到的　84．漫谈口述历史　85．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　86．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　87．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　88．一个让读者更多
了解领袖历史的方式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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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坚决支持这个意见，这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党的历史，看待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科
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就是从整个历史着眼来看问题。
第二点，这个决议是在公正地评价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基础上，来评价毛泽
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可以说，历史决议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国内国外，也看到了党内党外，特
别是看到了党内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
拿国外来说，这个决议讲了中国革命的国际条件和中国革命所得到的国际帮助。
共有几处地方：一处是我们党建立的时候，除了十月革命这个背景以外，讲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
我们党的诞生的帮助。
第二处地方，抗日战争期间，讲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首先是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
互相配合，互相支援。
我们支援了他们，也得到他们的支援。
第三个地方，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援助，这些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对这些
事实，我们把它们如实地反映在我们的历史决议上。
当然后来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大党沙文主义，背信弃义地破坏我们和威胁我们，我们与它进行坚
决斗争，那也记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了，共产国际对于我们的一些消极影响，决议里面也讲到了。
但是，国际的帮助，我们也如实地写到历史决议上。
这是讲的国际的方面。
在国内，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也要看到党外革命力量的作用。
决议从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讲起，讲到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要分裂，而以宋庆龄
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的正确方针。
还讲到抗战前夕，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它对国内局势从“内战”转到“国
内和平”准备抗日，起到重大的作用。
在我们党的历史决议上，对这样的党外的革命力量，后来杨虎城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是烈士了，
也给他们公正地写上一笔。
还讲到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以后民主党派的作用。
特别重要的是对我们党内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同志，他们所做的努力，他们所做的贡献，都在一个简
要的历史回顾和历史决议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加以全面的考虑。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对党史编写工作的一种强烈的要求。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间不光是颠倒了许多历史，歪曲了许多历史，而且对历史上很多事情处理是不
公正的。
许多同志、许多方面的历史功绩被抹杀了，或者被贬低了的，我们现在来拨乱反正，就要如实地把我
们党的历史上各方面的贡献都给摆一个适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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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年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龚育之论中共党史》。
那本文集收录了龚育之同志一九九九年以前的49篇党史文章，颇受好评和关注。
此后直至二oo七年去世，龚育之同志又陆续写了多篇党史文章。
现在我们想在原文集的基础上，充实他新写的作品，重新选编一部他的党史文集。
此议得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赞同和支持，于是有了这部《龚育之党史论集》。
龚育之同志是著名的党史学家，一生党史著述甚丰。
原来那本文集，是龚育之同志自己选编的。
如今他不在了，怎样选编，才能既全面又集中地反映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呢？
我们考虑，以选编他的理论性、评论性文字为主；至于考订、叙述、回顾性的文字，因为已经有了三
册《党史札记》和《在漩涡的边缘》、《“阎王殿”旧事》等回忆性集子，就不再收录。
龚育之同志一贯倡导论从史出，而且身体力行，阐述理论观点都是建立在对浩瀚史料的梳理扒抉、对
纷繁史实的扎实考订的基础上的，从不空论。
因此，这部文集虽然以“论”为特点，但并不枯燥刻板，而是夹议夹叙，娓娓道来，了无“八股”的
程式和腔调。
选目最初由韩钢提出，经孙小礼教授筛选补充，征求石仲泉教授的意见后确定。
全书共收录89篇文章，近半是一九九九年以后的新作。
石仲泉教授欣然应允以新作《独特的超越——龚育之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几个贡献》作为代序。
中共中央党校讲师沈传亮、博士后王启峰承担了清样校对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琦也校
对了部分清样。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湖南人民出版社领导对本书的出版予以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责任编辑莫金莲、李茜、邓胜文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
在此，我们向上述各位同志、广州市委宣传部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致以敬意和谢意。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龚育之同志诞辰80周年，这本文集的出版自然有双重意义：
既为庆祝国庆，也为纪念他的诞辰。
对这位一生以读书、思考、写作为主要生活内容和方式的著名学者来说，整理、编辑、出版和研究他
的文字遗产，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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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老龚写了大量文章，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不少富有创意的新观点，立了一个又一个很有影响新思
想，成为党史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和大家。
他的思想非常解放，不断与时俱进，因而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面旗帜，老龚关于学的理论和研究的
总体建树，对当今党史学界言也可视为某种“独特的超越”。
像他那样“文理交融”，“史论贯通”的党史大家太少了，他走后留下的学术空间，很难在适时得到
弥补。
  　　——石仲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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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龚育之党史论集(套装上下册)》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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