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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
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
根本保证。
认真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是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的首要任务和基本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作出多方面的努力。
其中，如何结合教材规定的“阅读文献”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为了给同学和老师研读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规定的“阅读文献”提供方便，以便进一步提高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我们编写了这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阅读文献导读》。
　　本书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阅读文献导读》、《阅读文献导读》、《（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阅读文献导读》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阅读文献导读》四部分组成。
各部分中每一个文献都按照统一的体例，即都围绕“写作背景”、“主要内容”、“简要评述”、“
与本教材相关章节内容的联系”、“重要论述选录”等五个方面展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些阅读文献是各门课程都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重复，这些文献导读的前三个方面，即“写作背景”、“主要内容”、“简要
评述”等都在一门课程的导读中出现，其余课程的导读，则不再重复，而用“××××见《导读》”
等文字表明。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习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和各相关专业本专科生的参考教材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参考
用书。
对于其他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员，也是一本较适用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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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阅读文献导读》、《阅读文献导读》、《阅读文献导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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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作完成的，1917年4月在彼得格
勒正式出版。
　　19世纪60～70年代，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
此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
这一变化最根本的表现就是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
阶段。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的统治，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加强镇压
，对外进行侵略、掠夺，战争不断爆发，例如1898年的美希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特别是
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造成了无数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和经济的巨大破坏，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是，战争也唤醒了人民，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情绪和革命要求日益增
长，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运动和罢工浪潮。
1915年，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爆发了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起义。
1916年，爱尔兰爆发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
沙皇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更加
尖锐、激烈。
1916年，俄国工人罢工事件达1500起，参加人数超过100万；农民在许多地区也开展了斗争，他们夺取
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农具，烧毁庄园，撵走地主；士兵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也是此起彼伏，成
千上万的士兵逃离前线。
这些情况表明，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的危机日益成熟。
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时代、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根源及其与革命的关系等，
便成为人们普遍关心和互相争论的重大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都开始了对帝
国主义的理论探索。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
他运用大量资料说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而不
是政治或军事。
但他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是认为帝国主义仅仅是一种政策。
奥地利经济学家希法亭1910年发表了他最主要的著作《金融资本》，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同经济
中的变化有联系，并且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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