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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史在历史学科领域属于新兴学科。
高等学校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创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方在广度和深
度上获得长足进展。
变化发展快捷是新兴学科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伴随国际交流和国内思想解放的扩大与深入，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发展呈现出加速状态。
研究的深入和成果形成的速度进一步超越既往。
2002年，本教材作为教育部“历史学科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第
一次出版，在编写体例和内容方面作了众多创造性尝试。
2004年修订再版，吸收了初版时尚未引入的新成果。
再版至今已历时五年。
五年来，行进在现代性转型道上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常态社会无法比照的巨大发展，学术界对中国现代
史上许多重大史事的认知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现代史以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等整体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
随着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等社会结构的嬗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现代
史的两大主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格局的变化，中国现代史学人必然要不断站在历史的更高
地基上观察、审视和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部发展史，创生众多有新视野、新思想、新资料的新成果
。
本教材此次修订尽可能地吸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成果，在内容取舍、史实考订、认知角度等方面均
做了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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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史（第3版）》为第三版，全面展示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政
权覆灭时期的历史。
书中突出了经济、文化、思想、学术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内容，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别于以往的《中国
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第3版）》此次修订尽可能地吸收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成果，在内容取舍、史
实考订、认知角度等方面均作了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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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北洋政府的统治(1912-1928)第一章 中华民国成立第一节 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
成立一、四川保路运动二、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三、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四、南京临时政府的
政体和经济政策第二节 清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都北京一、南北和谈和清帝退位二、《临时
约法》的制定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三节 袁
世凯巩固统治和民初政争一、袁世凯对民主制度的践踏与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二、二次革命白朗起义
三、《中华民国约法》的制定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第二章 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第
一节 洪宪帝制的建立一、帝制的酝酿和“二十一条”二、洪宪帝制的建立第二节 护国战争一、孙中
山创建中华革命党二、云南独立和讨袁战争的发动三、护国战争的胜利进军洪宪帝制覆灭第三节 新文
化运动的兴起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二、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三、民初的教育四、《新青年
》创刊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第三章 北洋军阀割据的形成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第一节 军阀割
据局面的形成一、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二、“参战”问题和“府院之争”三、张勋
复辟及其失败四、皖系军阀统治的确立和段祺瑞的“毁法”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政权结构一、中央政权
结构二、地方政权结构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第一次护法运动一、护法军政府成立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二、
护法战争的发动和失败三、南北和谈及其破裂第四章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节 五四运动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三、五四运动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一
、新思潮社团和刊物的涌现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众多西方社会理论的传播三、《新青年》与《东方
杂志》的对垒与论争四、“学衡派”的主张五、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六、白话文运动第三节 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一、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二、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论战三、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五章 皖系军阀的衰败和直系军阀统治的建立孙中山发动第二次护法运
动及其失败第一节 直皖战争爆发皖系的衰败一、直皖争夺的加剧二、直皖战争爆发和皖系的失败第二
节 第一次直奉战争一、华盛顿会议与列强对华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二、直奉共掌北京政权及其权力之争
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第二次北伐及其失败一、南方军阀的内争孙中山重建军政府二
、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与南方军阀的“联省自治”三、孙中山发动第二次护法战争陈炯明叛变第
六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发展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一、众多救国方案的提
出与尝试二、中共“二大”召开民主革命纲领制定第二节 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一、中国工人运动的第
一次高潮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第七章 北洋军阀混战的加剧国民革命
的兴起第一节 北洋军阀混战的加剧一、江浙战争二、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变三、奉系执政后的政争
四、善后会议的召开第二节 第一次同共合作的形成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二、国民党改
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三、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平定商团叛乱第三节 国民革命的兴起一、中共“四
大”的召开二、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北上和逝世三、五卅运动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广州国民
政府成立第八章 北伐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进入高潮第一节 北伐前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一、
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分化和廖仲恺遇刺二、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与国民党的文化转向三、西山会议和国
民党“二大四、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五、北伐战争的酝酿六、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第二节 革命势力对直奉联合政权的挑战一、直奉军阀结成“反赤”同盟二、关税特别会议和法权
会议三、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与“首都革命四、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倒台
五、“护法”与“护宪”：直奉两系的明争暗斗六、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第三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一、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四、工农运动在湘、鄂、
赣地区的迅猛发展第九章 北洋军阀割据结束第一节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的政局一、“安国军政府”的
成立二、各派军阀的明争暗斗三、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四、“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五、
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紧急时期的政策策略第二节 北洋军阀割据局面的结
束一、武汉国民政府的严重危机“七一五”政变二、宁、汉合流及国民党各派的纷争三、南京国民政
府的北伐四、东北易帜北洋军阀割据时代结束⋯⋯下篇 难经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8-1949)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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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1902年至1905年问，孙中山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在欧美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进一步
扩大革命影响，并酝酿建立新党的计划。
1905年7月，孙中山到日本横滨，在各革命团体领导中间做工作，倡议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
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
经过酝酿，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草拟的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
黄兴主持执行部庶务科，在总理外出时代理总理工作。
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据统计，1905至1907年间加入的会员，98%以上都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报《民报》。
同盟会不同于在它之前建立的那些革命小团体，它把国内外革命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已具备近
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规模，并成为当时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该纲领由孙中山1903年在东京建立
革命军事学校时首次提出，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其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
“三民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反满，亦即推翻清政府，并
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二是实现民族独立。
所谓反满，不同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
孙中山曾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
的满洲人。
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可见，革命派反满，实质上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革命派没有公开提出反帝口号，虽然与他们自身力量不够和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有关，但由于清
王朝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反帝的内容。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建立民国”，是要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军政府宣言》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大总统由国民公举。
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
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初步勾画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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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现代史》（第三版）终于出版了。
本书是1994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王庭科教授主持申请立项，经教育部（当时为国家教委）批准的“历史
学科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的中国现代史分课题，以及四川大学“振兴计划重点
课程中国现代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课题的成果，也是教育部“新世纪历史学科专业人才
培养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与课程体系研究与探索”课题的成果之一。
国内众多高校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调查资料，11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学者
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工作。
教育部和四川大学提供了经费。
全书的体例和编写大纲由陈廷湘教授提出和编定。
各章节初稿执笔分工如下：第一章，曾崇碧；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三、四，贾国静，第三
节一、二，李双龙；第三章第一、三节，包黎.第二节张拓元；第四章.谢增寿；第五章，张祏元；第
六章，王安平、刘丽敏、操世元；第七章，高振军；第八章、第九章，徐学初；第十章第一节，罗兰
英，第二节，谭刚；第十一章，田利军；第十二章，孙大权；第十三章.李慧字；第十四章.张践；第
十五章第一节一、二、三、五，杨宇明，第一节四，刘方建，第二节，李慧宇；第十六章，韩渝辉；
第十七章，常云平、李娅丽；第十八章.潘洵、张守广；第_卜九章，第一节、第二节二、三、四、第
三节，张才良，第二节一，徐源松；第二十章第一节，冉绵惠，第二节.吴炎、刘兴全：第二十一章第
一节，李星亮，第二节，匡济才，第三节，黄茂；第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一、三、四、
五，江红英，第三节二，徐源松，第四节，孙大权；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张金岭、刘贤昌，第二节一，
周鼎，第二节二，陈昌文、郑莉，第二节三，陈廷湘，第三节一，周鼎，第三节二.陈昌文、欧阳英林
，第三节三，刘方建.第四节，胡良贵：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张志红，第二节，陈廷湘，第三节，梁红
。
陈廷湘负责全书统稿，并参与大多数章节撰写。
本书编写参考了大量的教材、专著和论文，限于篇幅，书后只列出主要书目，大量的参考书和论文都
无法一一列出，这里谨向作者致歉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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