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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8 年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
。

论文方面
,

据

不完全统计
,

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近 4 0 00 篇
。

这些论文涉及中

国现代史的各个方面
,

内容十分丰富
。

现将这些论文中的部

分观点分四类综述于后
,

供研究者参考
。

( 一 ) 关于
“

五四
”

运动的研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由于提倡实事求是和思想解

放
,

在
“

五四
”

运动研究中
,

史学界突破传统定论和学术禁区
,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

但力度不够
,

李坚认为还有若干

误区① :

第一
,

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关于
“
五四

”

运动的评价
。

毛泽东主要是从现实和政治的需要出发去论史
,

所以难免失

真
。

如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
,

实则在此之

前梁启超等人对马恩著作已作过介绍
。

第二
,

关于具有初步

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其在
“

五四
”

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

在
“

五四
”
运动中陈独秀仍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

毛泽东等信

仰无政府主义
。

毛泽东提出
“
五 四

”

时期出现大批具有初步共

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

此说显然有误
。

严格地说
,

一批初步

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应在
“

五 四
”
运动之后

。

第三
,

关于各阶级

参加
“

五四
”

运动的问题
,

过分抬高了工人的觉悟和作用
,

贬

低了商界和 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觉悟
,

不符实
。

运动的结局应该是各种力量的综合
,

工人的觉悟程度和参加

斗争时间
,

要低于和晚于学生
、

商界和 民族资产阶级
。

第四
,

关于
“

五四
”
运动的领导权与思想基础问题

。

传统观点认为是

初步共产主义者
,

否认其他社会力量的领导
;
思想基础是布

尔什维主义
。

从整体上看
,

运动是 自发的
,

没有统一的领导
。

从主导上讲
,

各地
、

各阶层的领导力量属资产阶级
。

爱国主

义
、

民主主义
,

才是其思想基础
。

欧阳哲生在《胡适对
“

五四
”

运动的历史诊释 》 ②一文中
,

首先引用 了
“

话语
”
一词 (非纯语言学概念

,

更主要的是一个

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 )
,

指 出

“

五

四
”

运 动 是 由 两 大 思 潮
(激 进 主 义 和 自 由主 义 ) 催 化 而 成

。

激

进 主 义 不 排 斥 民 主

,

但 对 革 命 的 热 情 又 不 择 手 段

,

最 终 将 自

己 推 向 反 民 主 的 道 路

。

自 由 主 义 也 不 反 对 革 命

,

但 对 纯 正 民

主 生 活 方 式 的 追 求

,

使 其 不 得 不 抛 弃 日 渐 暴 力 化 的 革 命

,

走

上 了 渐 进 之 路

。

激 进 主 义 后 来 在 政 治 上 得 势 后

,

革 命 话 语 系

统 就 成 为 主 流

,

由 此 而 产 生 的 后 果 有 二

:

其 一

, “

五 四
”

传 统 丰

富 内 涵 被 某 种 单 一 话 语 所 阐 释

,

其 中 某 些 成 份

,

诸 如 革 命

、

爱

国 主 义

、

俄 国 十 月 革 命 之 影 响 等

,

被 不 成 比 例 地 扩 大

;
另 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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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 与 自 由 主 义 相 关 的 思 想

,

如 个 性 主 义

、

思 想 自 由 等 则 被 淡

化

、

忽 视

。

由 此 阐 释 和 助 长 的

“

五 四
”

传 统

,

实 际 上 不 过 是 激 进

主 义 的 革 命 传 统

。

其 二

,

许 多 学 者 由 于 接 受 了 革 命 话 语 系 统

思 想 的 影 响 和 训 练

,

习 惯 于 从 反 帝 反 封 或 启 蒙 救 亡 的 视 角 透

视

“

五 四
”

运 动

,

因 此 研 究 思 路 不 张

。

胡 适 对

“

五 四
”

运 动 的 基

本 立 场 就 是 自 由 主 义

,

对 于 革 命 话 语 系 统 强 化

“

五 四
”

的 革 命

性 色 彩

,

他 深 为 戒 惧

。

他 理 解

“

五 四
” ,

认 同

“

五 四
” ,

但 他 深 知

如 不 从 理 性 的 角 度 加 以 适 当 的 解 释

,

对 新 文 化 运 动 的 历 史 意

义 和 真 实 内 涵 予 以 深 刻 挖 掘

, “

五 四
”

运 动 的 内 在 局 限 就 会 放

大

,

它 本 应 有 的 历 史 意 义 终 将 丧 失

。

胡 适 自 由 主 义 话 语 的 特

点 主 要 有

:

幽 暗 意 识
(对 各 种 黑 暗势 力 的 正视 与 省 悟 )

、

自 由

意 识 (个 性 解 放
,

思 想 自 由
)

、

开 放 的 意 识

。

他 一 方 面 希 望 继 承

“

五 四
”

运 动 的 自 由

、

解 放 精 神

,

一 方 面 又 优 虑 青 年 学 生 的 政

治 热 情 泛 滥

,

形 成 一 种

“

不 容 忍
”

的 革 命 浪 潮

;

他 肯 定

“

五 四
”

运 动 的 爱 国 性 质

,

赞 扬 学 生 的 爱 国 激 情

,

但 又 害 怕 学 生 的 爱

国 热 情 膨 胀

,

成 为 新 的 排 外 主 义 运 动 或 狭 隘 的 民 族 主 义 运 动

的 思 想 资 源

;

从 他 最 初 对 学 生 运 动 提 出 理 性 化 的 要 求

,

到 他

强 调

“

五 四

”

的 自 由 主 义 性 质

,

再 到 他 晚 年 反 省

“

五 四

” ,

称 它

是

“

一 项 不 幸 的 政 治 干 扰

” ,

可 以 看 出 胡 适 始 终 将

“

五 四
”

运 动

作 低 调 处 理

,

与 激 进 主 义 革 命 话 语 的 高 调 形 成 了 对 比

。

关 于

“

五 四
”

运 动 反 帝 彻 底 性 的 问 题

,

华 东 师 大 的 周 一 平

有 以 下 观 点

③ : “

五 四
”

精 英 如 胡 适

、

陈 独 秀 等

,

当 时 对 帝 国 主

义 尚 无 理 性 认 识

,

故 不 可 能 彻 底 反 帝

; “

五 四
”

运 动 只 反 对 日

帝

,

且 仅 限 于 抵 制 日 货

; “

彻 底 反 帝

”

的 调 子 是 后 来 拔 高 的

。

这

对 传 统 陈 说 是 不 小 的 突 破

。 “

五 四
”

新 文 化 是 中 国 文 化 转 型 的

一 个 里 程 碑

。

段 培 君 对 新 文 化 价 值 结 构 及 特 点 作 了 论 说

① ,

认 为 新 文 化 价 值 结 构 有 四 个 层 面 构 成

:

文 化 内 容
( 民 主 与 科

学
,

且 具 有 独 立 的 主 体 地 位
) ;

文 化 载 体 和 形 式
( 白 话 文 和 新

的 文 学式 样 ) ;
文 化 理 论

( 中西 文 化 结 构 层 次 的 比 较 ) ;
文 化 机

构 和 组 织 ((( 新 青 年 》 杂 志 和 北 京 大 学 等 传 播 媒 介 与 教 育 机

构 )
。

四 个 特 点 是

:

(一 )构 成 方 面
,

西 方 的 文 化 内 容 与 中 国 民

间 文 化 形 式 的 某 种 整 合

; (二 ) 功 能 方面
,

强 烈 的 意 识 形 态 性

;

( 三 )高 度 的 相 干 性 是 五 四 新 文 化 结 构 作 为 思 想 文化 子 系 统

与 其 它 系 统 之 间 在 相 互 关 系 方 面 的 显 著 特 点
; ( 四 )理 论 方

面
,

在 中 西 文 化 比 较 中 从 进 化 观 到 唯 物 主 义 的 文 化 观

。

实 际

上

,

新 文 化 结 构 的 特 点 由 发 展 观 到 唯 物 主 义 观

,

当 是 后 事

。

朱 志 敏 在 《
“

五 四

”

时 期 进 步 知 识 分 子 民 主 观 新 探
》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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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

( 一 )
“

五 四
”

前 期 新 文 化 运 动 中

,

从 事 启 蒙 运 动 的 知 识

分 子 对 于 民 主 的 理 解 不 尽 相 同

,

陈 独 秀

、

李 大 钊

、

胡 适 等 人 的

主 张 各 有 侧 重 江 二 )一 战 后
,

进 步 知 识 分 子 民 主 思 想 发 生 变

化

,

对 民 主 含 义 进 行 了 再 认 识

; (三 ) 进 步 知 识 分 子 在 接 受 马

克 思 主 义后
,

大 多 抛 弃 了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的

“

民 主 精 义

” ,

认 为

通 过 阶 级 斗 争 实 行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才 是

“

民 主
”

。

(二 ) 关 于 蒋 介 石 与 抗 战 前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的 研

究

如何 从不 同的侧面实 事求是地看 待南京政府 的方针政

策问题
,

是
1 9 2 7

年 到
1 9 3 7

年 研 究 中 的 一 个 焦 点
。

周 颂 伦 在 收 集 大 量 珍 贵 史 料 的 基 础 上 指 出
⑥ :

决 定 蒋 介

石 在 第 二 次 北 伐 中 态 度 的

,

不 是 青 山 会 谈

,

而 是 在 此 之 前 的

箱 根 密 约

,

它 才 是 蒋
1 9 2 7

年 访 日 的 真 正 结 果
。

密 约 的 内 容

是

: “
( 一 ) 日本承 认 与共 产 党 分 离

、

与 苏 联 断 绝 后 国 民 革 命 的

成 功

、

支 那 的 统 一

。

( 二 )支 那 承 认 日本 在 满 洲 的 特殊 地位 与

权 益
。

以 此 为 要 点

,

双 方 圆 满 地 达 成 了 谅 解

。 ”

东 北 易 帜 到

“

九 一 八

”
这 段 时 期

,

张 学 良 集 团 与 南 京 政 府

关 系 十 分 微 妙

。

郭 正 秋 认 为

⑦ :

蒋 介 石 企 图 用

“

外 交 解 决

”

手

段 控 制 东 北

,

而 张 学 良 则 极 力 把

“

外 交 麻 烦
”

推 给 蒋 介 石

。

最

终

,

张 学 良 经 历 依 赖 和 失 望 后

,

走 向 自 主

。

此
期

的 蒋

、

张 关 系

,

实 质 是 统 治 阶 级 内 部 中 央 与 地 方 集 团 利 益 冲 突 的 反 映

。

3 0
年 代

,

国 民 党 内 部 争 权 夺 利 的 斗 争 十 分 激 烈

。

杨 天 石

在 收 罗 鲜 为 大 陆 学 者 所 知 史 料 的 基 础 上
⑧ ,

详 尽 论 述 了 国 民

党 内 反 蒋 抗 日 的 四 股 潮 流

,

文 中 的 史 料 尤 为 珍 贵

。

西 安 事 变 是 由 国 内 战 争 向 民 族 战 争 转 变 的 关 键

。

刘 灿 华

在 《 西 安 事 变 中 国 民 党 主 和 派 的 和 平 救 蒋 活 动 》⑧
中

,

对 宋 美

龄

、

宋 子 文

、

孔 祥 熙 等 为 代 表 的 主 和 派 的 作 用

,

作 了 充 分 的 肯

定

,

相 对 传 统 观 点 中 过 分 强 调 中 共 作 用 是 一 个 突 破

。

实 际 上

有 人 已 指 出

:

周 恩 来 到 西 安 后

,

中 共 才 最 终 决 定 不 杀 蒋

。

对 于 南 京 政 府 的 对 外 政 策

,

传 统 观 点 多 持 否 定 和 批 评 的

态 度

。

徐 锋 在 《 试 论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初 期 的 外 交 政 策 》 L
一 文

中
,

对 南 京 政 府 在 维 护 国 家 的 完 整

、

独 立 以 及 民 族 尊 严 方 面

,

给 予 了 一 定 的 肯 定

。

余 子 道 在
《 敌 乎 ? 友 乎 ? 三 十 年 代 关 于 中

日关 系 的 一 场 论 争 》@
指 出

:

蒋 介 石 一 派 力 图 化 敌 为 友

、

避 战

趋 和

;
汪 精 卫 一 派 始 终 认 敌 为 友

,

主 张 满 足 日 方 要 求

;

各 派 人

士 认 为 中
日

战 争 不 可 避 免

,

力 主 抗 战

。

作 者 在 文 章 的 结 尾 部

分

,

引 用 了 中 国 社 科 院 近 代 史 所 名 誉 所 长 刘 大 年 先 生 和 台 湾

国 民 党 中 央 党 史 会 前 主 任 委 员 李 云 汉 先 生 的 两 种 截 然 相 反

的 结 论

,

孰 是 孰 非

,

让 读 者 定 论

。

3 0 年 代 的 对 外 关 系 中
,

中 德 关 系 是 较 为 重 要 的 一 环

,

但

相 关 研 究 较 少

。

刘 殿 君
L

对 德 国 对 华 军 援 作 了 充 分 肯 定

。

经 济 建 设 的 好 坏

,

对 国 家 发 展 起 决 定 作 用

。

周 绍 英 对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在 九 一 八 事 变 后 加 快 经 济 建 设

,

把 经 济 建 设

、

财

政 金 融

、

交 通 运 输 与 国 际 建 设 联 系 起 来 的 作 法 作 了 评 述

@ ,

肯 定 了 它 对 抗 战 的 积 极 作 用

。

关 于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税 制 改 革 问 题

,

陈 勤 在 《 试 论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的 税 制 改 革 》L
文 中

,

认 为

:

收 回 了 一 些 主 权

,

抑 制 了

外 国 资 本 主 义 对 中 国 人 民 的 盘 剥

,

保 护 了 民 族 工 商 业 的 发

展

。

作 者 还 指 出

:

南 京 政 府 的 税 制 改 革 是 在 极 艰
巨 的 条 件 下

进 行 的 (外有列 强的干涉与 牵制
,

内 有 地 方 实 力 派 的 顽 固 阻

挠 )
,

取 得 这 些 成 就 实 属 不 易

。

张 生 对 宋 子 文 任 财 政 部 长 后

,

奠 定 国 民 政 府 关 税 的 基 本 框 架

;
孔 祥 熙 任 财 政 部 长 后

,

实 行

关 税 改 革 和 打 击 走 私

,

都 作 了 实 事 求 是 的 肯 定
L

。

(三 ) 抗 日战 争 与 中 外 关 系 的 研 究

熊沛彪在 《 九 一 八 事 变 后 日 本 的 对 华 外 交 及 战 略 意 图

— 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 L
中

,

综 观 了 日 本 的

“

协 和 外

交
”

和

“

武 力 外 交

”

两 种 策 略

,

围 绕 其 在 东 亚 战 略 中 交 替 推 行

的 发 展 过 程

,

指 出 以

“

经 济 提 携

”

为 核 心 的

“

协 和 外 交
” ,

实 质

是 要 先 从 经 济 上 使 中 国 逐 步 沦 为 日 本 的 附 庸

,

以 此 为 基 础

,

进 一 步 实 现 对 华

“

全 面 提 携

” ,

实 现 对 华 全 面 控 制

,

确 立 日 本

“

指 导 下
”

的 东 亚 国 际 秩 序

。

而

“

武 力 外 交

”

则 与 前 者 齐 头 并

进

,

企 图 以 局 部 扩 张 为 基 础

,

实 现 对 华 全 盘 目 标

。

二 者 目 标 一

致

,

方 式 不 同

。

其 战 略 意 图 一 方 面 旨 在 建 立 一 个 在 对 苏 美 英

战 争 中 取 胜 的 总 体 战 体 制

,

另 一 方 面 则 要 设 法 使 中 国 由 亲 英

美 转 向 亲 日

,

奠 定 其 东 亚 霸 主 地 位

。

针 对 日 本 在 不 同 阶 段 的

对 华 政 策

,

南 京 政 府 的 对 策 经 历 了 由 缓 和 谈 判 到 针 锋 相 对 的

变 化 过 程

,

从 有 利 抗 日 和 争 取 美 国 支 持 的 角 度

,

不 断 调 整 对

日 对 策

,

提 示 了 日 本 对 华 战 略 策 略 破 灭 的 必 然 性

。

对 于 皖 南 事 变 后 的 国 共 关 系

,

马 若 义 在
《 皖 南 事 变 后 国

共 关 系 由 对 抗 走 向 缓 和 的 历 史 考 察 @)) 一文中
,

阐 述 了 两 党

关 系 从 迅 速 出 现 政 治 对 立

、

军 事 对 峙 的 全 面 对 抗 局 面 向 缓 和

对 抗

、

谋 求 对 话 的 转 变

,

直 至 迅 速 结 束 对 抗

、

合 作 抗
日 的 发 展

历 程

,

又 从 当 时 的 国 内 外 环 境 考 察 了 迅 速

“

解 冻

”
的 原 因

,

指

出 首 先 在 于 国 内 全 国 人 民 尤 其 是 侨 胞 和 中 间 党 派 的 有 力 推

动

,
其 次

,

国 际 因 素 的 有 力 制 约

,

反 法 西 斯 的 国 际 形 势 使 国 共

团 结

、

共 同 抗 日 尤 为 重 要

;
加 之 日 本 利 用 此 时 机 大 肆 进 攻 河

南

,

激 化 了 民 族 矛 盾

。

迅 速 结 束 对 抗 是 两 党 调 整 策 略

,

共 同 努

力 的 结 果

,

而 蒋 介 石 于 事 发 后 发 表 的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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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话

,

是 皖 南 事

变 后 国 共 关 系 由 对 抗 走 向 缓 和 的 关 键 和 转 折 点

。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前 的 英 美 对 日 妥 协 倾 向

,

一 般 被 称 为

“

东 方 慕 尼 黑

” 。

王 建 朗
《 试 评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前 的 英 美 对 日

妥 协 倾 向 》 L
一 文 认 为

, “

远 东 慕 尼 黑
”

不 能 用 在 英 美 在 东 方

的 对 日
妥 协 倾 向 上

。

因 为

“

慕 尼 黑
”

妥 协 至 少 应 具 备 几 个 特

征

:
1

、

妥 协 的 内 容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具 有 全 局 性 影 响 的 问 题

; 2
、

妥 协 者 所 出 卖 的 是 他 国 的 重 大 利 益
;
企 图 牺 牲 他 人

,

保 全 自

己
; 3

、

妥 协 的 目 标 是 绥 靖 侵 略 者

,

而 不 是 为 了 日 后 不 可 避 免

的 一 战

。

通 过 逐 个 检 讨 英 美 的 重 大 妥 协 行 为

,

发 现 无 论 是 英

国 的 有 田 一 克 莱 琪 协 议 和 关 于 滇 缅 路 禁 运 达 成 的 协 议

,

还 是

《 日 美 谅 解 案 》
,

都 是 受 制 于 情 势 的 权 宜 之 举

,

都 是 旨 在 阻 缓

日 本 侵 犯 其 利 益 的 局 部 性 妥 协

。

英 美 远 东 政 策 的 主 流 是 援 华

制 日

,

这 些 妥 协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牺 牲 的 是 妥 协 者 的 权 益

。

《 苏 日 中 立 条 约 》 是 苏 联 民 族 利 己 主 义 的 突 出 例 子
,

所 附

“

宣 言 书

”

是 对 中 国 领 土 主 权 的 侵 犯

。

李 嘉 谷 在 《 论 苏 日 中 立

条 约 的 签 订 及 其 对 中 国 抗 战 的 实 际 影 响 @)) 中
,

认 为 条 约 所

附

“

宣 言

”

侵 犯 了 中 国 的 领 土 主 权

,

伤 害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民 族 感

情

,

是 对 中 国 抗 日 军 民 心 理 上 的 重 大 打 击

,

并 导 致 日 本 更 肆

.

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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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地 侵 略 中 国
。

同 时

,

条 约 的 签 订 并 没 有 使 苏 对 华 援 助 政 策

改 变

,

所
以

对 当 时 中 国 抗 战 的 不 利 影 响 不 宜 估 计 过 重

。

就 二

战 全 局 看

,

条 约 的 缔 结 还 有 其 积 极 意 义

。

对 于 稳 定 远 东

,

避 免

东 西 两 线 作 战

,

集 中 力 量 战 胜 法 西 斯 德 国

,

促 成 整 个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的 胜 利

,

具 有 重 要 战 略 意 义

。

(四 ) 关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历 史 的 研 究

曾长秋在 《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时 期 若 干 史 实 新 证 》@
中

,

指

出 党 创 建 于
1 920 年

,

1 9 2 1
年

“

一 大

”
召 开 前

,

名 称 就 是

“

中 国

共 产 党

” ,

而 不 是 共 产 主 义 小 组

。

当 时 就 有 党 纲

、

宣 言

、

党 刊

。

有 中 央

、

支 部 和 外 围 组 织

;
有 总 书 记 及 驻 共 产 国 际 的 代 表

。

从

组 织

、

章 程 上 具 备 一 个 党 派 的 成 立 条 件

。

中 共 党 组 织 在 上 海

成 立 后

,

又 在 北 京

、

武 汉

、

广 州 等 地 成 立 支 部

,

接 受 上 海 的 领

导

,

所 以

,

各 地 的 早 期 组 织 一 律 称 支 部

。

史 料 表 明

,

济 南 和 长

沙 在

“

一 大
”

前 并 未 建 立 支 部

。

另 外

,

包 惠 僧 参 加

“

一 大

” ,

只 是

偶 遇

,

不 是 作 为 代 表 出 席

。 “

一 大

”
开 幕 地 点

,

党 史 都 称 是 在 李

汉 俊 家

,

但 依 据 近 年 来 考 证

, “

一 大

”

前 五 次 会 议 的 会 址 应 是

上 海 博 文 女 校

,

国 际 代 表 还 在 博 文 女 校 举 行 的 开 幕 式 上 作 了

报 告

。 “

一 大
”

于
8 月 5 日 闭 幕

,

而 非 普 遍 认 为 的
7 月 31 日

。

中 央 局 和 书 记 处 是 同 时 产 生 的 两 个 机 构

,

而 非 合 而 为 一

。

在
《 对 大 革 命 时 期 革 命 领 导 权 问 题 的 再 认 识 》 。

一 文 中
,

赵 军 祥 区 别 了 阶 级 领 导 和 政 党 领 导 两 个 概 念

,

认 为 阶 级 领 导

指 的 是 政 治 上 的 领 导

,

而 政 党 领 导 则 是 组 织 上 的 领 导

,

是 对

具 体 革 命 行 动 的 指 导

。

前 者 是 后 者 的 向 导 和 指 南

;
后 者 则 是

贯 彻 前 者 的 具 体 步 骤 和 保 证

,

二 者 一 般 是 一 致 的

。

但 大 革 命

时 期

,

阶 级 领 导 归 于 共 产 党

,

政 党 领 导 则 归 于 国 民 党

,

二 者 通

过 两 党 合 作 得 到 了 间 接 统 一

。

在 当 时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

由 于 国

民 党 的 革 命 性 和 共 产 党 的 正 确 方 针

,

国 民 党 对 国 民 革 命 的 领

导 也 基 本 体 现 了 无 产 阶 级 的 阶 级 领 导

,

无 产 阶 级 的 意 志 和 利

益 很 好 地 得 以 体 现

。

所
以 以 国 民 党 的 革 命 性 为 基 础

,

实 现 了

阶 级 领 导 和 政 党 领 导 的 间 接 统 一

,

是 特 殊 条 件 下 的 一 种 形

式

。

大 革 命 的 最 终 失 败

,

是 这 种 间 接 统 一 的 分 裂

。

史 学 界 关 于 土 改 运 动 的 重 大 作 用

,

多 限 于 其 对 革 命 战 争

胜 利 的 影 响 方 面

。

郑 志 廷 在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土 地 改 革 历 史 作

用 新 探 》L
中

,

从 其 对 中 国 农 村 由 传 统 农 业 向 工 业 文 明 社 会

转 变 中 的 作 用 作 了 分 析

,

指 出 就 此 而 言

,

土 改 是 共 产 党 人 推

进 工 业 化 进 程 的 重 要 步 骤

。

它 从 根 本 上 废 除 了 中 国 土 地 上 盘

根 错 节 的 封 建 制 度 的 根 基

,

使 农 民 获 得 了 土 地

,

可 以 将 生 产

所 得 用 于 扩 大 再 生 产

。

同 时

,

农 民 的 生 产 积 极 性 空 前 高 涨

,

大

大 提 高 了 农 业 生 产 力

。

这 一 变 革 使 解 放 区 农 村 走 向 经 济 富

裕

、

文 化 发 达 的 新 社 会

,

同 时 为 工 业 的 发 展

,

提 供 了 足 够 的 原

料

,

开 拓 了 更 广 阔 的 市 场

,

创 造 了 中 国 工 业 化 的 前 提 条 件

。

所

以

,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的 土 地 改 革

,

是 中 国 农 村 实 现 工 业 文 明 转

变 的 必 经 阶 段

。

西 柏 坡 精 神 研 究 在 近 年 来 兴 起

,

学 界 对 其 认 识 不 一

。

谢

忠 厚 在 《 关 于 西 柏 坡 精 神 研 究 的 几 个 问 题 @)) 一文中
,

认 为 西

柏 坡 精 神 是 中 共 中 央 在 领 导 历 史 性 转 折 的 伟 大 实 践 中 铸 就

的 代 表 历 史 转 折 时 代 要 求 的 革 命 精 神

。

作 者 较 系 统

、

全 面 地

阐 述 了 精 神 的 本 质

、

基 本 内 容 及 其 相 关 的 历 史 主 题

、

重 要 课

题

,

并 阐 述 了 研 究 西 柏 坡 精 神 的 基 本 思 路

,

认 为 研 究 应 包 括

四 个 关 联 的 方 面

:

精 神 的 产 生 和 形 成

、

其 本 质 与 内 涵

、

精 神 渊

源

、

精 神 的 弘 扬 和 发 展

。

而 宋 志 宏 和 李 丽 芬 在 《论 西 柏 坡 精 神

的 历 史 内 涵 @}) 中
,

着 重 阐 发 了 其 历 史 内 涵

,

即 我 们 党 在 破 坏

旧
世 界

、

建 设 新 世 界 的 伟 大 历 史 转 变 过 程 中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历

史 主 动 精 神 与 创 造 精 神

。

这 种 精 神 是 当 时 革 命 实 践 的 概 括 和

总 结

,

也 是 对 革 命 传 统 和 优 良 作 风 的 继 承 和 发 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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