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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内容概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内容简介：1995年11月到12月间，作者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
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
重读它。《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
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以前一段的历史
。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
人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义革命胜利，摆
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
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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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精彩短评

1、古人在许多年前的思想和行为，格于形势，他们还能怎样想，怎样做呢？每个时代都有其特点，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首先应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如果一味的拿今人的方法论和三观去评判
古人，实在是今人的不智。
2、贴标签没错，但是有没有乱贴标签呢？李鸿章是不是帝国主义的走卒，这个标签乱贴了吗？
3、不错的，读起来津津有味。
4、好赞
5、我觉得楼上话 极端了. 至少 我对未来 有信心.
6、作者要考虑成书时的时代背景
    本书还是有作者自己的观点在里面的
7、这书还是不错的,我看的实际上不是98版的,我看的是我最近淘出来的81版的,推荐大家也读下.
8、记住真实的历史才能做到不背叛。没有真实的记忆，弄不好就成了狭隘的民族狂热份子。
    谢谢老同学的惦念，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尽管时代堕落的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
9、从阶级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角度。
10、基于马列史观的结构框架值一星，余皆不足论
11、列宁说的罢。
12、马教观点的近代史中，还是这本近代史最好额
13、　　1. 十分分裂，恨不得没有老子，直接来儿子，彻底与历史决裂，对前人描述地过于丑陋，乃
至读者甚至会产生书中之人根本不是炎黄子孙，或前朝根本没有正常人。全都是人渣饭桶，完全违背
常理
　　2. 不愿意站在客观的立场
　　3. 主动采用各种定语来表明作者的立场
　　4. 各种革命式的语言
　　5. 严肃性受到影响，采用太多夸张的修辞手法
　　6. 对别人的歪曲，往往都经不起推敲，莫不说推敲了，很多时候略微思考便觉得好笑
14、历史教科书的补充材料，了解更多的细节，明白了一些以前搞混的感念。很马列主义的历史观。
15、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不应对前人的工作一笔抹
杀。
16、历史的去看待一部历史著作！这样才会给一部著作一个公平的评价
17、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
　　记得那时候是高中还是初中，父亲在单位教培处工作，一天扛回一堆旧书，其中就包括这一套，
还有中华书局的《古代汉语》，等等。
　　
　　用看故事的心态，看完了这一套大部头，居然不觉乏味。
　　当时年纪小，或许就是看看故事，有机会我在回家背到北京来，温习温习吧。
18、此书是屎
19、LZ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观点
20、　　这本书真的写的很不好 曾国藩是反革命头子 李鸿章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卒...这种乱贴政治
标签的写史方法就是对历史最大的不尊重 历史不是拿来鞭尸和批判的 我们应该去理解历史
21、无论作者左还是右，材料是真实的，态度是平实的。
22、小时候当故事看完的, 没什么特殊的感觉; 这么多年之后回头再看,才发现就是一本洗脑的书.我错
了. 对于经历了&#34;四个现代化&#34; &#34;五讲四美三热爱&#34;的童年的我,这本书是政治正确的好故
事书; 现在看来, 我错了. 别看这本书了,兄弟姐妹们,历史不是这个样子吧.
23、　　忘记是谁说得这句话，太经典了。
　　改革开放了，生活富裕了，思想腐化了，我们忘掉历史了。
　　返回头来看看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唏嘘不止，看书时只顾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
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愤怒，却忘记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优点”，别说一百年前，60年前的日本侵华战
争都早已被人们遗忘。昨天在校园里参加“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大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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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也许今天提到这些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这段历史应该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沉甸甸，始终放不下
，忘不掉的。
　　
　　要想走得远，必须回头看。
　　
24、虽然有意识形态问题,但不失为中立而史料详尽的入门书籍.
25、胡绳：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哲学家。曾是中央委员，人大常委。——
    这些就够了。。。。
26、90年代的修订版。
27、现在的孩子已经成为物质社会畸形发展的牺牲品了！！
    将来由他们构成的社会，必将是一个没有人文气息的物质地狱！！！
28、我给你讲个故事：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徐复观穿着少将的军服到重庆北碚金刚碑勉
    仁书院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该读什么书。熊十力叫他回去读王船山的
    《读通鉴论》。徐复观说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很不高兴，说：“
    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
    　　过了一些日子，徐复观再去，说《读通鉴论》读完了。熊十力问：
    “有点什么心得？”徐复观觉得自己读得很认真很仔细，不免有些得
    意，说，书里有很多他不同意的地方，接着就一条一条地说起来。
    　　还没等他说完，熊十力就怒声斥骂起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
    读得进书！像你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得到书的什么益
    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
    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这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
    又如那一段，理解得多么深刻。这些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
    书，真太没有出息！”
29、　　       不喜欢，我知道这样说不太合适，毕竟是部经典，那就先说说它的好话吧。   
　　       第一、胡绳先生学问扎实，此书史料详实，很有功力，哪怕书中颇左的观点令人抵触，但材
料也是可以引用的。有人劝胡绳续写此书，出一本《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老先生说心力不济，待
后人续写。心力不济既是事实，也是托辞。待到共党诞生，作为一个官方史学家（“官方”要求站队
，“史家”需要独立，真是尴尬）如何秉笔直书？真是难题。索性把这棘手的问题留给后人吧。而这
也是作者著述扎实、不草率的例证。
　　　　第二、著书理念在当时很超前。此书序言写的很好，开宗明义，把著书理念讲的清楚：
　　
　　　　“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用
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
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问题。”
　　
　　　　“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
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
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以上序言写于1995年，拉拉杂杂把理念交代了，说的很有道理的。其书成于1980年，文革
刚结束不久，作者如果真能以这样的理念著八零年之书，必超越同时代大多史学家，怎么褒奖都不为
过。
　　
　　　　可这书让我读不进去，也许有以下几点问题：
　　　　一、啰嗦
　　      关于李鸿章“以夷制夷”，作者极有耐心的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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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对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说的‘以夷制夷’的实际情况，可以这样来说明：他们先把
中国的某些领土和主权奉送给甲国，企图依靠它来对付乙国。甲国接受了礼物并不感恩，也从来没有
准备同清朝政府结成联盟来反对乙国。当乙国来找清朝政府的麻烦时，甲国往往以调查为名，实际上
反而同乙国配合起来，强制清朝政府接受乙国的要求。过去向甲国送礼，这时成了乙国要求要求‘补
偿’的根据；又须另外‘补偿’一些领土或主权给乙国，才能了事。转过来，甲国又以‘调节有功’
为理由，再向清朝政府索取更多的权利。”
　　
　　　   读完这一段，热泪盈眶，我为作者的耐心深深感动。我实该做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状，不能
自已的紧紧握住老先生的手，说：哇！原来地球是这个样子的！
　　　　　虽调侃一下老先生，也不得不说，这是整个时代（80年代）的烙印，整个中国文化贫瘠，
胡书针对普罗大众（大多农民），无这般“耐心”，估计还真不少人搞不明白。（姑且不论这论断正
确与否。）
　　
　　　　二、贴标签
　　   这点令人反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时段，在书中就没几个聪明人么？一打糊涂虫
、混蛋、卖国贼。所以清政府是“走狗”，李鸿章是“无赖”“奴才”，总之，整个清政府班子都是
蠢蛋，没一个清醒人。就是为了证明“天不生那啥，亘古如黑夜。”黑暗，黑暗呐⋯⋯
　　
　　　　至于“三次革命高潮”理论，我难以赞同。而整部书几乎略过清末新政的内容，轻描淡写了
这样重大事件，不算公平。
　　
　　　　三、自身原因
　　      也许自己太年轻，太过浅薄，读经典不够踏实。长期接受“正统”教育，经年累月，一接触就
心生“忤逆”，以至不够平和。
　　
　　　　胡绳先生晚年在“八十自寿铭”中写到：“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
粗知天命。”算来，此书成时（1981年），先生还是“惑而不解”吧？后来，“粗知天命”的先生也
将毛主义视为民粹，予以批评了。
　　
　　　   这本书成书于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其中价值，难以评说，更不是我这无知小伙子可瞎
比划的，姑且持笔涂鸦。若是经典，必能传承。正像胡绳先生希望后人续写此书，那就待后人评说吧
。
30、老爸单位发的书，是红旗出版社80年的版本
31、历史越久,要想往前走所背负的东西就越多.反而走的慢了.
    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告诉我们,历史不一定越久远发展才越快.
    现在的孩子,根本不明白民族是什么概念,
    连tmd一点种族的感觉都没有，不知道他们祖先当时是猩猩的时候也是靠一点一点的占地盘，一点
点根别的猩猩群争斗的过程中才延续到现在，一代代生出了他们。
32、找出不了解的几处看了一下，整个遣词造句很学究，总的来说像课本一样。就历史史实方面来说
，应该还是在经历岁月的洗礼吧。
33、　　黄仁宇曾经谈到自己的历史方法论是归纳综合的，不同于西方惯常的分析演绎的方法。这大
概也是他在中国能获得关注的原因吧。中国人写历史首先是一种文学艺术，然后要表达正统价值，传
记体也好，编年体也好，都是作者省略出的，去芜存菁的立场。或者是大道德，大正统，或者叫大历
史。
　　我想大历史很容易被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跨度不大，但也同样表
达出强烈的历史宿命，一种必然性惯穿始终，很有说服力。特别是对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
展，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最终得出阶级斗争的结论，非常到位，引用资料非常多，阅读时常常能感
到一种阅读中国历史经典惯有的沉迷。
34、历史应该客观，把历史与自己的观念挂钩的当然是写出偏见。我还是等读了不头痛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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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35、我看的是80年代的早期版本。0.38元。很过瘾。大概后来的版本会删减不少。终于看完了胡绳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抛开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形容词和动词外，这是
一本难得的好书，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各种繁复细节做了梳理，让读者对于历史人物的各种选择动因
和各大集团的态势对比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36、高中时候，受郑孝峰老师的推荐，拜读胡绳先生大作，受益一生的！
37、不要苛求前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局限性，但需觀其總體。
38、你真牛B，言简意赅啊
    你怎么不看他是哪年写的，你怎么不拿他和同时代和之前同类书籍去比较。
    我门现在要是批判司马迁的历史观，太简单了。但是那样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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