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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运书序书评集》

内容概要

《魏宏运书序书评集》是著名历史学者、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宏运先生的书序书评集，是作
者近年来应约为公开出版的历史学研究著作撰写的序言和书评。、虽为评论性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对近现代史研究的风貌和成果，作者的序、评中，不乏真知灼见，
其高屋建瓴的独到见解在文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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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运书序书评集》

作者简介

　　魏宏运，1925年生，陕西长安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
评议组第二、三届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天津市历史学会名誉理事
长，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历史教学》杂志社编
委会副主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近
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召开两届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曾赴美、日、澳、德、英、法
、丹麦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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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运书序书评集》

书籍目录

书序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前言（代序）《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序《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前言
（代序）《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序《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运动史略》序《山西抗日战争史》序《
中国通史简明教程》前言（代序）《社会的缩影——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家庭研究》序《农民口中的中
国现代史》序《罗素与中国》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序《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序《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序《保卫滇缅路》序《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序
《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序《国民革命事典》序《临时大总统和他的
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序《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
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前言（代序）《“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序《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序《史河初
涉集》序《蒋介石的幕僚》序《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前言（代序）《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
序《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序《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序《闽浙
赣根据地的金融>序《中国农村变革：家庭·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一卷）序《中
国农村变革：家庭·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第二卷）序《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
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序《巍巍中条》序《拯中原于涂炭，登亿兆于康庄》序《远见卓识——
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研究（1949-1976）》序《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序《中国共产党经济
政策发展史》序《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序《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序《蒋介石研究》序《（大公报）
新论》序《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1945-1975）》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序《抗
日战争时期文化思潮研究》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前言（代序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序《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序《民国时期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序《西北军将领录》序《山西抗战口述史》序《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
序《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序《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序《近代中国海关洋
员概略》序《20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总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
再生》序《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1937-1945）》序⋯⋯书评集
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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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运书序书评集》

章节摘录

　　共产党是在没有后方、没有供给、没有薪饷、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打击敌人。没有枪没有炮怎么办
？敌人给我们造啊！共产党到这个地区后跟群众融合在了一起。造一颗手榴弹需要三五块钱，如果一
个人每天扔一颗手榴弹，一个月需要大约150块钱，一粒子弹要七八毛钱。共产党八路军的武器从哪儿
来？缴获敌人的，自己也制造。抗战时期军工发展非常迅速，当时华北各大城市，北京、天津、太原
等地，有很多知识分子都来了。太原兵工厂的3000多名职工，也回到了太行山周围。我们有科学家，
我们有技工，有生产基地，可以自己生产。　　日本最初对八路军很不理解。20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
朋友常常问，说日本军队机械化那么厉害，太行根据地为什么还能存在？我说：日军到了中国的土地
上，就是所有中国人民的敌人。日军的机械化在太行山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日军进入太行山爬山是很
难爬过八路军的，经过长征的红军一天能走160里路，是从长征过来的。日军能走多少？八路军有这个
锻炼啊，有这样的经验哪！　　到1942年底，日本在华北整个地区修的碉堡是7700多座，修的封锁沟
长达11800多公里，那就是说二三里路就有一个碉堡，封锁沟长度等于万里长城的6倍，这么长的封锁
线，这么多的碉堡，你说根据地怎么存在呀，共产党怎么存在呀？就这样，共产党还是在太行山存在
着。最严重的时候，几乎所有地方都失掉了，整个晋冀鲁豫、晋察冀根据地在1942年都失去了，有的
原来的一个县就剩了一个村子，共产党还是在太行山里边坚持抗日。1942年刘帅驻地被敌人包围，刘
伯承要突破敌人包围圈，向黎城这边行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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