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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内容概要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套装共5册)》讲述了：二十世纪刚刚过去，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中的往
事都已经成为历史了。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尽快记录下来，加以科学整理和编纂成书，这是当代史
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责任。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复兴的时代。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处在
经济落后、政治衰败、备受屈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境地。经过中国人民一百年、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近80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奋发努力的建设，中国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并且大踏步地走上
繁荣富强的道路，即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民族民主革命，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一次大飞跃，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回顾二十世纪，我们更
加坚信，在二十一世纪，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必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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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书籍目录

第一册：第一卷至第四卷(1901—1920)第二册：第五卷至第八卷(1921—1940)第三册：第九卷至第十二
卷(1941一1960)第四册：第十三卷至第十六卷(1961—1980)第五册：第十七卷至第二十卷(1981—2000)二
十世纪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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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章节摘录

2月9日俄国答复美国2月1日的外交抗议，否认损害满洲的“门户开放”。2月10日出使日本国大臣蔡钧
在东京召集留日学生举行新年会，决定成立中国留学生会，并公推蔡钧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会议还
决定在东京创立中国留学生会馆。2月11日清廷免山东济南等26州县钱粮。△宋庆去世四川提督宋庆，
字祝三，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出生于一个行伍家庭。1853年在毫州（今属安徽）参与镇压捻军
，因战功升迁为总兵。1862年开始统带裁余的临淮军三营，所部号称“毅军”。1874年，他调任四川
提督。1880年，他会办奉天防务，后移防旅顺。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奉调九连城，任前方
各军统领，但不久即溃败。1895年，他被革职留任。1900年，他参与帮办北洋军务，八国联军由天津
进犯北京时，其所部从北仓败退。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因病去世后，清廷按尚书例对其进行抚
恤，晋封为三等男爵。2月12日英日同盟条约对外公布，并通告各国政府。2月13日清廷谕准张百熙筹
办京师大学堂计划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本日奏准筹办京师大学堂计划，大学堂先设预备科及速
成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另附设译书局，并广购书籍仪器。清廷命张
百熙悉心筹划，逐渐扩充，所需经费，由各省督抚认解，并派前知州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试
用道张鹤龄为副总教习，候补五品京堂于式枚为总办，编修李家驹、主事赵从蕃为副总办（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18-4823页）。2月14日浙江巡抚任道镕奏请改求是学
院为省城大学堂，并委派劳乃宣为大学堂总理。2月15日江西巡抚李兴锐奏准在省城设立工艺院，收养
游民，“教以工艺”（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24页）。2月16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电奏清廷，指出俄国提出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万不可许，主张仍以请
各国公断为妥，否则仍暂缓计议。△台湾台南博物馆开馆。2月17日杨儒病逝于莫斯科任所中国近代著
名外交官、清出使俄国大臣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生年不详，为同治举人。1888年后，他历
任常镇道、浙江温处道、安徽徽宁池太道。1892年，他以四品卿衔任出使美国大臣，兼任出使日斯巴
尼亚国（即西班牙）和秘鲁国大臣。1895年，他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1896年，他调任出使俄、奥、
荷三国大臣。1898年，他任工部右侍郎。1900年，俄军侵占中国东三省。1901年1月2日，他被清政府
任命为全权大臣，与俄国交涉收回东三省事宜。1月17日，俄财政大臣、全权大臣维特口头提出约稿十
三条，遭到他的严词拒绝。2月16日，俄外部大臣拉姆斯托夫向他提出谈判约稿十二条，企图攫取中国
东北多项主权及划中国北方为势力范围，并且不经讨论，便要他画押。杨儒表示，条款须无损我自主
之权，方可签字。双方因而僵持不下。3月12日，拉姆斯托夫提出最后约稿十一条，宣称不能再更改一
字，限十五日内签押，否则交收东三省一事将作罢论。杨儒要求继续谈判，但遭到俄国的拒绝。在此
情形下，他不畏强暴，仍坚持以未奉画押之权为由，不受俄人逼迫，继续与俄国交涉，表现出了鲜明
的爱国立场。由于各方面的煎迫，使他忧心如焚，不慎于3月22日跌伤右腿，从此一病不起。正是由于
他坚持不画押，加上各国驻华公使反对中国与俄国订立专约，清廷没有接受俄国提出的最后约稿，俄
国吞并中国东三省的计划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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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套装共5册)》是由线装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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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群编委、主任、“专家”搞出来的东西还不如古代一位学者写的书，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领那份薪水不觉得丢人吗？我本不想说的太难听，毕竟是一套大书。可是就这种货居然有脸定个将近
两千块的价格？还不如多印几套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呢。这本书可以说是史学界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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