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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中国近代史学科框架
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被列入中国社科院重大成果予以专题发布

3月1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在京举行“中国社
会科学院重大成果月度
发布会”，专题发布由张
海鹏主编、江苏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十卷本《中国近
代通史》（修订版）。

该书2006年由江苏
人民出版社出版初版，在
学界和社会产生强烈反
响，囊括中国出版政府
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国家级奖项，成为中国近
代史学科硕士生、博士生
的必读书。到2016年，
《中国近代通史》出版已
经10年。10年间，学界
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各种
新文献史料层出不穷。
江苏人民出版社与主编
张海鹏领衔的作者团队
协商，启动修订工作。历
时八载，这部凝结了众多
学者心血和与时俱进成
果的修订版《中国近代通
史》，终于在 2024 年初
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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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全
书分10卷，共 555万字。以近代
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争
取国家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即现
代化为基本主线，全面系统地叙
述了1840-1949年这110年的中
国近代历史。全书以政治史、革
命史为主干，但不局限于政治史、
革命史的范畴，而是有机地结合
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
等专题史内容，以及边疆民族地
区的历史发展情况，多角度、多层
次地呈现了近代中国有血有肉、
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经过中国
社会科学院严格评选，该书被列
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予以
专题发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
组成员甄占民在发布会致辞中指
出，《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
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成果，
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快构建哲
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和中国自
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从以史
为鉴的角度看，该成果研究近代
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艰难曲
折的奋斗历程，可以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
验。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课题
组在充分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近代通
史》的最新修订版，使其成为70多
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集大
成之作。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
该成果完整地描述了1840-1949
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历史，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这个基本
线索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
史学科体系，为进一步开展中国
近代史研究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开辟了新的视野。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
理李贞强表示，《中国近代通史》

（修订版）是江苏人民出版社长期
致力精品学术著作出版的又一重
大成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全
力做好修订版《中国近代通史》的
宣传推介发行工作，千方百计把
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传承好
传播好，不断扩大著作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

科学界定了中国近代
史的分期

据该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原所
长张海鹏介绍，中国近代史是一
个较晚出现的新学科。从1954年
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
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以后，以 1840-1919 年为中国近
代史，以 1919-1949 年为中国现
代史，在学术界几乎形成共识。
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中国近代
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到上世纪90
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中
国近代史的时限确定在 1840-
1919年是不够科学的，对人们完
整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不利的。

“以前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人，
总的感觉是这段历史是屈辱的历
史。如果把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
延长到1949年，我们可以看到中
国近代不仅是挨打的历史，也是
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觉醒的历
史、走向胜利的历史。”张海鹏说。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谦
平表示，在很长时间内，中国近代
史的下限都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
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样的
分期自然鲜有分歧。但到了二十
一世纪，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成立近75年的当下，将中国近
代史下限后延至1949年 9月底，
势所必然。《中国近代通史》（修订
版）将 1840-1949 年这 110 年的
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科学地
界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

陈谦平谈到，在以往的中国
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和现代化
史研究经常处于一种对立或冲突
的状态。《中国近代通史》（修订
版）明确提出在革命史研究范式
主导下，兼采现代化研究范式的

视角，主张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
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
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
进程的反作用，以完善革命史范
式的某些不足，确定了科学的中
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书中提出

‘沉沦与上升’的近代中国U字形
历史进程，形象地再现了中华民
族遭受屈辱、陷入深渊到奋起抵
抗、浴火重生的过程。”

陈谦平表示，《中国近代通
史》的修订出版，已成为新时代中
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象
征着中国近代通史体例和研究范
式的最终确定。

此次修订体现了新研
究、新资料、新视角

张海鹏还介绍了具体修订情
况。比如，第二卷对于引用较多
的李秀成的亲书供词的版本做了
认真考订；第三卷深化了湘淮系
洋务派关系以及张之洞从清流派
向洋务派转变的分析，改写了增
设洋务局的内容；第九卷特别说
明了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全面抗
战与从1931年9月开始的局部抗
战，既有相当的延续性，又有极大
的不同，并利用新公布的《蒋介石
日记》，补充了关于中国争取苏联
出兵参战、陶德曼调停、九国公约
会议、“桐工作”与中日秘密接触
等方面史实的论述；还在第十一
章第二节增加了“收复失土与琉
球问题的提出”的内容，等等。就
全书而言，与初版相比，还是有了
一些新的面目，“表述更加准确、
平实，纠正了一些史实错讹，补充
了部分注释的文献出处，核对了
史料，补充了有关内容”，为读者
提供了一个更加可信的读本。

与会专家对《中国近代通史》
的修订出版予以了高度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所长夏春涛表示，《中国近代
通史》（修订版）的最大优点和特
点，在于坚持以唯物史观研究解
读中国近代史，以学术话语表达
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政治立场和
观点，同时作出了新的理论概

括。主编张海鹏先生在耄耋之年
仍专注研究、笔耕不辍，带领团队
完成了这部巨著，体现了近代史研
究所代代相传的学术风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黄兴涛表示，《中国近代通史》（修
订版）做到了纵向贯通、横向融通，
视野开阔、系统完整，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走向成熟
的标志性作品。该书对现代化的
内涵、意义的认知及其同中国近代
历史进程关系的理解，显示出融合
革命史和现代化史两种模式的理
论自觉，为探索建构中国近代史知
识体系、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而成
功的尝试。

在他看来，此次修订注重一手
新资料的使用、新分析视角的选择
与观点的创新。前者如利用新发
现的袁世凯修改《清帝逊位诏书》
的资料，澄清了有关史实。后者如
第七卷王奇生增补的“工农运动的
中介群体”一节，作者不满足于一
般性讨论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
还特别抓住工头、乡村小学教师这
两个特殊群体在那一时期工农运
动中的特殊存在，既揭示了他们对
运动的独特影响，也有助于今人更
深入地认识当时工农运动的历史
特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帆提出，中国历代的正史写作以
断代通史为主。在当前的史学实
践中，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多以简
史、专门史、专题史的面貌出现，近
代通史付诸阙如。《中国近代通史》
（修订版）以断代通史的体例写作
出版，从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的角
度而言，可谓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
统，为我们以新体裁、新体例撰写
断代史树立了标杆。

他还提到，较之《剑桥中国史》
系列的各卷各章皆有不同作者，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每卷仅
有一两位作者，基本是近代史所的
研究人员，皆为近代史研究中各个
时段、领域的知名学者。大家在写
作中既遵循全书整体设计目标，又
凸显个人研究所长，从而确保了学
术质量的高超和全书总体观点的
协调一致。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
祜指出，历史学具有资政育人的重
要功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建设文化强国中承担着重要使
命。《中国近代通史》作为一部标志
性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其修订
和出版不仅实现了几代中国近代
史学人的梦想，而且对于党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
学科的建设有重要借鉴和参考意
义。

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
研究员傅颐认为，中国近代史与中
共党史是双向影响、互相促进的学
科，为彼此提供了丰富营养和宏阔
视野。《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
搭建了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框架，通
过严谨、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
较，不仅使读者更容易看清历史发
展趋势及规律，而且使读者通过中
国近代历史的角度，深刻了解中国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
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作
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同志、研究所代表，江苏
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保顶、江苏人民
出版社总编辑谢山青等出席发布
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夏春涛主持。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在京发布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