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部分“史纲”和“毛中特”人物、著作及重要观点

1.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

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本具体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著作。

2.魏源《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

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3.郑观应《盛世危言》——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

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

4.严复《救亡决论》——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翻译了

《天演论》。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

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激发了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

5.冯桂芬：最先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做出比较完整的表述。他在

《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6.洋务派代表：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他们主张开展洋务运

动，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办近代企业、兴办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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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7.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他们开展了一系列宣

传维新的活动：①向皇帝上书。②著书立说。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

改制考》，梁启超编写《变法通议》，谭嗣同编写《仁学》。③介绍外国变法的

经验和教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德变政记》、《波

兰分灭记》。④办学会。影响较大的学会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⑤设学

堂。重要的学堂有广州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他们还向光绪皇帝建议设

立京师大学堂。⑥办报纸。影响较大的报纸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

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

8.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章炳麟、邹容、陈天华。1904 年，孙中山发

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

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

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

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

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1923 年 1

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

政策的确立。

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

药。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

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号召人民奋起

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9.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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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向中国人民第一次正确地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庶民的胜利》

《Bolshevism 的胜利》欢呼“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我的马克思

主义观》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

的理想，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

德、俄……有异。”李大钊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村去”“到民间去”。这表明，

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0.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

改名《新青年》）。1920 年 8 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建立，陈独秀

为书记。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大革命时期，陈独

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二次革命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之间需要有一个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割裂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

系，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国民大革命失败，丧失了革命的有利时机。

1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代表，提出“毕其功于一役”、“一次革命论”、

“搞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给中国革命造成

巨大损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丧失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12.张学良：1928 年宣布东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结束（1912—1928 年）。1936

年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标志着十年内

战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13.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

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

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成为突破传

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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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恩来：1953 年 12 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经过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为许多亚洲国家所接受。1956 年，周恩

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1963 年，周恩来将我们党的一系

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政策和主张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

必须统一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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