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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介

綜觀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有兩條清晰可辨的演進軌跡：一是國民革命運

動，二是共產主義運動。長久以來，史家對兩者的研究，除了致力於辨正史事還

原真相外，同時也根據不同的史觀推求史義；其各說各話的解釋固然大相逕庭，

但共產革命對於近代中國影響之深遠，則為論者所共有的認識。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既有理論、也有實踐；既是思想、也是行動。其外

貌獨特而意識型態的色彩鮮明，其本質乃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探索救亡圖存之道的

綜合體現；許多精英受到改造世界的理念驅使而為之獻身奮鬥，輾轉舖陳建構了

歷史上重要的一頁。

本課程的主要旨趣，是通過理論結合實踐的途徑和編年序列的介紹，使學

習者能對共產主義運動史作系統觀察與深入反省，以了解其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

進而得窺近代中國歷史全貌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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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題與進度

第一學期（96.9.18.～97.1.15.；共計18週）

週次　日期　授　　　　　　課　　　　　　主　　　　　　題

1    9/18 　分發課程大綱；說明授課方式與成績評量標準；簡介課程內容、

　　　研究方法、相關史料及研究限制…等

2 　 9/25 　中秋節（放假一天）

3    10/2   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三類13種分期

4    10/9 　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三類13種分期（續）

5    10/16  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基礎理論概念：辯證唯物主義、歷史

唯物主義、階級鬥爭論、剩餘價值說與無產階級專政等

6   10/23   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基礎理論概念（續）

7    10/30  經典文獻導讀：〈共產黨宣言〉

8    11/6   經典文獻導讀：〈共產黨宣言〉（續）

9    11/13  期中考試 

10   11/20  共產國際世界革命策略的轉變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萌芽

11   11/27  中共從一大到五大的概況

12   12/4   共產革命與國民革命：從上海到江西的轉進

13   12/11  六大、蘇維埃運動、土地革命與立三路線

14   12/18  反五次圍剿、長征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15   12/25  延安整風、七大與毛澤東的定於一尊

16   1/1    開國紀念日（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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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8   1/15   期末考試 

第二學期（97.2.19.～97.6.17.；共計18週）

週次　日期　授　　　　　　課　　　　　　主　　　　　　題

1    2/19   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續）

2    2/26   重慶會談、三大戰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3    3/4    過渡時期總路線與社會主義改造

4    3/11   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

5    3/18   反右運動、三面紅旗、廬山會議與國民經濟的調整

6    3/25   社會主義建設的轉向

7    4/1    文化大革命（九大、十大）

8    4/8    文化大革命（續）

9    4/15   期中考試

10   4/22   十月政變與十一大

11   4/29   「兩個凡是」與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12   5/6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

13   5/13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4   5/20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續）

15   5/27   改革開放與十二大

16   6/3    十三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

17   6/10   回顧與評估

18    6/17    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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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績評量方式

1. 平時成績50％（含出席與上課狀況、作業、期中考試等）

　2. 期末考試50％

四、參考書目

（一）指定必讀

1、馬克思(K. Marx)、恩格斯(F. Engels)著，〈共產黨宣言〉（1848）。

2、〈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六屆七中全會通過； 1945.4.。

3、〈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

1981.6.。

4、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台北：聯經，2001修訂版)。

（二）參考選讀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

史

　　　　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90.12.）》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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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編寫組編，《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83）。

5、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自印本，1965）。

6、史景遷（Spence, Jonathan D.）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中、下（台

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1）。

7、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

8、克思明，《早期國共關係新論－從俄聯、聯共到三大政策的辯證》（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2005修訂版）。

9、李侃如（Lieberthal, Kenneth）著，楊淑娟譯，《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台北：國立

譯

　　　　館，1998）。

10、胡平生編著，《中國現代史書籍論文資料舉要》，（二）～（四）（台北：

灣

　　　　學生書局，1999、2000、2005）。

11、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4)。

1 3、 理 察．皮佩斯（ R i c h a r d  P i p e s）著，蔡東杰譯，《共 產 主 義 簡 史

（Communism:A 

　　　　Brief History）》（台北：左岸文化、遠足文化公司， 2004）。第一、

二

　　　　章。

14、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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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費正清（Fairbank, John K.）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

（China: 

　　　　A New History）》（台北：正中書局，民 83）。

16、鄭學稼，《中共興亡史》（台北：學術出版社、中華雜誌社，1978、

1979）。

17、莫里斯．邁斯納（Meisner, Maurice J.）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 共 和 國 史 （ M a o’s  C h i n a  a n d  A f t e r :  A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People’s 

　　　　Republic.）》（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5）。

18、韓泰華主編，《中國共產黨（1921～1997）：從一大到十五大》上、下（北

　　　　京：北京出版社，1998）。

19、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 (MacFarquhar, Roderick, Fairbank, J. K.)

主

　　　　編，金光耀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2）。

20、Robert V.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and the World:

　　　　From Revolution to Collapse. University of Vermont, Hanover and

　 　 　 　 L o n d o n :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o f  N e w  E n g l a n d ,  1 9 9 4 .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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