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痛悼念刘大年同志

编者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本刊编委会召集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研究员不幸于

1999年 12月 28 日病逝,这是本刊的巨大损失, 是中国史学界的

巨大损失! 为了表示本刊的深切哀悼,特发表如下一组文章: 刘大

年逝世讣告、刘大年先生关于回忆抗战经历的遗作、本刊主编悼念

刘大年先生的文章,与广大读者同申悲悼!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沉痛宣告: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

籍院士,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刘大年同志, 因循环衰竭, 医治无效,

于 1999年 12月 28日上午 10时 5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

刘大年,湖南省华容县人, 1915年 8月 8日(农历六月二十八

日)出生于一个小康的读书之家。幼年在本县上小学。1929—1931

年,湘鄂西苏区开辟至华容,少年时代的刘大年积极参加了土地革

命运动,曾任少年先锋队秘书、总队长。苏区撤退后, 一度被迫逃

亡,后回乡继续求学, 1936年于湖南长沙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在求

学期间,继续寻找革命关系,阅读一些进步书籍。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经湖南籍的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等人的指引, 于 1938

年赴陕北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抗大第五期毕业后,先在八路军部队, 后来长期在冀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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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 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总

支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 冀南抗

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 先后任北方大学工

学院副主任, 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华北大学历

史系主任,华北大学四部(研究部)领导成员。1949年 11月中国科

学院建立后, 陆续担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科学院编译局副

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科学通报》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

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成员。1958年后实际

主持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

1978年恢复工作后,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科

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起退居二线, 担任近代史研

究所名誉所长至今。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当选为第二、第三届

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他还是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

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从

1964年起, 他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人大代表, 第四届至第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刘大年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自 1949

年发表《美国侵华史》以来,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发表了大量论

文,主持了数部近代史著作的编写,不仅对于近代史研究所,而且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创建、发展和繁荣,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

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义正词严的发言,

引起国内外舆论界广泛注意。

主要代表作:

《美国侵华史》: 1949年 8—10月间在《人民日报》连载, 同年

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书名出单行本。经过修订增补后,又以《美国

·2·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1 期



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在 1951年、1954年一版、再版。此

书出版后,当时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相继出版了译

本,在 50年代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5年初版, 1978年再版) :

收进了刘大年写于五六十年代的若干篇史学论文。其中《回答日本

历史学者的问题》,是 1963年 12月作者访日期间所作的讲演,后

经整理发表在 1965年 3月 2 日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看了以

后,认为文章中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心应该是世界人民革命斗

争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 讲得很对。《亚洲历史怎样评价》是作者

于 1965年 5 月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年会时所提供的

论文,受到与会者的欢迎。1965年 7月,《人民日报》将其全文发

表,同年 11月和 1966年 3月,《北京周报》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

先后予以译载。《论康熙》最初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 3期,

是一篇通过典型剖析,解决如何评价剥削阶级杰出历史人物的论

文。文章在当时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一些争论甚至非议, 但它经受

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为治清史的人们所注意。而文章所体现出的作

者高瞻远瞩, 从大处着眼的行文风格,也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

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

力军等四项根据, 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叙述中还

分别评价了国外同类论著的代表性观点。1979年,作者曾应日本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之聘讲授中国近代史,着重讲辛亥革命。此书就

是在那个讲稿基础上写出的。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选收了作者

截止 1987年的若干篇史学论文。其中讲史学理论的文章排在首

位,占的篇幅也较多,而且多是《中国近代史问题》一书中所未曾收

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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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 : 这是作者于

90年代所写的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若干论文的结集。抗日战争的研

究,是刘大年近年来着意组织推动、积极身体力行的重大研究课

题。这部论文集, 同样体现了他重视史学理论、提倡用唯物论指导

具体研究的一贯主张, 且有新的发展。

刘大年主撰和主编的著作主要有:

《中国史稿》第 4册(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 :全书由中国科学

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第 4册为近代史部分。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

为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 有的地方作出了可喜的概括。

郭沫若院长曾盛赞此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 有吸引力”。这部书

是当时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是 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版, 第 1 册 1978 年, 第 2、3册

1984年) :在《中国史稿》第 4册原有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史实

的补充,强化了原书的基本观点,并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

憾。

《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 1997年

版) :为刘大年所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中的一部。此书充分汲

取了学术界对抗日战争研究的现有成果, 是迄今第一部全面系统

论述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的高水准学术性专著。

刘大年生前的最后一部书稿是《评近代经学》( 1999年 11月

定稿)。书稿力图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激烈变动,理清近代经学的

基本状况、发展脉络,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崭新视野,论述了近代

经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自入党以来, 刘大年同志一贯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1978年以来, 他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 拥护并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积极

支持和参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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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对党的方针、路线的拥护,贯彻到自己的学术活动中。他在担

任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期间, 按照人大常务委

员会安排从事政治、社会和外事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大年研究员的逝世, 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是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名誉所长治丧委员会

1999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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