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黨政權在中國                                                                                                  朝淦老師整理 

概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 文
革
結
束
：
一
九
七
六
年
，
毛
澤
東
去
世
，
文
革
「
十
年
浩
劫
」
終
於
結
束 

改革開放至今 

４
近
年
來
：
發
展
成
為
世
界
主
要
強
權
和
經
濟
實
體 

３
文
化
大
革
命
結
束
後
：
中
共
推
行
「
改
革
開
放
」
政
策
，
國
力
獲
得
提
升 

２
建
國
前
期
：
中
共
推
行
各
種
社
會
政
治
運
動
，
造
成
國
家
動
盪
，
經
濟
崩
潰 

１
一
九
四
九
年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
實
行
共
產
黨
一
黨
專
政 

共黨專政 (農工生產)大躍進 中蘇關係 國內情勢 
對國際社會 

的影響 

共黨中國的

新路線 

六四 

天安門事件 

當前 

的挑戰 

 

Ｃ
控
制
知
識
分
子
的
言
論
思
想
，
清
除
政
治
反
對
勢
力 

 

Ｂ
逐
漸
將
民
間
工
商
企
業
收
歸
國
有 

 

Ａ
沒
收
地
主
土
地
，
重
新
分
配
給
貧
農
↓
後
來
將
全
國
土
地
歸
公
，
實
行
集
體
耕
作 

５
對
內
政
策
：
建
國
初
期
，
為
鞏
固
共
產
政
權
而
嚴
厲
推
行 

３
體
制
：
中
國
共
產
黨
一
黨
專
政 

 
 

 
 

４
國
家
領
導
人
：
毛
澤
東 

１
時
間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２
地
點
：
北
京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 

 
 

 
 

Ｂ
糧
食
不
足
和
過
度
勞
動
，
估
計
有
三
千
萬
人
死
於
「
大
饑
荒
」 

４
結
果
：
Ａ
社
會
活
力
衰
退
，
經
濟
日
漸
惡
化 

 

Ｂ
工
業
方
面
：
中
共
號
召
「
全
民
大
煉
鋼
鐵
」
↓
民
眾
「
土
法
煉
鋼
」
下
，
只
能
煉
出
一
堆
廢
鐵 

 
 

以
集
體
的
生
活
和
管
理
，
企
圖
提
高
糧
食
生
產
↓
農
民
生
產
意
願
低
落
，
糧
食
產
量
下
降 

 

Ａ
農
業
方
面
：
推
行
「
人
民
公
社
」 

３
措
施
： 

２
目
的
：
希
望
快
速
增
加
農
、
工
業
的
產
量
（
以
鋼
為
綱
，
全
面
躍
進
），
趕
上
英
、
美
先
進
國
家
（
超
英
趕
美
） 

１
時
間
：
一
九
五
八
年
開
始 

 

Ｂ
後
來
美
國
拉
攏
中
國
，
企
圖
共
同
抗
衡
蘇
聯 

 

Ａ
中
共
推
行
大
躍
進
運
動
時
，
和
蘇
聯
爭
辯
共
產
主
義
發
展
的
正
確
路
線
，
導
致
兩
國
關
係
生
變 

２
中
蘇
分
裂
： 

 

Ｂ
對
內
：
接
受
蘇
聯
援
助
，
全
面
模
仿
蘇
聯
共
產
黨
治
國
經
驗 

 

Ａ
外
交
上
：
傾
向
蘇
聯
，
成
為
共
產
國
家
陣
營
的
一
員
（
補
充
：「
一
面
倒
」
向
蘇
聯
） 

１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初
期
：
向
蘇
聯
靠
攏 

●
中
共
的
創
立
與
早
期
發
展
，
受
到
蘇
聯
的
影
響
。
建
國
初
期
，
中
蘇
關
係
影
響
當
代
中
國
的
動
向
： 

 
 

造
成
社
會
動
盪
、
經
濟
衰
退
、
教
育
停
頓
、
道
德
扭
曲
，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一
場
大
災
難 

 

Ｂ
這
場
運
動
號
召
群
眾
「
破
四
舊
」，
任
意
破
壞
傳
統
倫
理
與
文
化
，  

 

Ａ
在
文
革
期
間
，
群
眾
對
於
毛
澤
東
的
個
人
崇
拜
，
達
到
頂
點 

５
影
響
： 

 

Ｄ
文
革
期
間
， 

紅
衛
兵
破
壞
山
東
孔
府
內
的
相
關
文
物
，
並
燒
毀
「
萬
世
師
表
」
匾
額 

 

Ｃ
人
們
揮
舞
著
《
毛
語
錄
》，
將
毛
澤
東
的
言
論
視
為
真
理 

 

Ｂ
高
舉
「
革
命
無
罪
，
造
反
有
理
」
的
旗
號
，
批
鬥
官
員
、
親
友
師
長
與
知
識
分
子 

 

Ａ
利
用
青
年
學
生
組
成
「
紅
衛
兵
」 

４
具
體
作
為
： 

３
簡
介
：
簡
稱
文
革
，
藉
「
破
四
舊
」
的
口
號
大
肆
破
壞
傳
統
倫
理
與
文
化
，
並
將
毛
澤
東
的
地
位
置
於
雙
親
、
師
長
之
上 

２
貣
因
：
大
躍
進
失
敗
後
，
毛
澤
東
一
度
失
勢
，
藉
此
事
鞏
固
權
力 

１
時
間
：
一
九
六
六
年
到
一
九
七
六
年
（
又
稱
「
文
革
十
年
」） 

 
 

 

一
九
七
六
年
，
倫
敦
的
示
威
者
高
舉
毛
澤
東
畫
像
，
上
面
寫
著
「
堅
持
毛
主
席
的
革
命
路
線
」 

 

 
 

 

一
九
七
○
年
法
國
報
刊
刊
名
旁
印
上
了
毛
澤
東
的
頭
像 

例
如
：
一
九
六
八
年
，
美
國
的
黑
人
民
權
運
動
人
士
利
用
集
會
的
機
會
討
論
、
學
習
《
毛
語
錄
》 

２
文
革
「
砸
爛
舊
世
界
」
的
訴
求
，
吸
引
西
方
社
會
不
滿
現
狀
的
人
，
助
長
歐
美
地
區
的
學
生
運
動
與
社
會
抗
議
風
潮 

１
中
共
加
緊
推
廣
共
黨
革
命
經
驗
，
擴
大
援
助
亞
、
非
、
拉
丁
美
洲
的
共
黨
武
裝
勢
力 

●
文
革
衝
擊
當
代
的
世
界
局
勢
： 

４
影
響
：
帶
動
中
國
的
經
濟
發
展
【
沿
海
地
區
優
勢
：
廉
價
勞
工
、
土
地
成
本
低
廉
↓
吸
引
大
量
外
國
資
金
投
資
設
廠
】 

３
措
施
：
Ａ
和
美
國
完
成
建
交 

 
 

Ｂ
在
沿
海
的
深
圳
等
地
設
置
「
經
濟
特
區
」，
以
優
惠
條
件
吸
引
境
外
投
資 

１
領
導
人
：
文
革
結
束
後
，
鄧
小
帄
逐
漸
掌
握
大
權 

 
 

２
目
的
：
扭
轉
經
濟
困
局 

●
改
革
開
放 

 
 

 
 

 

成
為
全
球
少
數
仍
能
維
持
共
黨
專
政
的
國
家 

 
 

 
 

Ｂ
中
共
嚴
控
國
內
政
治
，
並
在
蘇
聯
共
黨
政
權
崩
解
後
，
持
續
擴
大
經
濟
改
革
開
放
的
範
圍
，  

４
影
響
：
Ａ
中
國
一
度
面
臨
西
方
國
家
的
經
濟
制
裁
，
發
展
陷
入
停
滯 

３
結
果
：
六
月
四
日
，
中
共
派
軍
隊
鎮
壓
街
頭
群
眾
，
造
成
許
多
傷
亡
，
稱
為
「
六
四
天
安
門
事
件
」 

２
訴
求
：
要
求
改
革
，
爭
取
民
主 

１
時
間
地
點
：
一
九
八
九
年
，
北
京
的
學
生
聚
集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發
動
大
規
模
的
請
願
示
威 

 

都
是
當
前
面
對
的
重
大
挑
戰
。 

 

３
各
種
挑
戰
：
中
共
仍
然
壓
制
民
主
，
導
致
人
權
不
彰
、
周
邊
領
土
爭
議
、
貧
富
不
均
、
人
口
性
別
比
例
失
衡
等
，  

２
布
局
全
球
：
邁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中
國
推
動
國
際
開
發
合
作
，
經
濟
實
力
和
國
際
地
位
不
容
忽
視 

１
延
續
政
策
：
三
十
多
年
來
，
歷
屆
中
共
領
導
人
延
續
改
革
開
放
的
路
線
，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事
務
（
加
入
世
貿
、
辦
奧
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