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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基于唯物史观，习近平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进而使得

大历史观带有中国特色并且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大历史观在形成与发展的

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相统一，即习近平大历史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程

实现了内在统一，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又促进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新性发

展。习近平大历史观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为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提供了科学依据、逻辑

支撑和历史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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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Grand View of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cialist ideology in the new era，and is also the lat-
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China＇s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 doctrin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Xi Jinping integrated tra-
ditional dialectic thinking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adhering to materialist dialectics，and made China＇s great historical view with Chi-
na＇s characteristics and became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Marx doctrine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Xi Jinping＇s great conception of history，he always adhered to the unity of theoretical dimension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That is to say，Xi Jinping＇s great historical view has achieved an internal unity with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in the new era，which has promoted the theoretical process of Marx doctrine in China and promot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practice． Xi Jinping＇s great historical view contain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logical support and historical support for the great journe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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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系列讲话中多次提及到的“大历史”或“大历

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视野。从 2011 年《领导

干部要读点历史》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到 2016 年 5 月 17 日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大历史”概

念，再到 2019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到的“大历史观”，习近平在这个过程

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深化且不断地推进到一个

新境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

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基于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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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史观，习近平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

的辩证思想，进而使得大历史观带有中国特色并且成为了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大历史观

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相统

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程实现了内在

统一。习近平大历史观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为开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提供了科学依据、逻辑支撑和

历史依托。

一、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唯物史观基础及其形成过程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讲，在《为“大历史”辩护》中，当代美

国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最先使用了“大历史”概念，它的

最初之意是“主张应打破民族、国家、地区的界限，将人类历

史置于宇宙演化的宏大历史叙事中，从整个世界和最长的时

间规模对一切历史做整体、连贯研究”［1］。一经提出，很快

得到世界其它国家历史学者的注意并加以运用，我国的历史

学者也不例外。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安是从历史

的长度上来对历史加以整体和连贯研究。而习近平的“大历

史”概念则已然超越了历史学意义的维度，而是基于马克思

主义历史观的一般原理，认为对当代中国实际问题要放在世

界和我国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下加以研究。也就是说，习近平

大历史观并不是纯粹的历史学意义的范畴，而是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维度上加

以探讨的大历史观。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观，同时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展现出与具

体实际问题相结合起来的历史辩证法。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哲学基础和渊源是唯物史观。习近

平在 2015 年 7 月 30 日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

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明确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

史“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

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

上。”［2］习近平在此强调了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和记述历史

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坚持正确方向和把握历史进

程。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导向，尤其是对重大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和重要党派要在历史进程、主流和本质中作出

客观合理的评价，以此来反驳歪曲历史和否定历史的错误言

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

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上的一切冲突都来源于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以此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社会发展的

根本性动力，这为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提供了一把钥

匙。习近平正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建立起的历史观

并为后来提出的大历史奠定了哲学基础。

习近平首次使用“大历史”概念是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与中国大历史结合起来看待了。他在这次重要讲

话中明确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

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3］习

近平在此强调，要把人类社会发展放在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

和思想先导的过程中来加以认识和把握，要放在大历史的视

野中来看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样既能通过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来把握当前历史，又能从历史中看到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紧接着他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

至 27 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时再次

指出，“大家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根本遵循，认真领会和正确

把握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多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

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把握党的基本路线，

深刻领会为什么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4］188。这里很有深

意的是，习近平把“大潮流”、“大格局”和“大历史”并列放在

一起，让我们看到，既有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又有世界变化

的历史格局，还有中国发展的大历史维度。再到后来，他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提到了“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

中国的历史常态”［5］，明确指出从大历史观中看待中国当前

的改革开放，必须承认变革和开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

律。因此，我们看到，不管是从我国发展大历史中看待当代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是从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把握党

的基本路线，或是从数千年大历史观看中国历史上的变革和

开放，习近平此时只是提出了“大历史”的概念，并没有明确

阐述出大历史观的基本内涵。
至于什么是大历史观，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四次集体学习《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

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讲话之中加以明确阐

述。他认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

共产党 90 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逻辑、实
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

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

规律，揭示历史趋势。”［6］由此看出，习近平从大历史概念上

升到大历史观，真正阐明了大历史观的基本内涵: 第一，习近

平大历史观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是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思想基础; 第二，这种大历史观

包括中华民族长达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又包括了中国

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的 170 多年的斗争史，又包括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 90 多年的奋斗史，是以历史演进

的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统一的大视角、大格局和大潮流; 第三，

习近平大历史观要求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高度相

统一; 第四，这种大历史观里面融合了政治史、思想史、文化

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 第五，习近平大历史观不仅揭示出了

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而且要求把握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

进而能够深刻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以此更好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习

近平大历史观形成的标志不止包括“大历史”概念和“大历

史观”的正式提出，还包括形成这一概念之前所有的历史观

内容。
由此可见，习近平大历史观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在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上得以推进，

而且还在理论的视野、范围和方法上得以延伸，更是把唯物

史观与我们国家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是新时代不断地

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此，习近平在运用和

发展唯物史观指导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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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历史辩证法

从思想脉络的发展来看，习近平大历史观在其发展的过

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不仅在历史辩证法中融

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

历史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相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大

历史观是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更是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最新体现，也就是一种历

史辩证法。既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又把

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法思想的因素融入到大历史观的哲学

思维之中，形成了一种基于唯物辩证法与传统辩证思想相结

合的中国特色的大历史观。

第一，坚持了“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唯物辩

证法。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

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

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7］习近平在此明确强调了要

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且是在继

承过去的一切社会历史条件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历史不

是凭空创造并显现在人类面前的，是从昨天延续到今天，再

从今天走向明天的时间轴里持续向前发展的，而且是在继承

过去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习近

平在坚持与运用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马

克思也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有着与此相

同的表达，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

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

在直接 碰 到 的、既 定 的、从 过 去 承 继 下 来 的 条 件 下 创 造

的。”［8］470－471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不仅要联

系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而且要创造性发展这些既定的历史

条件，从而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习近平大历史观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以联系的、发
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第二，融入了“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中国传统辩证思

想。习近平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中指出，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里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

又有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而且将这两者有机结合了起来。

可以看出，习近平大历史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一样，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并运用典故是其中的一大特

色。也就是说，习近平大历史观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辩证法色彩。比如，习近平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9］71这里习近平引用的典故出自于《旧唐书·魏徵传》

中的“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知得失。”其实，习近平对这一典故的内涵引申到

了当代意义的世界、国家和个人三个维度上加以讨论。当一

个人功成名就时候不要忘记奋斗之苦难; 当一个国家 ( 政

党) 执掌政权时不能忘记创业之艰辛; 当一个国家四海承平

时候 不 能 忘 记 腐 败 之 利 害。他 指 出: “历 史 是 一 面 镜

子。”［10］351这句话表明了习近平大历史观里包含着“知古鉴

今、古为今用”的传统辩证法，过去的历史可以反照我们当前

的世界、生活和自己，能够更好与历史这一位智者对话，吸收

传统文化中正能量的成分，摈弃历史中糟粕的东西，为新时

代中国特色主义社会提供了辩证的智慧和方法。
第三，习近平大历史观不仅有贯穿古今中外的历史思

维，而且还包含着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辩证思维，从而

真正实现了历史与哲学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 “哲学是

人类的智慧之学，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11］这句

话表明了习近平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与哲学一样都是人

类的智慧的结晶。自从古希腊时候开始，一直把哲学看作是

智慧之学，而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把历史纳入到哲学范

畴之中，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与历史的相统一，所以把马克

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历

史观。习近平大历史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实现了历史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内在统一，也为其提供了科学

的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以此更好的联系中国实际情况来解

决当前我们国家的现实问题。

三、习近平大历史观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思想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大历史观并不是单纯的就

理论而谈理论，而是在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条件下加以阐

释的，也就是从具体的实际情况中促进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从辩证法角度来看，习近平大历史观是在坚持唯物辩证法基

础之上融合了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辩证思想，从而实现了历

史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跟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促

进了辩证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得以运用和扩展。所以，不管

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习近平大历史观真正体现出了

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以实践带动理论的创新，以理论指

导实践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习近平大历

史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统一。

首先，习近平大历史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依据。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

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12］21 前两个目标已经提

前实现。值此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已建成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以及生态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要再继续奋斗三十

年，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把我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面临着西方列强的

侵略，使得无数仁人志士为反抗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实现民族

独立和解放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国破家亡、千钧一发

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党的带领下，无数中华好儿女

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这“三座大山”，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起了

社会主义新中国。自此以后，我们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和提升国家实力，特别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致力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大力发展生产力，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下，我国生产

力水平大力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在国

际社会上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攀升，在迈向社会主义强国的

路上稳步前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观作为我们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我国社会发展

的规律，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3］8。可以说，习近平大

历史观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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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论，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则是习近平大历史观

指导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生动体现。
其次，习近平大历史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了逻辑支撑。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

话中提到，“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14］35－36从历史进程来看，在旧中国，国家积贫

积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国

家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国家在建

国初期完成了“三大改造”并顺利进入社会主义。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认为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国梦。习近平通过大历史观看到中

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内在规律，以此提出了中国

梦。因此，习近平大历史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了逻辑支撑; 中国梦证明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最后，习近平大历史观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提

供了历史依托。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到，

“2100 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

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横

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15］287 这是习近平首次谈到

“丝绸之路”，在之后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提到了“海

上丝绸之路”，后来就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倡

议。“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16］522 的确，我们

不仅要铭记“丝绸之路”这一段历史，而且更加需要传承历

史为我们当今的世界和中国做出新的贡献，让“丝绸之路”
延续下去，也让“丝绸之路”的历史在今天这个新时代为人

民生活和世界和平继续造福。就像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

“‘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17］500 这

是习近平对古代中国“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

传承与延续，也是习近平大历史观中的“知古鉴今、古为今

用”辩证法具体运用到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

合作之中，体现大历史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相结合。
因此，习近平大历史观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历史依托，

而“一带一路”则是践行了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理论价值。
此外，习近平大历史观对当前盛行着的历史虚无主义予

以批判与反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习近

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18］习近平在这里指出了历史虚无主义既否定了

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又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

说，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恶意攻击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近

代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根源来看，这种历史虚无

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大家知道，唯心主义与唯物主

义是相对立的哲学观点。唯心主义通常是坚持孤立的、静止

的、片面的看待问题，而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则是坚持全面的、发展的和联系的看待事物和问

题，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就其本质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既没

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内在的一般规律，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方法论。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历史虚

无主义，运用习近平大历史观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历史虚

无主义的进行批判与分析，这是我们党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最

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习近平大历史观从理论和实践这

两个维度批判了历史虚无主义这一错误的历史观。
由此观之，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内在本质在于理论与实践

的相统 一，正 如 习 近 平 所 说 的，“历 史 是 人 类 最 好 的 老

师。”［19］

综上所述，习近平大历史观立足于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辩证思

想，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具有历史性、时代

性和科学性。习近平大历史观对认识和深化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起着非常重要的

现实指导作用和启示意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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