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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宋月红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编纂出版，
是党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对国史学界
是极大激励、鼓舞和引导，有助于推动建构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

《编年史》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集中围绕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
质，深入融合党的思想理论史与实践奋斗史，
逐年逐月乃至逐日深度挖掘整理编纂史料，
并以编年体辅之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为体
裁体例，具体、历史地系统性、贯通性研究
编纂党的历史发展的背景条件、阶段性内涵
与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地位、作用和意义，

进而从历史发生和发展的立足点、出发点和
着力点透视相应历史深处，反映和揭示中国
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一、《编年史》史料来源丰富，视野宏一、《编年史》史料来源丰富，视野宏

阔、翔实可靠。阔、翔实可靠。史料是编纂历史的基石，以
年为单元编纂历史，就意味着挖掘整理史料
要落实到历史的具体时间、具体事物和具体
情节，而且要把纷繁复杂的史料统一到一定
的历史发展逻辑上来，做到阶段性与连续性
相统一。《编年史》从大历史观考察党成立
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上溯到辛亥革命爆
发，以年月为时序，把党的成立放在了历史
与时代、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条件下加以观
照，由此挖掘、考述党成立的思想基础、组
织准备，并为编纂其后党的历史发展作了铺
垫和导引。《编年史》以大事、要事和重点
人物的思想与活动为基本线索，同时所用史

以丰厚史料和纪事本末透视历史深处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放映的故事，
及其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并最终成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风雨历程，不仅
脉络清晰、史料准确、资料来源丰富，而
且文字简洁、故事完整，即使只有初等阅
读能力的人，也能一看便知，读之令人振奋。
另一方面，《编年史》对一些重要人物作了
准确详细的介绍，这对研究者和广大读者
都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对党中央批准的“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人物”作了相应介绍，仅 1935 年卷就有方

志敏、瞿秋白等 12 位“双百”人物。这也
是《编年史》编写工作的一个重要创新。

总之，《编年史》的出版发行，完成了
党史和文献工作者多年的心愿。《编年史》
是一部重要的党史基本著作，是继《中国
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国共
产党的一百年》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是
党史学科建设、党史研究、党史学习教育、
党史资政育人的又一项基础性工程。

（转自“党的历史”微信公众号，作者

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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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覆盖到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面貌与
特点，力求做到从整体上反映党史。《编年史》
尽管是以编年为体裁反映党史，但并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历史大事记或大事纪要，更不是
史料汇编汇集，而是将其所编纂的史料连接
贯通起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和
鲜活生动的党史，而且具体深入到相应历史
事实的具体环节、内在结构与机理之中，与
党史已有基本读本关于党史的叙事体系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

二、《编年史》秉承“孤证不立”原则，二、《编年史》秉承“孤证不立”原则，

依据充分、考述精当。依据充分、考述精当。立纲立条是历史编
纂成功与否的重要法宝。在以什么立纲、能
否和怎样立条上，《编年史》充分依据来自
中央与地方、区域与境外等方面的权威史
料，并尽可能运用档案、文献、回忆、实物
等进行多角度考释、补正。如《编年史》将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立为重要一条，不
仅突出了党的成立在党史上的开天辟地的里
程碑地位，而且历史地、鲜活地反映了党的
创建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地位与贡
献。该条从总体上阐述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概括总结了中国马克思
主义先驱者的建党思想发展，并将之落脚于
1920 年 2 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
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以及结
合此后二者通信和在北方与南方从事筹备建
党情况，同时，以赵世炎的笔记和高一涵的
演讲作为补正。由此，该条抽象与具象、宏
观与微观相结合，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共产主义小组》和
有关文集等权威记载，从思想认识与史实史
事的相互联系和印证上，全方位、多角度地
得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客观实在性
和历史必然性。这一研究编纂做法在《编年
史》中普遍运用，并结合具体历史问题、史
料问题加以丰富发展，使得立纲立条真实有
据、科学合理，由此确保了《编年史》是一
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党史、信史、正史。

三、《编年史》编纂规范，立题鲜明、三、《编年史》编纂规范，立题鲜明、

系统集成。系统集成。主题设置、条目撰写是历史编纂

的基本内容。《编年史》遵照“重要”“典型”“鲜
活”“平衡”的原则，确定编纂的要素、内
容和特色。每一条目都以引段句概括该条的
历史主题，从史料中观照和提炼历史的核心
内涵与要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各条主题
明确，不面面俱到；详略得当，不照搬材料。
特别是每年度首条目引段句后，均对本年度
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作出阐明，
反映和揭示党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从而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
性统一起来，体现出科学认识和研究党史的
辩证法。《编年史》的一大特色在于纪事本
末体的适当运用。历史发展是历史的合力所
为，也往往是复杂的和长时段的。《编年史》
适当运用纪事本末体，以此前、本月本日和
此后，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史料等加
以记述。《编年史》还适当合并“打包”，如
关于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
思主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党的一
大召开，关于党的七大召开，关于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等，以此深入记述
整个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深刻
阐明其历史地位、意义与深远影响。同时，
还以纪传体，如关于党的一大代表，关于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简要记述了有关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编
年史》见人见事见物，更见历史和时代精神。

总之，《编年史》是一部学习研究党的
历史基本读本的史料学、编纂学著作和工具
书，是一本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
例》的重要载体和参考教材。党史研究编纂
和国史研究编纂紧密联系、相互结合，彼此
学科体系相通相融合。深入学习研究这部《编
年史》，有利于丰富发展国史研究编纂的理
论与方法，推动加强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共
同繁荣发展，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为
时代明德，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转自“党的历史”微信公众号，作者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