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史研究，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根据新中国史的主题

主线、主流本质，新中国史研究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领

导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理政史、国家建设和发展史。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新中国史研

究既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为主，又要结合党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创建史，同时把新中国的建设

和发展融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中反映和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新中国史研究从新中国创立以来就已经开始，长期蕴含于中共党史研究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新时代加快构建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新中国史研究的
基础、前沿与“三大体系”建设

宋月红

摘 要：新中国史研究发端于新中国的创立。改革开放以来，它逐步兴起为一门相对独立

的学科。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史学，其史料学基础从文献档案和实物向多重证据法交叉

融合发展。在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指

导思想，体现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它包含着对这一历史发展所蕴含的

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体系化思想认识，对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具

有重要意义。其迄今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尚未清晰地区别开来，学科意识还比较薄弱。中

华文明贯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蕴含着正确历

史观。新时代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推进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关注重大历史、理论和

实践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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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中国史史料与“新中国史史料学”研究

史料研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但没有史料是不可能开展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新中

国史史料是新中国史研究的来源与依据，生成于新中国的创建、成立和发展中，记载和蕴含着党领导人

民治国理政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反映和展现党情、国情及世情的发展变化。历史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是相通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①，并且新中国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新中国史史料不仅存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中，而且可追溯到“历史中国”特别是

党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之中，并联结到中外关系史以及世界历史之中。新中国史研究虽然立足于文献档

案和实物，但又不限于此。新中国史史料浩如烟海，形态、载体和方式丰富多彩，挖掘、整理和运用也是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可比拟的。新中国史从“历史中国”走来，是正在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史。在新中国史研究中，必须将“历史中国”、新

中国史与“当代中国”有机结合起来，以大历史观观照新中国史、观照当代中国，并且随着科技变革、信息

化发展、全球化变动，从更广泛意义上真实、立体、全面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史。由此，新中国史研究已

经展现繁荣的学科发展前景与未来。

新中国史史料在形态、分布与形式上的多样性多重性，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从文献档案和实物向多重

证据法交叉融合发展，奠基、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史研究的史料基础。新中国史研究不仅继承中华优秀

传统史学的考据学和证据法，注重挖掘整理文献、档案和征集文物、实物，既有史家个体对史料的研究编

纂，更有国家机构主持的集中研究编纂，而且丰富和拓展记载形式，吸收和借鉴访谈、回忆、口述、对话，

附之于影视纪录片、图片、音响视频、历史场景等资料，观察观摩现场，探讨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变化，分

析历史人物关系、性格特质和心理活动等，深化和拓展史料来源与认知领域。新中国史史料不仅表现在

物质上，也体现在思想与精神上，如思想理论、制度、精神谱系、科学文化艺术等。在史料的编纂体裁体

例上，通史、断限史和专门史、专题史并存，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纲目体相得益彰，既有

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选集、文集、文稿、日记、年谱、工作笔记，又有历史事件的大事记、编年、日志、新闻

报道、时事评论，以及各类方志、史料选编、汇编等；既有综合性、类别性和多层级分布的文献档案史料，

又有保存于档案馆、资料馆，布展于历史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的史料陈列，以及遍布于社会生产生活

中的史料。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史观》中指出：“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

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

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②新中国史也莫不如此，而且新中

国史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具有研究价值的各类史料可谓无处不在留存、无时不在产生。新中国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
日报》2014年9月25日。

②《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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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拥有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史料宝库。

新中国史研究留存、记载、编纂和运用史料，必须构建和发展适合其研究内涵与特点的史料学。从

史料学角度来说，新中国史研究虽然如前所述史料浩如烟海并不断产生，而且也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

与编纂，但迄今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学，严重滞后于中国古代、近现代史料学。这是新中

国史研究的学科基础相对薄弱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在新中国史研究、编纂还是教育、传播上，都曾发生

过编造、杜撰或伪造所谓“史料”的现象，也有一些回忆、口述史出现“不真实”的情况，更有在历史虚无主

义等错误思潮的干扰和侵蚀下质疑、否定、歪曲历史事实的问题。一方面，新中国史研究广泛而深入发

展，需要将新中国史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编纂和运用，一体纳入史料学加以统筹和学理化，对现有史

料进行研究分析，对遗存史料进行甄别，对史实进行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实和完备史料，从而

对史论结合进行史料学的学理支持。另一方面，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需要对这些错误思潮

所依据的“史实”“史料”进行辨析，追根溯源，固根培元，以正视听。

历史本就是复杂的，史料也是多方面多领域多角度的，即使是围绕同一史实的史料，也有原始、派

生、辅助和关联之分，特别是新中国史史料还有中央、地方和基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行各业各领域上

的划分。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史料学，需要探索和回答如下基本问题。（1）关于什么是新中国史史料。

这种史料的性质与特点、意义与价值，以及与“历史中国”的史料的区别与联系。（2）关于新中国史史料的

产生与沿革。从史源意义上讲，这种史料是如何生成的，分布于怎样的史实之中，其沿革的线索与脉络

如何。（3）关于新中国史史料的形态与类型。反映和展现这种史料的整体面貌和分支状况，从内在结构

与机理上阐明各类史料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4）关于新中国史史料的编纂。新中国史研究需要

以史实为主题，运用一定的体裁体例，将史料贯通和联系起来，形成研究某一历史问题的系统化、体系化

的史料基础。（5）关于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根据新中国史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既

要总结已有史料的研究方式、方法和手段，也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史学

关于史料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目录学、考据学、文献学、档案学、编纂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还要随

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丰富和发展具有学理基础和时代意义的史料研究方式、方法和手段，以适

应新中国史研究的需要。（6）关于新中国史史料学与新中国史研究，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总之，

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史料学，就是要从史实与史料的关系上、从研究与编纂的意义上，构建和发展新中

国史史料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之成为新中国史研究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地发挥

史料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的源泉和基础性作用。

二、“新中国史理论”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研究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发展开

启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处于历史主体地位。在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上，人民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党来自人民、

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前沿与“三大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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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充分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

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史研究就是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根据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反映和揭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新中国建设和发

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创新精神，记载和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国人民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

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贡献、地位和作

用，探求新中国史发展大势、规律与特点。这些历史命题和时代课题无不需要加强历史理论问题研究，

反映和揭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中国史研究旨在观照新

中国史，“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①，在学科意义上就是要把“新中国史理论”和“新中国史研究理

论”有机结合，共同探讨和阐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必然性和规律

性，以及这一历史发展所蕴含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体系化的思想认识。其基本内容包

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以及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关于党

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新中国是从哪里来

的、又要到哪里去，“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

和制度基础；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以“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新中国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关于新中国历

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开放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上的伟大转折和深远意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关于新

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以及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关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些

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史的理论，也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包括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

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是新时代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最

为集中的体现，也是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理论”的根本指导。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

要的规律性认识，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

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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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①。“新中国史理论”不同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更多的是在哲学意义上阐述新中国史,是历史理论、

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结合。

“新中国史研究理论”是关于怎样研究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学科理论。它是“新中国

史理论”中的学科理论基础和分支领域，彼此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它以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为指导，以

新中国史理论为基础和引导，分为新中国史史学史、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及

编纂体系、教材教育体系、传播体系和评价体系。

新中国史史学史是对新中国史研究在学科发展史上的概括、总结与展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发展，更是把新中国史研究的已有学术成果，特别是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

化、体系化整理，起到推动和发展新中国史研究的作用。当下不少学术综述、述评和年鉴的发表和出版，

以及对学人、学术机构、学术成果、学术活动等内容的整理，为研究新中国史史学史提供了必要素材，更

为探索新中国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深入下去发现其学术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是纵横交错、贯通融合的，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和分类分工的依据，可以

自成一系或一支，但学科体系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

（一）从纵向出发

学科体系根据新中国史的分期分段，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新征程等五个时段

的历史研究。（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中国成立研究。这一研究有利于把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史联系

起来，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创建新中国浴血奋斗的历史。缺乏这一时段的历史研究，就搞不清楚

“新中国是从哪里来”这一基础性问题，也搞不清楚“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党的第二个

历史决议就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追溯到了建党以来 28年，从而贯通性地概述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的 60年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条历史发展主线就是党领导

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但在该领域所遗留的历史问题源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

国，不追根溯源，就难以搞清楚其历史问题的起因、根源之所在，也难以以此为据增强关于认识和把握这

一历史问题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力量。（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

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

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在这一时段的探索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

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②。（3）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研究。党领导人民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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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条件。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4）关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①（5）关于新时代新征程研究。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新时代新征程是新中国史正在向前发展的现实与未来。党领导人民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从横向出发

在新中国史研究的对象与内涵上，涵盖党的领导和建设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国防史、外交

史、生态文明史，以及行政史、法治史、民族史、宗教史、区域史等，以及新中国史中的思想史、制度史、国际

关系史、社会生活史、人权史等；在新中国史研究的内在机理和方法上，应有史料学、史学史、史学理论与方

法、历史地理学、历史哲学，以及口述史和各种研究方式、方法与手段；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也有严格意义

上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史，以及行业史、区划史，在比较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史，等等。当然，以上学科分类和

构建中，有的是研究方向、有的是研究领域、有的则是研究角度，而且构成学科属性的学科因素往往不是单

一的，而是复合的。比如在新中国史的研究与编纂上，既有通史类又有时段史，还有专题史、专门史，彼此

互为支撑。不仅如此，学科划分也是不断丰富的，或越分越细，或从单一走向综合。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

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及编纂体系、教材教育体系、传播体系和评价体系，都以学科体系为基础与支撑，是学

科体系的应用与发展。其中，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关于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如何表达和怎样传播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认识。

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是关于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理与技术、手段的结合，包括研究的出发点与落

脚点、主体与客体、主题与问题、基础与条件、方式与方法、目标与进程、意义与价值，如学术命题、学术思

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等。新中国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是关于什么是新中国史、如何表达和传播新中国

史的概念、范畴与命题，旨在发展“中国学”研究，聚焦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史和当代中国的关注的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②新中国史研究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

设，就是要加强新中国历史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并把史实的研究与基于历史问题的应用研究即智库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多

学科的融合和创新发展，推进新中国史以及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与世界的交流互鉴。

当前，在新中国史研究中，尚没有把“新中国史理论”与“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加以清晰地区别开来，或

者说“新中国史理论”的学科意识还比较薄弱。这不利于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史理论”，也不利于丰富和发

展“新中国史研究理论”，影响和制约着新中国史研究。新时代加快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要加

强新中国史基础性和重大历史问题、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研究，从中提炼“新中国史理论”和“新中国史研

究理论”，进一步增强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性和理论研究的体系化建设，传播其学术成果和理论力量。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页。
②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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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研究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泱泱中华文明灿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

的伟大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丰富而独特的卓越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守正

创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开辟中华文明发展新境界。中华文明贯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

国”，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时代十年

的伟大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蕴含着正确历史观。新时代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推进新

中国史研究必须关注重大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与领域。

（一）关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发展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以勤劳、勇敢、善良和智慧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培育和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中华文明为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标识，巍然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这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

华五千多年文明高度，全面认识和深入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机理和重要

元素中，从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前途命运的决定意义上，科学揭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

及这些特性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作用与意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

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

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

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

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

运所系；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

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

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重要论述，立足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重要元素，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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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立足我国国情，赓续文化传统，传承精神血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贯穿国民教育始

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

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传承发展体系加快构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

软实力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

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造了中华文化发展新成就新辉煌。新时代新征程，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

大变革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深刻感悟这些伟大变革对党、对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科

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坚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二）关于在“两个结合”中铸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根基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

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

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

法宝。”①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又不断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在于，其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

三位一体构成，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党的一切理论与实践，都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进行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并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得以丰厚滋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

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党和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和道路根

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立足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的

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深刻揭示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马

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

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造就了

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

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中，特别深刻阐明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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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二个结合”的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他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

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

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

总书记之所以提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

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中国特色”之问，就是要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和必然

性，深刻回答了“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必须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长期坚持、深

入推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

（三）关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中国史研究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

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根本政治前提和制

度基础、内涵和实践要求，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证、物质基础、精神力量的研究；树立大历史观，既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基于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立体、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牢记“国之大者”，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

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

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

认识，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两个结合”，开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丰富的中国价值，凝聚更加磅礴的中

国力量，开辟更加广阔的中国道路。坚定历史自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观

照历史、观照时代，深刻把握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无比坚定的前进定力，深刻阐

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鉴往知来、使命担当，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引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努力创造出中华文明新的时代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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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New Era
Li Fengliang, Yang Hu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primary systems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 discipline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the academic system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the discourse
system is the form of expression. The article also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of the curr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irstly, it emphasizes on the
practice based on China, facing the times, and being problem-oriented. Secondly, it should face the tradition
and strengthen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ird, it should face the world and strengthen
the dissemination of discourse. Finally, it should face the future and realiz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Keyword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Research on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in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in the New Era

Zuo Yuhe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

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new era.
The study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een steadily promoted, and the study of Marx-
ist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has received renewed attention and continued to heat up. Promote the integra-
tion of disciplines, respond to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facing contemporary China,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extract new concepts, problems, and discourse rich in national characteris-
tics and contemporary atmosphere, which become the basic trend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ew Er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
tems"

The Foundation, Frontier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ng Yueho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abou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C. Constructing the "Three Systems"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RC and promot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RC are major frontier issues and main directions and field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RC now,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major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
sues.

Keywor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Building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Aesthetics

Feng Qing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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