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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主题主线	

话语表达的历史演进*

宋学勤  张天睿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其自身历史发展主

题主线的话语表达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样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

斗”，旨在破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障碍、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是“为建设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旨在建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政治前提、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任务、聚焦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物质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历史

发展主题主线的话语表达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内涵上呈现出由多元探索走向根本目标，在表征上呈现

出完成时代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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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是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伟大奋斗历程的根本指导，

更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元问题”。目前学界有

关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政治文本，

从理论高度阐述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深刻内涵、启示意义a；二是从特定视角出发再解释中共

党史，提出有异于既往表述的观点b。这些研究普遍将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作为一

个既有、完整、新近形成的概念，在时段上集中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内容上以理论阐

释为主。应当看到，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命题虽明确提出于2010年c，但中共作为

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意识、历史自觉、历史自信的“使命型政党”，自诞生伊始便对所肩负的历史

使命和历史任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自觉。正如有学者指出，主题主

线、主流本质的面貌呈现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始终是一

以贯之的”d。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命题的提出，是中共历史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

*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21&ZD039）的阶段性成果。

a 沙健孙：《切实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6期；欧阳淞：《准

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之际》，《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尚庆飞：《学好

用好百年党史必须树立正确党史观》，《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夏春涛：《从中国近代史看百年党史

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等。

b 许全兴：《中国近现代两大历史任务刍议》，《理论视野》2016年第8期；王磊：《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

线的若干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3期等。

c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

d 黄一兵：《改革开放以来党对自身历史的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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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但是，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话语表达具

有内在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内在逻辑统一性。

要全面准确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仅需要研究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体现的理论意涵，更应考察其作为历史存在在中共百年历程中的演进脉络。有鉴于此，本

文拟探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因应时代需要，对自身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的话语表达，揭示变化的话

语形式与不变的历史主题之间的演进逻辑。

一、“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清末以降，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难，彻底扭转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境遇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的夙愿。中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使命，破天荒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破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

障碍。

中共成立初期就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话语表达。中共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主要社会障碍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的压迫，而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

立”a，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b。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紧扣土地革命战争的现实需要，将反帝反军阀拓展为反帝反封建的话

语表达，统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一方面，中共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基础上，指出土地

革命“最根本的事情”是完全取消封建地主阶级权利、完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c。另一方面，在国

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针锋相对地提出“打倒国民党政权”d。随着革命目标的明确，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的话语表达渐趋规范统一，常以“反帝反封建”概括和使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基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巨大变化，在坚持反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强调“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e。一方面，中共突出

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主题，提出中共党史“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f“始终坚持

着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中共突出自身与中华民族的紧密联系，指

明其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g，所领导的政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

表中华民族的”h，坚持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i。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根据资产阶级内部分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客观情况，创

造性地将官僚资产阶级纳入革命对象，主题主线话语表达的内涵呈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

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j。在此基础上，该话语表达向前延伸到中共诞生以来的全部历史，

a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132～133页。

b 《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3页。

c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237页。

d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e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637页。

f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g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0、467页。

h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i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j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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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共“从第一天起”就指明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方向a。

诚如毛泽东所言，“虽是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使中共的某些主张不能不有某些变化，然

而在其基本奋斗方向说来，则是始终一贯的”b。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

的话语表达始终聚焦破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障碍，具体形式因应主要矛盾变化和现实需要

不断调整，或有所增删，或有所侧重，最终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

话语表达。

中共清楚认识到，欲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不仅需要破除阻碍其实现的社会

障碍，更要破而后立，在“破除”的基础上实现“站起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提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前提，建立新

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革命目标。

中共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阐明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谋求“中华民族之

复兴”c的历史使命。中共提出其奋斗历程肩负“中华民族的兴亡”之重要责任d，是“使中华民

族起死回生”e“使国家复兴”f的历程。毛泽东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共成立以来、解放战争以

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g的无数仁人志士同称为“人民英雄”，生动阐释出中共的革

命事业内含在近代中华民族梦想之中。

中共也指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党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的内在联系。中共将“争取中华民

族的澈底解放”视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h，提出党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i，革命目标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j，实

现中华民族“大翻身”和中国人民“大解放”k。

中共积极推进、逐步阐释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基础的国家形态。在近代社会，民族兴

盛离不开建设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为巩

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将“革命的三民主义”阐释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

目标l，并提出中共历史是为“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历

史m。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共主题主线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三民主义的表述，侧

重于强调“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n。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明确指出

“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

国”是历来就有的总路线，中共成立后的各个时期“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o。

中共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是相对于支流、现象而言的，本身就是中共在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

a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

b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24～525页。

c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48页。

d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9页。

e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f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

g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

h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95页。

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7页。

j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76页。

k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l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

m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24页。

n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o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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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复兴历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非挫折或错误。因此，中共历史发展主流本质的话语表达，并

非是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评价，而是从具体方面诠释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程。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从理论探索、不懈奋斗、自身建设等方面充分阐释其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

毛泽东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提出中共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a，中共理论探索取得的伟大成就构成其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奋斗”和“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

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两个方面b，分别将中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不懈奋

斗、自身建设诠释为其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

二、“为建设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国家富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离不

开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摆脱中华民族被人侮辱的命运，缔造无限光明的民族前途以“具有高度文

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c，必须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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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话语表达的内涵呈现为建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条件、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

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话语表达紧扣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将实现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

命的终极的前途”d，明确民主革命胜利后“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e的总目标，以

建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条件。

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沿用“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话语

表达，虽未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前途，但“这个前途是肯定的”f。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

中共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g，进

入到“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h，话语表达更加“明确”和“具体化”i。

社会主义前途在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话语表达中有其形成逻辑。中共提出国家工业化是中

华民族彻底解放的前提条件j，现代中国“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工业化问题”k。

因此，“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l，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是“为建设我国成为一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m。

a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b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c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345页。

d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

e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g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3页。

h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348页。

j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k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l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m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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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积极推动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是中共的夙

愿，更是彻底消灭制约旧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级差别、体制障碍的康庄大道。毛泽东指出只有中

国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才能“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

使中华民族摆脱被开除“球籍”的风险a。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各

项基本政治制度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b，中共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

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提出开展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

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c，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中共的话语表达突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引领地位，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基础上特别突出“工业化”的内涵。中共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d“伟

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e，该变化缘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被视为经济建设领头羊，能够

以之促进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f，故而在主题主线话语表达中强调其引领作用。

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中共将多个重点领域的“现代化”置于社会主义国家愿景构想中，提

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随着社会主义道路自主探索认识的深入，中共更科学全面

地阐释工业化和其他重点领域现代化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建成工业国“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g；

刘少奇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三方面现代化并提，提出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

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h；随着1950年代末国际不利因素增多，国防军事独立自强得到进一

步强调，中共提出“国防现代化”，并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强国”；1964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

会主义强国”i。

三、“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对于振

兴中华民族的决定性意义，决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首次明确阐释党的历史

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命题，提出以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的“两大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话语表达的内涵呈现为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阶段任务、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条件。

刘少奇曾指出中共历史发展经历两件大事——“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j。两件大事以新中国成立为界，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后者同属新中国成

a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157页。

b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

c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704页。

d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e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7页。

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704页。

g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0页。

h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

第410页。

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j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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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的历史时期，既存在历史时间和建设逻辑上的承接关系，又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方面存有

重要区分。中共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挫折和错误属于历史发展的支线、支流，而

非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因此，应当高度凝练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期在践行初心使命方面的共通

之处，提出前后贯通的话语表达。为此，中共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

华民族的独立”话语表达的基础上，凝练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的内涵表征为“人民幸

福”。1981年胡耀邦提出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是“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

英勇奋斗”a。其中，“民族解放”对应“人民民主革命”，“人民幸福”则是从目的层面对新中

国成立后中共持续推进的历史任务的概括总结。

中共在承继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话语基础上，愈发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在其历史任务中的决

定性地位，相继增添文明、民主、富强的话语表达，并将“富强”置于奋斗目标的首位。中共十三

大提出“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b，反映出中共深刻认识到国家富

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作用，“国家富强”在历史发展主题主线话语表达中占据重要地

位，同时为“两大历史任务”内涵明确阐释奠定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性质上与社会主义革命截然不同，“民族解放”侧重于中华民族推翻帝国

主义压迫、争得独立自主地位的民族革命进程。对此，中共提出“三件大事”，增添“消灭剥削制

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c。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任务也增添了

“社会进步”的内涵，形成“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表述d。在此基础上，中共以战

争与和平的时代主题为界，进一步提出历史发展主题主线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

和民族振兴”e。前者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完成的历史任务和为民族复兴创造的社会条件；后

者从“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出发，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接续奋

斗的一贯目标。而“社会进步”即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其任务内含于“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因

而该表述逐渐统合消失。

至此，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话语表达已经趋于成熟。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两大历史任

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f第一个

历史任务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已经实现的阶段任务，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

根本社会条件，也为第二个历史任务的实现扫清障碍。“两大历史任务”话语表达的提出，是围

绕“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以“开辟怎样的社会条件”和“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两个方面，擘

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任务。“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g，接续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体现出中共历史

发展贯通始终的历史主题。

在提出“两大历史任务”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阶段任务的基础上，中共历史发展主题

主线话语表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着力点。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集中力量开展的现代化

建设，正是“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h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推进调整“两大历史任务”内

a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b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c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d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题记”第4页。

e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页。

f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g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h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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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提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

质条件。

具体而言，中共调整“两大历史任务”具体内涵，突出“人民富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

标志性意义。中共十五大报告在提出“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

民共同富裕）的同时，兼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a的表述。当然，考

察实际使用过程，后者的表达相对简洁、使用频次明显更高b。两种表述的并用持续到2010年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习近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既依据两大历史任务的规定提出“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并明确“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

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c，同时使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的连贯话语表达d。“中国共产党人以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为自己的历史使

命”e，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中共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前列。2011年，中共将

“两大历史任务”的内涵调整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f，这在

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话语表达上的并用情况。主题主线话语表达不仅在句式上对仗工整，而且体现

出中共高度重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赋予“人民富裕”以历史任务地位的坚定追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历史发展主流本质的话语表达围绕中共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程，形成基本的表达框架。1981年胡耀邦首次以“为中国民族解放和

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

而愈益结合”“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g，即不懈奋斗、理论探索、自身建设

三方面诠释中共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奠定话语表达的基本框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突破

“路线斗争史”的桎梏，提出“理论探索”的“重点放在探索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h，

突出中共在曲折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方向的历

史发展主流本质。在此基础上，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对

历史主流本质的话语表达做出明确规定i，《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此为依据提出“党进行不

懈奋斗、理论探索、自身建设的光辉历史，集中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分别是在

党的领导下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并创新理论、党加强自身建设，

锻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力量的历史j。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共以更充

a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页。

b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

c 转引自欧阳淞：《认真学习党的百年历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论）》，《人民日报》2021年1月29日，第

9版。

d 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

e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页。

f 《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522页。

g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页。

h 金冲及编：《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

222页。

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85页。

j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4、10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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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信心和更高度的历史自觉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共历史发展主题

主线的话语表达高度凝练、不断深化，自觉提出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百年历史主题。

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变，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的话语表达内涵进一步深化、角度进

一步全面。“两大历史任务”中“人民富裕”无法充分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方面向往。

中共调整“两大历史任务”的具体内涵，明确提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a，将“人民富裕”调整为“人民幸福”。然而“两大历史任

务”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划分，虽实质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任务，但在话语阐释过程中，

贯穿其中、始终如一的历史主题不够清楚明了。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共一经成立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b。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历史使命，统合着中共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复兴整个历史主题，体现出中

国共产党围绕自身历史使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奋斗历程。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前者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已经完

成，后者以“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为内核，在话语表达中以“富强”为首要目标，兼容民主、文

明，逐步增添和谐、美丽的内涵。中共从更高度的关怀总结出完成历史任务所要达成的根本目标

和最终目的，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共自诞生以来始终奋斗不渝的历史主题。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庄严宣告“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c。

中共历史发展主流本质的话语表达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在不懈奋斗、理

论探索、自身建设的基础上，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地诠释中共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取得

的伟大成就。

中共从纵观百年的历史视野和贯穿始终的历史使命，阐释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中共的初

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指出中共历史“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

一百年”d；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不怕牺牲的宝贵品格和为民造福的矢志初心角度，

更全面诠释主流本质的意涵，提出“不怕牺牲史”“为民造福史”e是主流本质的重要部分。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提出“六

个深入研究”，其中包括“五个百年历程”f。学界有从“六个深入研究”出发，提出主流本质是

“‘六个历史’的有机统一，即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政治锻造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

设史、开拓前进史的有机统一”g；有从“五个百年历程”出发，将主流本质表达为“党的不懈奋

斗史、理论探索史、政治锻造史、践行初心使命史和自身建设史”h等。

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共历史发展主流本质的话语表达内涵不断丰富、角度不断拓展的趋势有

其内在必然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方面，

中共历史发展统摄国家、民族、社会、党的建设各个维度，话语表达的内涵丰富和角度拓展是充

分把握和理解中共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主题进程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a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1页。

b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80页。

c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21年第4期。

d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e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版，第458页。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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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78～79页。

g 黄一兵：《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1期。

h 张洪松：《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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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话语表达在不同时期因应现实境况，伴随对自身历史使命、历史任

务等问题认识的深化，表现出不同的话语表达形式，有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虽然中共历史发展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命题是新近提出的，但并不代表中共不存在认识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的自觉

意识。

首先，主题主线话语表达由多元走向统一，由事实自觉走向命题自觉。中共作为具备高度历

史意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政党，对于历史发展主题主线始终保有高度自觉和充分关切。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相关话语表达受时代因素和客观条件所限，相对

多元分散、寓于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愿景构想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话语

表达渐趋统一，集中在实现“两大历史任务”话语框架内部调整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中共对自身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明确阐释中共百年历史发展主题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主题主线话语表达得到基本确立。

其次，主题主线话语表达紧扣现实需要，及时呼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共根据民族危机日

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现实，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共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

勇奋斗的历史”；顺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分别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

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根据开展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任务表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

化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方位向往，提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

再次，主题主线话语表达阐释愈发全面、内涵更加丰富、逻辑更为贯通。中共的历史是不断

发展着的历史，中共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不断发展着的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主

题话语表达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自身历史发展形成统一连贯、全面深刻的认知线索；“五个百

年历程”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已经能够从百年党史发展的长时段和横向展开的多角度，以更丰富

的内涵诠释中共历史发展主流本质和伟大成就。

最后，主题主线话语表达是中共对自身历史发展的主动呈现和总体回顾。不同于《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今之视昔的角度对各个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

归纳总结，彼时中共作为表达主体，主题主线的话语样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不同历史时

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表征，但也凝聚不变的内核追求。中共自身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本身即是最

能集中体现中共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的目标任务或中心内容	，谋求“中华民族之复兴”“以一

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振兴中华”，其话语表达始终蕴藏着不同历史时期主要任

务中最具有宏观意义、最富有历史脉络贯穿性的精神内核，始终统属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历史进程。	

总之，中共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的话语表达演进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内涵上呈现出由多元

探索走向根本目标，在表征上呈现出完成时代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

一性。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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