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现在一些人公开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

理，大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不遗余力地篡

改和丑化党和人民的历史。习近平有针对

性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

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

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

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的斗

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

民共和国 60 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

的历史。人民是中国的脊梁，历史的主人，

这是我们认清历史虚无主义危害和本质的

锐利武器。如何维护“人民书写的历史”的

真理性，如何捍卫“人民书写的历史”不被

颠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任务。

科学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

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宋月红

(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

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

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历史和系统地分析

中国社会发展及其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

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

在关于要重视学习和正确认识党史国史的

重要论述中，把唯物史观用之于考察和研究

人类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

主义建设史，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其

中，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

践探索的关系，在学习和研究党史国史中具

有重要意义。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

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

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历史发展表明，这既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阶

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又是改革开放历史新

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所 始 终 遵 循 的 重 要 历 史

逻辑。

一 认识和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

特征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近代以来，社会主

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想变为现实。这一历

史发展，既是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又蕴涵

着人类社会历史观、世界观和发展观的伟大

变革。正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变革、思想激荡

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人类社会历

史，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立了“唯

一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成为迄今为

止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思想境

界，为人类社会不断向更高级阶段发展奠定

科学理论基础。
然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苏东剧变、苏

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

低潮。基于此，人类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

论调甚嚣尘上，欲意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死灰复燃。
在这种背景下，能否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总

趋势，至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命运。习

近平总书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

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指出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

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

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

过时。他强调，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

义最终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

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个重要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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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

终对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和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充满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

度自信。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开辟并不断拓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来之不易

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经历了较为严重的

曲折、失误乃至错误，而改革开放又是一项

前无古人的事业，面对的矛盾问题尖锐复

杂，肩负的历史任务艰巨繁重。习近平总书

记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从改

革开放 30 多年的伟大实践追溯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以及近代

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指出这条道路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针对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

裂和根本对立的思想逆流，习近平总书记根

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并结合当代中国

历史发展，将这两个历史时期统一于党领导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深刻揭

示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本质。
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后的理论和实

践探索，是党领导人民开创和发展的，是中

国人民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更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内涵

和根本基础。这两个历史时期历史发展的

主体无不是党领导人民，主题和主线则统一

于建设社会主义，并由此决定其主流，不论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还是理论体

系，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

明，总体上都是推动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步

的，取得的成就也是辉煌的。其中，改革开

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

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

持、改革、发展。

二 正确处理两个历史时期关系需要

解决三个基本认识问题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

发展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认识和把握改

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并将二者

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探索，需要解决如下三个基本认识问题。
其一，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问题，特别

是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曲折和发生曲折的历

史。在这一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要

重视学习和正确认识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

中作了三个具有逻辑递进关系的阐明。一

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他说，历史就是历

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

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二是历史是相

互联系的。他强调，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

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

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一切

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三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他联系中国历史

特别是党史国史，指出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

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

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

来 170 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

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多年的发展

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这些论述对于科

学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和认识前提。
其二，关于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历史

地位与意义问题。认识这一问题，关键在于

分清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主流与支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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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他说，改革开放

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

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

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

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

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
其三，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

题。这一问题关系到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和

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也关系到改革开放举

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问题是贯通并贯彻

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基本

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党通过《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即第二

个历史决议) ，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

正，首要的就是根据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部历

史，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我们党也正由此从改革开

放历史时期之初，就奠定了科学认识和把握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思想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对历史人

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

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

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

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

系。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强调，这有

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

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

地看待和分析。
总之，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

关系问题上，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是继承和发展地对待和处理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也就不可

能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唯物史

观研究历史特别是党史国史，科学认识改革

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一个基本结

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与翔实准确史实的统一

龚 云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015 年 7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

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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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提出了认识历史的重

要方法论原则，即坚持唯物史观与翔实准确

史实的统一。

一 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

唯物史观的创立，克服了以往唯心史观

的种种缺点，是人类认识史上伟大的革命。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

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

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

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唯物

史观使历史破天荒地第一次置于它的真正

基础之上，开辟了从现实出发对历史进行科

学研究的道路，把对历史的认识建立在科学

基础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评

价说，马克思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

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是产生了最大影响

的解释历史的理论。
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科学

研究历史的必由之路，是指引历史学成为科

学的可靠指南。坚持唯物史观，有助于深入

历史实际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准确把握历

史进程; 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历史

的主流，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

人物，不至于陷于历史的细节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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