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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自信

■ 陈金龙

[ 摘 要 ] 历史自信是历史主体对民族、国家、政党等历史的信心和信念。毛泽东在研读历史、创造

历史、洞察历史和关注国际社会相关评价的过程中形成了历史自信。毛泽东的历史自信，主要围绕中华民

族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来表达，实现了历史情感与历史理性、历史自

信与历史主动、历史与现在和未来、民族立场与世界情怀的有机统一。毛泽东的历史自信，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尊重历史的态度，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奠定

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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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信是历史主体对民族、国家、政党

等历史的信心和信念，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和情感表达。毛泽东既是历史的爱好者、研究者，

又是历史的见证人、创造者，在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

历史的自信，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成与

演进奠定了重要基础。回溯毛泽东历史自信的

成因、表现、特征和价值，对于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具有重要

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毛泽东历史自信的成因

毛泽东的历史自信，是在熟读中国历史、

领导创造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洞察

历史发展规律等多方面因素叠加作用下形成的。

国际社会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共党史和新中

国史的积极评价，同样对毛泽东历史自信的形

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熟读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形成历史自信。

历史自信源于历史认知，熟读历史是历史自信

形成的基础。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认为“读

历史是智慧的事”［1］。1910 年春，毛泽东到韶

［1］《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 页。　

山东茅塘秀才毛麓钟家里读书，开始选读《纲

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2］在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开始阅读《御批

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以

及各朝各代的《纪事本末》。这些阅读经历，

使毛泽东养成了读史的爱好。战争年代，毛泽

东读史的兴趣不减。1937 年 1 月，毛泽东致信

李克农，请他代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

括各朝史的演义）。［3］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

东尽管担负了繁重的治国理政任务，依然保持

了读史的习惯。据北京图书馆的记录，1949 至

1969 年，毛泽东共借书 6000 多册，其中历史书

籍所占比重最大。毛泽东在阅读历史、研究历

史的过程中，感受了中国史籍的浩繁、中华民

族历史的悠久和中华文明的灿烂，形成了对中

华民族历史的自信。

在领导创造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的过程中形成历史自信。历史自信是基于历史

创造实践的自信，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代中央

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 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

第 6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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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1］，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壮大的过程。毛泽东在

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的 24 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 24 年，“从古

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

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2］。

他引用《庄子》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

巨”，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自信，认为现

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3］毛泽东深

知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能

力，坚信“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

党”［4］。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带

领人民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中

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

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

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

中国。”［5］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新中国发展成

就，使毛泽东形成了对新中国历史的自信。毛

泽东在领导全党进行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深

切感受到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认定“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我

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7］。人民是创造历史

的主体，毛泽东的历史自信来源于对人民群众

历史创造力和历史主动精神的自信。

在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形成历史自

信。历史发展受客观规律支配，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洞察历史规律是历史自信形成的

重要条件。在毛泽东看来，“规律存在于历史

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5 年版，第 6、7 页。　

［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6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7 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27 页。　

［6］《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31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88 页。　

来发现和证明规律”［8］。毛泽东认识到规律在

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注重对历史发展规律

的观察和思考。1943 年 12 月，毛泽东致信胡

乔木，嘱他搜集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

展史著作，不论是翻译的还是写作的，供他阅

读。［9］毛泽东强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

察历史的方法，认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毛

泽东看来，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制度“开始时是

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

度来代替了”［10］。“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

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1］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揭示，为历史自信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

撑。

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促进了毛泽东历史自

信的形成。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对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民族历史曾作出了积极评价。共产国际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出版的《英勇

奋斗的 15 年》一书记述到：“强大的中国的

党，乃是中国人民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胜利的

最好保证。中国共产党底旗帜，乃是胜利的旗

帜。”［12］1936 年 8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起草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贺电，

提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强大的布尔什维

主义政党，在国内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创立了

红军，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13］共

产国际的积极评价，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历

史自信的形成提供了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国

际社会对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

1956 年 10 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华时坦

言：“我们从远处一直注意着新中国的产生，

［8］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06 页。　

［9］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95 页。　

［10］《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27 页。　

［11］《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15 页。　

［1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第 17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2 页。　

［13］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丛书》第 15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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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精神和新中国如何照顾人民的生活。

今天中国已经是个不能忽视的大国。”［1］来自

世界的关注和肯定，也为毛泽东对新中国历史

自信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支持。

毛泽东历史自信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互作

用的结果。熟读中国历史是毛泽东历史自信形

成的认识基础，创造历史的实践经历、中国共

产党发展和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毛泽东历

史自信形成的实践基础，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是毛泽东历史自信形成的理论支撑，国际社

会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积极评价

是促进毛泽东历史自信形成的外部因素。

二、毛泽东历史自信的表现

毛泽东的历史自信，具有多方面内涵，主

要体现为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

新中国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自信。

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自信。中华民族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灿烂文明，为人类

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毛泽东对中华

民族历史的自信，包括对中华民族文明和中华

民 族 品 格 的 自 信。1920 年 3 月， 毛 泽 东 在 致

周世钊的信中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

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

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2］ 这段

话将中华文明视为东方文明的代表，说明了中

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体现了毛泽东

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历史进行了概

括 性 总 结， 在 诠 释 了 四 大 发 明 的 历 史 地 位 之

后，认定“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

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

史”［3］。这无疑是对中华文明历史地位与世界

贡献充满自信的表达。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

会议上指出：人类历史据说有 50 万年，一段是

野蛮史，一段是文明史，文明史只有 5000 年或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 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4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23 页。　

者稍多一点，“我们中国的历史算长得很，但

也只有四千多年至五千年”［4］。“长得很”是

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自信。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1964 年 6 月，他在会见马里政府代表团时指出：

“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

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

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

沿用下来。”［5］毛泽东在历史地评价秦始皇的

同时，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两个突出特性，即统

一性和连续性。

毛泽东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与其对中华

民族品格的自信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中华

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

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6］。这是对中华

民族诸多优秀品格的赞美。1957 年 7 月，毛泽

东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时，认为“中华民

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

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7］。这是对

中华民族理性、热情、智慧、勇敢等优秀品格

的肯定，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品格的自信。

1958 年 7 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青年访华代表

团时还说，“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

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所以我们始终

是文明国家”［8］。中华民族崇尚和平、以和为

贵，一以贯之的优秀品格形成于中华民族发展

的历史全过程，对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自信，

实际上蕴含着中华民族历史的自信。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自信。毛泽东经历了

党 成 立、 发 展、 壮 大 的 长 期 过 程。1942 年 3

月，毛泽东在阐释中共党史研究方法时提出“古

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

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

方。［9］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回顾建党

［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2 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66 页。　

［6］《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3 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188 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386 页。　

［9］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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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历史，认为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

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为

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1］这些历史

认识，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表达，也

为评价党的历史定下了基调。随着中国革命的

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更加彰显出来。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贡献集中进行了总结，认为“党

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

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坚定对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提供了事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

地位的确立和执政绩效的彰显，毛泽东对中国

共 产 党 历 史 的 自 信 得 到 提 升。1951 年 2 月，

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决议要点时

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

的”［3］。这种对于党的性质、品质的定位，实

际上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自信。在推进

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应

当相信“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

义社会的”［4］。这是基于党的历史阐发的对于

党的领导能力的自信。1956 年 8 月，毛泽东在

主持召开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时指出：

我们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

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5］。这是对中国共产

党历史自信的具体表达。

对新中国历史的自信。新中国的成立，意

味着国家面貌和国家形象的改变。随着新中国

建设的展开和成就的取得，毛泽东逐渐形成对

新中国历史的自信。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国家制度，是人

［1］ 参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9 页。　

［2］《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80 页。　

［3］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145 页。　

［4］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422-423 页。　

［5］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87 页。　

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1951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

词中指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

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

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6］这是

从国家制度层面表达的对新中国历史的自信。

1956 年 2 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指

出：“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

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

其理由有四个方面：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

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

快。［7］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新中国发展充满自

信。1959 年 12 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

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

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8］将四个现代化作

为新中国发展目标，体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发

展目标的自信。

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自信。1949 年，新

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公开提出了“一边倒”的

方针，宣布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成就的取得，毛泽东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

的光明前景愈加自信。1951 年 11 月，毛泽东在

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随着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

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9］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

“完全新型的国家”，“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

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

间的关系实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

的原则”。［10］这是对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成

［6］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184 页。　

［7］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36、537 页。　

［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0 页。　

［9］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185 页。　

［10］《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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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自信。1962 年 1 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表达了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信心，他指出：“经

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

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

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

多。”［1］

毛泽东对历史自信的表达，是基于唯物史

观对历史客体作出的正确评价和判断，体现了

毛泽东观察历史、审视历史的大历史观，诠释

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丰富内涵。

三、毛泽东历史自信的特点

毛泽东的历史自信，实现了历史情感与历

史理性、历史自信与历史忧虑、历史与现在和

未来、民族立场与世界情怀的有机统一，诠释

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

历史情感与历史理性的有机统一。毛泽东

的历史自信是饱含历史情感的自信，字里行间

透出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尊重、对中国

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自豪、对世界社会

主义历史和前途的信心，是毛泽东历史情感的

集中体现。同时，毛泽东的历史自信是建立在

对历史清醒认识基础上的，是充满历史理性的

自信。比如，毛泽东在阐释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本态度时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

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

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

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

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

开来。”［2］这种批判继承、区别对待的态度，

充满了历史理性。又如，毛泽东在对中国共产

党历史充满自信的同时，实事求是承认了历史

发展进程中的曲折。1961 年 6 月，毛泽东在会

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时表达出对

待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理性态度，“希望你们研

究中国党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

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6 年版，第 31 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501 页。　

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

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3］。1961 年 12 月，

毛泽东在会见委内瑞拉代表团时也表达出对待

新中国历史的理性态度，“十二年来成就是有的，

但我们一穷二弱，现在还是这样。有人说我们

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不同意”［4］。由此可见，

毛泽东的历史自信是历史情感与历史理性的交

织。

历史自信与历史忧虑的有机统一。毛泽东

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新

中国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充满自信，另一

方面又保持了清醒和冷静，充满了忧虑之情。

1955 年 10 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个大国，

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5］大而不富、大

而不强，这一对新中国发展现状的把握，是历

史自信与历史忧虑的交织。毛泽东在党的八大

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既有建设成为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信，又有“从地

球上开除你的球籍”的担忧。［6］1957 年 3 月，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使几

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

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

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

的任务。”［7］毛泽东在对新中国发展前景充满

自信的同时，对新中国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

也有清醒认识，历史自信与历史忧虑相伴随。

历史自信与现在、未来自信的有机统一。

历史、现在、未来是相通的，现在由历史发展

而来，历史、现在指向未来。毛泽东明确表示，“如

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看历史，

就会看到前途”。［8］毛泽东基于历史自信，形

成对于现在、未来的自信。在党的六届六中全

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

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607 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第 57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495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89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75 页。　

［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 卷，第 372、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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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这里既阐

明了历史与现在的关系，也表明了对待历史的

基本态度。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政协一

届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从来就

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新中国成

立后，“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

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

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

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基于中华民族历史、

中华民族品格，表达对于中华民族、新中国未

来发展前景的自信，对历史的自信为对现在和

未来的自信奠定了基础。

民族立场与世界情怀的有机统一。毛泽东

既是爱国主义者，也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

义者。［3］他对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

新中国历史的自信，体现了强烈的民族立场和

历史担当；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自信，体

现了强烈的世界情怀和世界担当。同时，毛泽

东将新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背景下来思考，将

超英赶美作为新中国的发展目标。在毛泽东看

来，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资源丰富，拥有制

度优势，赶上和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

必要，“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

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

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4］这是中国共产党人

世界情怀、世界担当的体现。1956 年 11 月 12 日，

毛泽东在为纪念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而写的文章

中指出，进到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为一

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

人类有较大的贡献”。［5］这是对新中国发展前

景和人类发展前景的自信，既表达了国家情怀

和民族立场，也诠释了世界情怀和世界担当。

毛泽东历史自信的基本特点，充分体现了

毛泽东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辩证思维、时空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4 页。　

［2］《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43-344 页。　

［3］ 参见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

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27 日。　

［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89 页。　

［5］《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156、157 页。　

视野和情感意蕴，诠释了历史自信的重要功能。

四、毛泽东历史自信的价值

毛泽东的历史自信，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

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

党尊重历史的态度，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主

动精神的形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

史自信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的态度。对待

历史的态度，折射一个民族、国家、政党的成

熟程度和发展水平。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

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6］。这是

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为历史自信

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尊重历史才有历史

自信可言。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

积累、文明积淀基础之上，对中华民族历史的

尊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新中国历史自

信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1944 年 7 月，毛泽

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没有中华

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7］这一表达诠释

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积累、文明积淀对于中国共

产党产生、成长的作用，既表达了对中华民族

历史的自信，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尊重，

也使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新中国历史自信的

形成成为可能。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

历史主动精神是一种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善

于把握历史规律，主动担当历史使命，勇于开

辟未来的意志品质。历史主动精神是在历史自

信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自信为历史主动精神的

形成提供力量支撑。基于历史自信，毛泽东在

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

历史主动精神。基于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自信，

毛泽东自觉担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使命，致力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基于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自信，毛泽东指出，“党

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8］，自

［6］《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8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91 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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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担负带领党和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重

任；基于对新中国历史的自信，毛泽东确立带

领全党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

貌；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自信，毛泽东

在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同时，积极推动世

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发展。基于历史自信而形成的历史主动精神，

促进了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的发

展进步。

奠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

信的基础。毛泽东的历史自信，为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提供了样本和参照。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意义、

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既彰显了对中国共

产党历史的自信，也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历史、

新中国历史、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自信。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

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

信。”［1］无论是奋斗成就，还是奋斗精神，毛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553 页。　

泽东都发挥了榜样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奋斗

成就、奋斗精神的自信，既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

建设的历史贡献密切相关，也与毛泽东的历史

自信紧密相连。毛泽东的历史自信，为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信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之，毛泽东的历史自信具有多维成因和

多维内涵，呈现多元特征和多元价值。从毛泽

东的历史自信可以看出，历史自信是基础性自

信，是民族、国家、政党自信形成的前提；历

史自信是发展性自信，随着历史的演进，历史

自信的内涵将得到丰富和发展；历史自信是功

能性自信，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能

激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精神力量，

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进步。新

时代坚定历史自信，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时代发展的逻辑必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

产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23ZDA002）

〔作者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王玥琛）

（上接第41页）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

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

社会革命。”［1］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强调：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

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这为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483 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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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

科学指导。

新征程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

论创新成果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

将越走越宽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必将不断实现新的跨越，人

类文明新形态必将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等

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必将不断得到继承并

发扬光大，科学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焕发出更

加蓬勃的生机活力，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也必将进一步得到体现和彰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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