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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

新发展
＊

李 捷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 100017)

摘 要:从高度重视史学研究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创新两个方面，论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阐明当代史学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做了概括，将它的要点归纳为以下五点: ( 一)

坚持判断社会历史是非得失、兴衰成败的客观标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二)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

分体现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推动文明进步中的主体地位; ( 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个历史决议为依

据，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 ( 四) 科学阐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历程，深刻总结

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提高对“三个选择”必然性的认识; ( 五) 全面认识祖国传统历史文化，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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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heories

LI Jie
(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17，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the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ies，and describe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stud-
ying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i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wo as-
pect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is played in the practice related to educate people by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y，and the improve-
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ies creation． It also summarized the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1) keep the objective criteria related to the gain and lose，or the rise and fall so as
to master objective law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2) keep the people － oriented concept so as to embody
and respect the subject position of mass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human history and promoting civilization; 3) Treat histo-
ry and historical people correctly with the guidance of Marxism，the basis of historical decision，and the scientific summary of his-
torical experience; 4) Describe the basic clue and process of Chinese history development scientifically so as to summarize its
basic experience，laws，an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 Three Choices" ; 5) Recogniz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o as to
carry forward the good Chinese Culture and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theories; Marxism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指导和推动当

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同时，高度

重视发挥史学研究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的

重要作用，其中所体现的史学思想推动着中国当

代史学理论向前发展。本文拟就这些重要作用作

一些探讨，同时也试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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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的史学思想作一些概括。

一、高度重视史学研究在以史鉴今、资
政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

高度重视以历史为镜鉴，高度重视历史的教育

功能，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

了这一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
( 一) 学习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认识历史发

展的规律，以古鉴今，更好地开辟未来

重视总结历史，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开拓

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

统和政治优势。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通

过制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统一

全党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通

过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胜利完成指

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

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

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

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指导

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

共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历史研究，把它看作深刻

把握时代特征、深入了解基本国情的重要渠道，看

作温故知新、鉴往知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的重要方面。
胡锦涛指出: “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

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

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

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
所前进的历史。”［1］

他强调: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

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

深刻 了 解 过 去、全 面 把 握 现 在、正 确 创 造 未

来。”［2］

综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关论

述，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看清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把握历

史发展的总规律。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

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

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

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为了保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其

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全面研究中国历

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并

结合世界历史发展，特别是世界近代以来社会主

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通过总结近代以

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以帮助人们

进一步认识: 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

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社会主义道

路，是完全正确的，合乎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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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第二，有助于正确看待历史的曲折发展，正确

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历史道路。
人类的历史发展，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前进的

过程; 但是，发展本身不可能始终是一帆风顺的。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更替，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反

复和斗争。从世界范围来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

社会，用了很长的时间; 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

会，用了几百年; 而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到现在也不到一百年。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

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任何成例可援。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在发展中经历一些挫折，新中国的历

史上在取得伟大进步的同时出现一些曲折，不值

得大惊小怪。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总结成功的经

验，而且善于从错误和挫折中汲取教训。历史证

明，中国共产党犯错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这

样的全局性错误，都是自己纠正的。总结经验，汲

取教训，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共产

党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一个本质特征。
第三，有助于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

件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不能以对现

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历史人物。评价人物和历史，

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

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

利益和愿望。［3］244
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

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这是要从历史条

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前人的。我们

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

历史的复杂的背景，研究发生曲折的社会、历史和

思想根源，找到避免重犯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的

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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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第四，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国情，认清形势，吸

取经验教训，为确定方针、制定政策提供更加充分

的客观依据。
掌握理论、研究历史、了解现实，并使之有机

地结合起来，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保证革

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并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
而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正是一个郑重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要十分珍惜

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

贵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

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

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进一步

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趋势，更好地掌握我

国发展的主动权。
总之，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
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

能力，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的建设协调发展。
( 二) 充分发挥历史资政育人的作用，用历史

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凝聚人心、贡献力量

重视历史的教育作用，通过历史来感染人、凝
聚人、教育人，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民

族的发展史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上，有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和

民族英雄，他们的事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

是培养教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最好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

共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发挥历史资政育人的作

用，一贯强调要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党员尤其是

领导干部，教育、启发人民群众和青年人，反复强

调不能忘记过去、忘记历史。
第一，充分发挥历史的教育作用，是进行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艰苦奋斗、自强

不息、开拓进取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团结一心、共
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与尊严的历史。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为了中华

民族的独立自强，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敬可佩的杰出人物。
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和帝国

主义的瓜分和侵略。为了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

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悲壮而

豪迈的民族复兴的不朽乐章。这是进行历史教育

的极好教材。
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

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358
他回顾中国近代历史

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

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

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

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

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

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

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

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

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

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

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

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

育人民。”［4］205 － 206

党的领导人提出，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让孩子

们逐渐了解我们这个国家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和

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的历史。要在全国和全体社

会成员中普遍、持久、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使这种伟大的精神在人们的心灵里真正扎根。
第二，充分发挥历史的教育作用，是进行以共

产主义信念为支撑的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和

人民富裕，总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

懈奋斗的历史。历史证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中华

民族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只有中国共产党能

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导

核心和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

地位，是靠自己政治领导的正确和广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取得的，是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流血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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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取得的，是靠顺应民意、赢得民心取得的。中国

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其丰富

的时代内涵弘扬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用这种

革命精神、革命传统教育后代，教育青年人，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源泉。
胡锦涛指出:“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

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

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

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

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

系的一个重要法宝。”［5］81
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爱国主

义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

旗帜。要注重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神，同时坚持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引导广大党员

和全体人民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始终保持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第三，充分发挥历史的教育作用，是进行以社

会主义荣辱观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同样是中华民

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不断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的创业史、探索史、奋斗史。这个历史奋斗的过

程，同样也是可歌可泣、英雄辈出。有艰苦创业的

铁人精神，有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有舍生忘死的

王杰精神，有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有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九八”抗洪精神，有不畏艰

险、百折不挠的汶川抗震救灾精神，等等。这些既

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弘扬，又赋予

了民族精神以强烈的时代气息，集中地体现着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旺盛生命力。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

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

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成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重温共和国发展史特

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生动教材。
第四，充分发挥历史的教育作用，是提高民族

自信心、增强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
在新世纪新阶段，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

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

员干部和人民。让干部和人民了解我们国家悠久

的文明发展史和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辛酸史，了

解我们的先辈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进行的可歌可

泣的斗争，了解我们民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

于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极为重要; 对

于坚定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极为重要; 对于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 对于坚持

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极为重要; 对于坚定不移地

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也极为重要。一个政党不善

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

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 一个民族

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

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

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

灭了他们自己。
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要注重学习和弘扬革命先辈对崇高

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

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到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

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满怀信心地投身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

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

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建设、改革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

史学思想推动着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

立足于当代时代特征和人民实践，立足于不断总

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对历史唯物

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系统的梳理与阐发，使之得到

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它的主要之点包括以下

方面:

( 一) 坚持判断社会历史是非得失、兴衰成败

的客观标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生产力是最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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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

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

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方向。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

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

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

的推动。未 来 的 科 技 发 展 还 将 产 生 新 的 重 大

飞跃。
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都要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

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

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而上层建筑将适应生产关

系变革的要求发生相应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以中

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确立以工人阶

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上层建筑，

以便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

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

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

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调

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

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也是为了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

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

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

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

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

本主义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

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

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这样才能使之充满生机和活力。
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

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邓

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

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

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

够逐步得到满足。”［3］128“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

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

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

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372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

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总结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

本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

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

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

必然结论。”［6］536

( 二)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体现和尊重

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推动文明进步中的主

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

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

点。邓小平指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

群众创造的。”［7］217
江泽民指出: “人民，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是我们事业发

展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8］228
胡锦涛进一步把以

人为本确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强调“要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改革发展

为人民群众造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9］808
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

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

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

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

持保障人民权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
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坚决维

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区分马克思主义政党

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试金石。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

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

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

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
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

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

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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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

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

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

本。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发动，任何

事情都是做不好的。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时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

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

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

利，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

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绝不是偶然的。”“中国

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

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战争时期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改革

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是人民的要求和中

国共产党主张的内在统一。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人

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

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

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

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

动力。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贯彻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

方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我国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他劳动群众推动我国生产力

发展基本力量的作用，又支持新的社会阶层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作用，使全体人

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出发，中国共产

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通过改革发展为人民群众造

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为此，要始终坚持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在人民的实践创造中吸取营养，丰

富和完善党的主张，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

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

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

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 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个历史决议

为依据，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

人物

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宣传历史，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

政地位、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

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
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

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3］119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

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

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

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

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3］121

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

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

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只有采取

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反映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既要有真实性，

又不要自然主义地去表现。不少历史人物在一生

中有许多变化，在描写他们的形象时，要实事求

是，要照应到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总结历史，不

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

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还要正

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中国

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领导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从事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而又空

前艰巨的事业，在艰辛探索的历程中，难免会发生

一些失误，遇到一些曲折，甚至付出惨烈的代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

的逻辑。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

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历史进程。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失误，是最

好的历史教科书。重要的是正视失误和曲折，总

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学习和增长本领。中国共

产党正是这样做的，这可以从中共中央作出的两

个历史问题决议中得到生动的证明。要坚持用历

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

确看待党走过的道路。对党走的弯路，对党的历

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失误和曲折，应着重分析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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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
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研究防止重犯的办法、措施

和制度。
( 四) 科学阐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

线索、基本历程，深刻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

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提高对“三个选择”必然

性的认识

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国近现代史，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

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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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

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围绕这个主题和主线，领

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开

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

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伟大成果的历史，是党自觉加强自身建

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不

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

展的主流和本质。
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偏离党的历史发展

的主题和主线的错误观念，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

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

十分冷漠，却极端夸大历史中的某些消极方面，仿

佛党的历史只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一无是

处，一片漆黑，这种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

惕。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深刻

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要求党史工作

把 90 年来党的革命史、创业史、奋斗史的研究与

1840 年以来中国 170 年历史的研究衔接起来，深

刻阐释是历史和人民在艰苦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

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

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

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

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

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对中国近代以

来的历史做出总结和概括。
1981 年 6 月，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并由中

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

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

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

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10］794“由于我们党领导社

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

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

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

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

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

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

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

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

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

重的错误。”［10］797 － 798“‘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

是 我 们 党 必 须 采 取 的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的 根 本 立

场。”［10］798

在论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这个党史、国史上的重大问题时，邓小

平强调一定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生产力论的

界限。他说: “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亇

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

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

月革命不同的方针，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

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

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

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

论一样。”
1997 年 9 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

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

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

前列的伟大人物: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

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

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是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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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

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第三次是改革开放，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

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

命。”“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

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 路，实 现 民 族 振 兴、国 家 富 强 和 人 民 幸

福。”［8］2 － 3

2006 年 6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建党 85 周年之

际，胡锦涛指出: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 85 年

不平凡的历程。在这 85 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

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

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

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

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

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

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

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

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

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5］519 － 520

2008 年 12 月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胡

锦涛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三次

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

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

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

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

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

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

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

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

景。”［9］809
通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

主义大国取得了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 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

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

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

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

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

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

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

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

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9］8

党的领导人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科学地研

究历史，主要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特别中共党史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有力地证明，只有马克

思主义才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和团

结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胜利，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

和人民作出的郑重的正确的选择。
( 五) 全面认识祖国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

国际影响力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

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

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当今时

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

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

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

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

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

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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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

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

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全国人民中

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

同理想。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

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

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

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

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本质体现。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

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巩固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坚持

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

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

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

不竭动力。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长河中，形成了优

秀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要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

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

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

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

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

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

响力。

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

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

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

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

业的腐朽文化。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制度，加强教

育和管理，移风易俗，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努力防

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

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它们借以滋生的土壤。
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

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

发展成果。
以上从两个角度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当

代中国史学大发展大繁荣，是时代精神和人民实

践的迫切要求。而要推动当代中国史学大发展大

繁荣，加强史学理论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批判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史学传统和史学

思想成果，不断推进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创新，是一

项必不可少的艰苦工作，也是我们史学研究者的

一份学术责任。让我们共同携手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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