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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认识自身历史的科学方法

——以三个历史决议为重点的分析

■ 韩学亮 黄广友

[ 摘 要 ]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深刻贯穿和彰显着党认识自身历史的科学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一是都注重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第一个历史决议既阐明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又厘定了二者的区别；第二个历史决议既厘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区别，又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第三个历史决议既总结了各个

历史时期的具体经验，又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普遍经验。二是都注重坚持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

第一个历史决议全面解决了党当时面对的历史问题，重点剖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第

二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建党 60 年和新中国成立 32 年的历史经验，重点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

史地位；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重点突出总结新时代的成就与经验。三是都注重

坚持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的辩证统一：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成就，又分析了失误；第二个历史决议既明

确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取得的成就，又直面党在这一时期经历的曲折；第三个历史决议既聚焦总结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又指出了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挫折，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强调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征程上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挑战。四是都注重

坚持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的辩证统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使全党对建党以后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最新认识和发展；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前两

个历史决议等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基本论述和结论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 关键词 ] 中国共产党；科学方法；历史决议；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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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奋斗历程，不断在总

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

决议。用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既是

“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1］，又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人认识自身历史的科学方法。在起草

第三个历史决议时，习近平提出明确要求，强

调必须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

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29 页。　

有结论和最新认识”这“四大关系”。［2］纵观

三个历史决议，虽然每个决议都有其特点，但

不可否认的是，这三个决议都正确处理了上述

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中

国共产党做到正确认识自身历史的前提和保证。

那么，在三个历史决议中，我们党是如何通过

处理这四对辩证关系以实现对自身历史的正确

认识的？学界对此的研究尚不深入。本文尝试

对这一问题作些研究。

一、坚持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相统一

［2］参见邬焕庆等：《牢记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诞生记》，《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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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自身历史方位和阶段

性任务，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

不断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深化了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认识。这一点在三个历史决议中有着鲜

明体现。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既阐明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又厘定了二者

的阶段性区别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实现共产

主义视为最高理想，并作为一个连续性的奋斗

目标。对此，毛泽东指出，“一切共产主义者

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

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同时，中国共

产党人也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经历不

同的几个阶段，由于每个阶段所面临的时代境

况不一样，需要不断提出衔接递进的奋斗目标。

正如第一个历史决议开篇指出的：“我们党一

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

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2］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新民主

主义革命是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

阶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

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

代的民族民主革命”［3］，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

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我们党在第一个历史决议

里区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

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

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4］，

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

性质规定了党在这一阶段革命的性质，即是既

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

主义的革命，由此概括和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决议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838 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73 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88 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第 838 页。　

指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才谈得上实行社

会主义的前途。［5］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

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只有完成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对这些

重要问题的明确，推动全党对中国革命一系列

基本问题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对不断夺取中

国革命新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既厘定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区别，又阐明了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

化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自己的历史的，又在不断书写新的历史中持

续向前迈进，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目标。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不能割断

历史，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当

前问题。［6］决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以最终

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这一根本目标，

指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的大多

数党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也从未动摇，而“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

一个阶段”。［7］

我们党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连

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毛泽东在提出过

渡时期总路线时曾指出，在完成建立新民主主

义社会这一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任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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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

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

命迎来历史性胜利。但是，由于我们党缺乏领

导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

期性估计不足，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

［5］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89 页。　

［6］ 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

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1 页。　

［7］《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年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上）， 第

212、198-199、216 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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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可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

史阶段的认识和判断，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

局的重要问题。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提出社会

主义发展也是有阶段的，提出“第一个阶段是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

社会主义”［1］的论断，成为我们党后来提出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在

此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了“还是处于初级的阶

段”［2］的判断。决议指出，“我国已经建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

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同时强调，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

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3］决议还

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

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

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4］以上这些论断都表明，

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的条件下，还需要经历几个不同阶段才能把社

会主义建设好，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

史自觉。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党的百年历史划

分为四个时期，既深刻总结了各个历史时期的

具体经验，又以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十个

坚持”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普遍经验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

和发展阶段”［5］，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

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关于“阶段”的提法

非常丰富，这些都具体地展现在第三个历史决

议对党百年历史的总结中。

比如，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

［1］《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16 页。　

［2］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12 页。　

［3］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12 页。　

［4］ 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13 页。　

［5］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70 页。　

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路线，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当前我们要对我国仍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有清醒认知，等等。［6］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党

的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紧紧围绕“中

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主要矛盾进行了概

括，并重点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尽管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有不同

的历史任务，但却环环相扣，“是一个接续奋

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

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7］。这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精神特质，体现

了历史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历次远景

规划，也都坚持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相统

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成就，不断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总之，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坚持历史连续

性和阶段性相统一，深刻认识和阐述了党的历

史分期和发展过程，使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愈

加全面准确，为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形势任

务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二、坚持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相统一

毛泽东曾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

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遵循“全面的历史的方

法”［8］。后来，他又强调，总结经验“不能够

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9］。我们党

在运用三个历史决议总结历史经验时，特别注

［6］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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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72 页。　

［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 页。　

［8］《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0 页。　

［9］《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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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坚持全面总结与突出重点相统一，充分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智慧。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为延安整风运动

的理论成果，全面解决了党当时面对的历史问

题，重点剖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及其产生

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

在军事、组织路线等方面不断对“左”倾路线

的错误实施纠正，但在思想路线方面还未给予

彻底地清算，许多党员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都缺乏清晰认识。直到延安整风时期，这

一状况才有根本转变。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

们的学习》中指出的：“我党在幼年时期，我

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

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

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1］

延安整风期间，随着学习逐步深入，党认

识到了原来的一些观念的局限性，“许多高级

干部回忆历史，使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

丰富起来”［2］。因此，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国

共产党完成了一次全面而彻底的自我检视。这

次全面而深刻地检视历史的理论成果比较集中

地体现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具体而言，决议

将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大革命、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三个历史阶段，系统回顾总结了前两

个阶段的历史经验，全面地总结了党自成立以

后革命斗争的历程和经验。正如任弼时在决议

草案中所说，“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

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

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3］。

我们党在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时，全面抗

战尚在进行中，毛泽东提出，抗战时期的问题

“留待将来做结论”［4］，把决议的重点放在了

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剖析上。在中

国共产党“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5］的时

［1］《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795-796 页。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66 页。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309 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88 页。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111 页。　

期，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

以及中国革命规律了解不够深入，比较缺乏处

理复杂问题的经验，不可避免地走过一些弯路。

尽管我们党历史上出现的各类错误有其时代因

素，但不意味着要对它们不闻不问，必须分析

其原因，归纳其教训。这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夺

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

决议的第三、四、五部分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为切口，批判了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并

突出批判了“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

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

倾路线”［6］。对其中的原因，胡乔木曾指出：“对

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

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

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7］

为了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

的错误，决议着重论述了它们产生的思想根源

和社会根源。首先，决议指出，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

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

现为教条主义，即从思想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

主 义 的 辩 证 唯 物 论 和 历 史 唯 物 论， 没 有 从 中

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

发。［8］其次，决议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左’

倾路线反映的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

想”，“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

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

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

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无产阶级的表现”。［9］可见，第一个历史决

议重点是消除“左”倾路线的错误，特别是“左”

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通过把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探索的成果形成正确的决议，在党内统

一认识，并深化全党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

正确道路的认识，从而指引和推进革命事业向

前发展。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86 页。　

［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75 页。　

［8］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102 页。　

［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105、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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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既全面地总结了建

党 60 年和新中国成立 32 年的历史经验，又重

点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突

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

史意义

决议将新中国成立以前 28 年的历史划分为

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

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同时，又将新中国成立后

的历史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7 年、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10 年、“文化大革命”

的 10 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四个阶段，把新中

国成立前后党的历史贯通起来。不仅对新中国

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总结评价，

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党以后 60 年的历史

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具体而言，决议总结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和意义，概括了新

中国成立后 32 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对新中国

成立后 32 年历史作出了基本评价，又指明了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

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内

容，回顾和总结了建党 60 年的历史发展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

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重大历史问题被提上议程，其中，对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不只是个理论问题，

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

问题”［1］，也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议题。

决议把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

正确的东西是什么等方面。正如邓小平强调的：

“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

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

当然要准确。”［2］因此，决议将核心问题确定

为实事求是地评价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此，决议指出，要

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

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 

［1］《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99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91 页。　

［3］决议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包括领

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采取郑重的态度［4］，既对

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

了科学分析和深刻批评，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

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的历

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分清了

是非，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5］。决议的

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

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

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全面回顾党的百

年奋斗历史，总结其成就的基础上，重点突出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新

鲜经验

决议归纳指出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 5 个方

面的历史意义和 10 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不仅对

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历程作了全面总结，而且对党善于抓

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作了

全面分析。另外，决议还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

不断提出科学的战略策略、高度重视管党治党、

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注重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等

问题作了全面总结。［6］决议既用凝练的语言和

明确的论断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史进行了概

述，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拓展了对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对于其中的原创

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

已有的总结和论述还不够全面系统。在第三个

历史决议中，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3］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11 页。　

［4］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

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30 页。　

［5］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55 页。　

［6］ 参见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

经验》，《求是》2022 年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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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时代”占了全文篇幅的一半以上。这一部

分阐明了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阐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成果，深入分析了新时代党面临的形

势、面对的风险挑战，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

等 13 个方面，分领域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重

点总结了新时代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

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强调这一时期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

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1］总之，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都秉

持了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相统一的原则和要求，

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党制定历史决议

不是“修党史”，不是通过史料堆积一般性地

叙述史实，而是着重分析和揭示党自身发展的

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在此基础上，坚持“聚

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2］，在整体推进中实现

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

三、坚持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相统一

毛泽东指出：“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

一是缺点。”［3］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实事求

是地总结了党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持总

结成就和分析失误相统一，为借鉴经验、汲取

教训，提供了光辉典范。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总结成就与分

［1］参见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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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21 年 11 月 17 日。　

［2］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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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　

［3］《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41 页。　

析失误，实现了全党团结一致，推动了中国革

命事业的发展

如前文所言，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

不可避免地走过一些弯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

展，在经历了诸多胜利以及失败之后，我们党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

批判，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

别是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为整风运动深入阶段的

理论结晶，全面系统地分析总结了党在与“左”

倾及右倾错误长期斗争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

产生的失误。其一，决议充分肯定了党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

伟大的成绩”［4］，突出强调“确立了毛泽东同

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

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5］。其二，决议详细地

阐述了党内曾经发生的“左”倾和右倾路线的

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四个方面的

错误及产生原因，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要使党

内思想完全统一，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斗争过

程。［6］只有彻底根除这些错误思想，才能避免

前进道路上更大的挫折。故而，党为了彻底地

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作出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

义思想教育的决定。［7］历史证明，正是通过对

错误路线的深入彻底批判，并从中总结经验教

训，才充分保障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三，

决议还辩证地分析了这些错误，指出“党在个

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在整个

中国革命进程中“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

错误在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难于完全避

免的”，“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

中而更加坚强起来”。［8］在总结了我们党过去

的历史经验后，决议强调，具有丰富革命斗争

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胜

利。

总之，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明确评价和剖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73 页。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75 页。　

［6］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111 页。　

［7］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111 页。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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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一系列党的历史问题，推动全党“空前一致

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

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1］，为党领导中国

革命不断前进提供了强大力量。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既明确指出了新中

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

又直面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经

历的曲折，从中汲取前进的智慧

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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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严重的错误。［2］决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

以后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成就只是初步的，

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使

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紧

接着，决议指出，新中国成立“三十二年来我

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我们的成就和

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3］

决议认为，经过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段历史的

思考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变得更有决心、更有

能力，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也在

不断提高。［4］

在此基础上，决议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

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

是非功过。比如，在第四部分分析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10 年中的成就和“大跃进”运动等错误，

在第七部分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

误是第二位的，等等。同时，决议在讲错误的

时候，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要

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指出“我们党的

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5］。以上这

些都深刻地体现了党牢牢秉持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总结成就和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111 页。　

［2］ 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88 页。　

［3］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88 页。

［4］ 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16 页。　

［5］《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16 页。　

分析失误相统一，以此加深对历史问题的理解。

总之，党通过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厘清

了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对推动全党团结一致

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

的那样：“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

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

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6］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既聚焦总结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把握规律、坚定信心、

鼓舞斗志，又指出了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

经历的挫折，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强调要清醒地

认识到新征程上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挑战

第三个历史决议把着力点放在了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习近平对此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

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

举世瞩目的。”［7］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

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

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

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与此同时，决议也没有回避党的历史上走

过的弯路、经历的挫折，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风险与挑战。决议指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

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

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

［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34 页。　

［7］参见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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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21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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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

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

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

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

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新时代虽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党必须清醒认

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1］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

大问题，在认识到矛盾和问题的同时，善于发

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注重通过总结重

大成就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来把握规律、坚

定信心、鼓舞斗志，以妥善应对和化解这些风

险挑战。

综合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改革的长期摸索是成败与得失的辩证有

机统一。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中国共产党既善

于总结成就，从中提炼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指导

新的实践，又敢于承认错误，并善于分析错误，

坚决纠正错误，从而使错误教训同成功经验一

起成为党继续前进的历史教科书。正是在自我

反思、自我革新的基础上，我们党以及党领导

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四、坚持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坚持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的辩

证统一，通过强调一系列具有整体影响的已有

结论，并加以扬弃、创新，形成更适合时代发

展的最新认识，实现了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的

统一。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以党的重要文献的

形式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的典范，使全党对建党以后的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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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27、72 页。　

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之中，党

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一直存在思想

上的交锋。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

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2］，在党内获

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并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

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

导”［3］。但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内还没

有从全局和路线的高度认识和纠正“左”倾路

线的错误。因此，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后，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

线错误，形成了共识，对毛泽东已经提出的一

系列思想理论观点作了科学概括和总结。

具体而言，在政治上，阐述了毛泽东关于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观点，明确指出

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新民主主义革命

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斗争的曲折性；在军事

上，概括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

争的系列思想；在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

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的观点；在思想方法上，指出毛泽东所

秉持的思想方法是“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

调查研究” ［4］。决议最后明确提出“以毛泽东

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的科学

命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创新成果的最新认识。决议还指出，“遵

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

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过去犯过‘左’、

右倾错误的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

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5］全

党通过这一历史决议，为党的七大系统概括毛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78 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87 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第 102 页。　

［5］ 参 见《 建 党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第 22 册， 第

87-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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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思想和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作出了理论论证、创造了充分条件。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在第一个历史决议

已有结论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了

多方面的最新认识和发展

首先，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

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决议认为，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

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 28 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决议对毛

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作出了科学概括，同时总结了毛泽

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

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

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其中，决议将毛

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

思想作为独创性的理论予以总结和说明。例如，

决议指出，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任务，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初步

总结。［2］决议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

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强调我们党未

来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新结论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3］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

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总结之后，

其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更加突出，为我们党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

决议进一步指出，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目

的，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努力

［1］ 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85 页。　

［2］ 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90 页。　

［3］ 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04、211 页。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因此，决议从新

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中，概括出十条经验作为

理论结晶，为我们党继续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指导。比如，在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

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

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

于生产的发展，等等。［5］这既概括了中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几个重要方面，

也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6］。这十条经验的总

结表明，中国共产党既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又

善于形成最新认识，坚持将已有结论和最新认

识相结合。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前两个历史决议

等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基本论述和结论的基

础上，坚持守正创新，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形

成了许多新认识新观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

一方面，决议明确指出，前两个历史决议

的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7］这种历史

结论的衔接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所体现。比如，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在前

两个历史决议已有结论的基础上，有了最新认

识，指出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

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是基于百年党史视域对

已有结论的深化；完善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

二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

分期的表述，等等。

另一方面，第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了许多最

新认识，形成了许多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成果。

［4］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11 页。　

［5］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212-213 页。　

［6］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第 230 页。　

［7］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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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决议将伟大建党精神写入决议，明确了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决议对党在四个历史

时期的主要任务作出明确概括，进一步将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概括为“四个伟大成就”，

即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

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决议还用较大

篇幅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和提出的原创性

的思想理论观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作了进一步

概括：在“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基础上，

提出“十个明确”“十三个方面成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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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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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党进

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的最新成果。

历史和实践证明，已有结论是构成最新认

识的前提条件，最新认识是已有结论与时俱进

的创新成果。在历史发展中，我们党形成了三

个历史决议，深刻把握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的

辩证统一关系，每一次对历史的系统回顾都让

党更加成熟，每一次对经验的深刻总结都让党

的创新理论更好地指导新的实践。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不断深化了

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处理好“历史连续

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

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

这“四大关系”，既是我们党自觉能动地认清

历史方位、把握历史规律的成功经验，也是我

们党总结和认识自身历史的科学方法，更是我

们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重要遵循。迈上新征

程，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坐标中，准

确把握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

段，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在历史与现实、理论

与实践的互动中总结经验、守正创新，坚定历

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

共开国一代革命家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11120047102001）

〔作者韩学亮，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黄广友，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山东济南 25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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