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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 ＊

蔡青竹

【提要】 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确立了认识历史的全新规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严格把握唯物史观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把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置于历

史、现实和未来的整体视野中，始终坚持并夯实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始终坚持并丰富唯物史观的核

心范畴，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彰显驾驭

历史规律、引领时代发展的理论品格。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唯物史观 坚持 发展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不可分割的意义

上提出，他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对人类社会历史起源、过程与趋向的总看法

与总判断，就是历史观。通过对现实生活在历史发展中中心地位的确认和重视，唯物史观找到了由

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形态的科学路径，从而确立了认识历史的全新规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总体说明，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基本依据，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系统阐释了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治国理政的重

大问题置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整体视野之中，充分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并夯实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强调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发展

的主体及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准问题，体现了唯物史观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 始终坚持并丰富

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问题作了重要探索，展现

出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规律更加深刻、理性的思考; 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

析历史，提出了研究和对待历史的实践方法、阶级方法和整体方法，彰显出驾驭历史规律，引领时代

发展的宝贵品格。

一、坚持并夯实了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学说。与以往一切旧历史观不同，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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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看作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历史，从而第一次把历史观安放在科学的

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下始终把党性同人民性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把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视为党的

生命力的根本来源。习近平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和发展标准无疑

是对唯物史观根本立场的坚守与深化。
( 一) 人民史观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

人民史观之所以成为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紧密相连。马克思、恩格斯曾经

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参与者，但他们逐渐发现，青年黑格尔派“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

大的保守派。”①青年黑格尔派绞尽脑汁所想出来的解放人类的办法，却都是在同现实的影子作斗

争，其根源在于他们的思维水平始终局限在黑格尔认识发展的阶段，把历史视为思想或意识的历史，

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出发点究竟是

什么，他们认为历史的出发点是一个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抛开的前提，那就是人要生存。人要生存，就

需要生产，既需要生产自己的生命，也需要生产他人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新的需要不断产生，不

断得到满足。为了适应交往的需要，人还发展出了语言与意识。这就是历史的开端，是完全可以用

经验观察到的现象。
正因为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客观唯心史观将某种绝对精

神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的可能性，也从事实上批驳了主观唯心史观将个别英雄人物视为历史的创造

者和主宰者的合理性。历史发展中并不存在某种绝对精神或绝对意志。如果硬要说存在一种神秘

的牵引着历史的力量，那也只能理解为无数活生生的个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合力。英雄、伟人在历史

发展中当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下，只有在代表人民和

依靠人民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唯物史观所秉持的历史观，不是在时代中寻找一个合适

的范畴，不是从观念出发去解释实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的历史上，始终从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从

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了一个最为常识性的，却

一直被历史学家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事实，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决

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是他们“哪怕停下一年，就会让整个世界天翻地覆的物质生产实

践活动。”③

( 二) 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是对人民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史观转化为实际的工作路线，形成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等具体

观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构成了对人民史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时代化表达。
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始终强调历史发展的出发点问题，继承和发展了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

是历史起点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和目标驱动。中国共产党从

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习近平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观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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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主要体现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更加重视民生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诉

求得到满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党要求，秉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的执政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面对新时代的形势与任务，习近平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

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当前阶段就是要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

坚阶段性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始终强调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继承和发展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

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要依靠人民群众去实现。将人民群众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要力量，既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宝贵传统。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

过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围绕沿着社会主

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积极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

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进入新时代，习近平

更加注重人民主体地位的转化实效，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强化党员领导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仆

意识，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所有环节。
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始终强调历史发展的衡量标准问题，提出发展成果要最终体现在改善民生

上，要由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进行评价。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人民史观的必然逻

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宗旨意识的最终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就提出人民利益标准是衡量改革

开放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把人民是否拥护、是否赞成、是否高兴、是否答应放在工作的第一要位。
这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观在习近平身上得到了充分彰显，他借鉴毛泽东的“赶考说”，提出“时

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重要命题。他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入手，把保障和满足民生需求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更加强调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

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

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①更加强调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要通过“使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②展现

出来。
( 三) 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彰显科学与价值两大属性

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但人类活动的目的绝非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每一

种历史观都有其自身对于历史发展的独特把握。唯物史观凭借其同时蕴含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两大

特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唯物史观的逻辑框架中，科学性与价值性不

仅是相互关联，而且是相互贯通、互为条件的。它们统一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个逻辑起

点，实现于人民群众的现实活动这个历史过程，彰显出人类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持续性反思。作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主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理念、
发展方向、发展价值定位等原则性问题，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内蕴的科学与价值两大属性。

就科学性而言，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遵循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以及推动历史进

步主体力量的基本原理，把人民立场牢牢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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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人类历史活动的开展是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满足新的需要的基本规律，重视人民群

众对于教育、工作、收入、社保、医疗、居住、环境及下一代成长的真实需求，用“十个‘更’”的表达宣

示了执政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 秉持唯物史观关于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代内价值

与代际价值相统一的大历史视野，反复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把握

历史走向。
就价值性而言，习近平的人民中心观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从人的需要出发兼顾

历史发展中各种价值的实现。一是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直

接批判过古典经济学只是从“物”的角度认识生产力的错误观点，指出人不仅是生产活动的主体，更

是生产活动的目的。习近平完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的辩证观点。一方面，强调

生产力对于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另一方面，在尊重历史发展客

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先进政党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见物又见人”，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

来发展生产力。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相统一。唯物史观将未来社会形态描绘为

“人道主义在完成了的基础上等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完成了的基础上等于人道主义”，①这表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同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解”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顺着这一思路，习

近平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思想，指出生态环境是最大的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坚持并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

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在对以往历史事实进行逻辑提炼的基础上，唯物史

观指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地域史、民族史向世界史拓展

的过程。习近平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既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总体历史进程的科学界定，又

融合了对当前阶段我国发展现实的精准认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唯

物史观的逻辑自洽和价值确证。
( 一) 在“大时代”与“小时代”的视域融合中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

唯物史观的“大时代”观是习近平对世界历史总体判断的根本依据。推动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就

是认清历史大势的发展方向，准确定位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时代特征。唯物史观坚持从人的发

展程度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人的发展程度与生产方式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人的发展就

能达到什么水平。《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创

造了从未有过的人类文明，但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而言，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前的人类史都只能称

为“史前史”。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以降，当代人类历史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经历了从高潮到低潮的巨变，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不断显现，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

交织叠加，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历史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各种传统及非传

统危机的冲击也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不确定性因素。但从总体上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仍没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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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判断，即仍处于由大工业发展开启的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主

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自我调整尚有发展空间，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

展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并存。在这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大历史背景下，中

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时代特征突出表现为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各

国利益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小时代”②背景是“新时代”历史定位提出的现实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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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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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历史定位进一步明确了

现阶段历史活动的条件和方向。
新时代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强调，要从历史与现实、逻辑与

实践的结合中去思考当代中国历史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什么别的道路，而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是经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然之路。同样，“这个新时代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

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③

新时代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文明传承、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奋斗、六十余年社

会主义建设、四十余年改革开放探索等多个历史时空。在这条历史的长链条中，新时代是最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
新时代也是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人类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

成功，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历史发展，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自 1848 年《共产党宣

言》发表至今，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转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从理论变为现实，但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也从高潮陷入低谷。在“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各种质疑和责难声中，中国以新时

代的伟大成就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展现出人类历史发展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另一种可能

性，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启了新境界。
( 二) 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回答怎么走的问题

政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顺应了历史和时代的发展

要求，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的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这一历史进

程中，人民群众无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政党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工人阶级的

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

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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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创繁荣美好世界———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9 年 6
月 8 日。
此处的小时代，意指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时代相区分的，在马恩以经济形态为人类历史分期的这个总的历史阶段上，我国

特有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 年 1 月 6 日。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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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

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①正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由积贫积弱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

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时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建设目标既是由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决定的，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历史逻辑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

来，而这种代表性只能通过绝对的领导权才能达成。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近代中国思想涣散、人心

不齐的弊端，不仅在本阶级中，而且在一切革命联盟和群众运动中强调领导权的问题，通过建立一个

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去唤醒沉睡的民众。党执政以后，依然高度重视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通过逐步

完善领导体制机制的方式不断巩固领导权。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党的全面领导是民族复兴不可

或缺的必要保障; 从时代的发展要求看，当代中国发生的全方位变革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这个历史坐标意味着我们所

处时代的发展目标更加多元，更加重视发展质量，经济进入新常态; 意味着改革目标更加系统，更加

重视系统性、深层次改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加强; 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的风险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阶段性成果，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

求。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就是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
( 三)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历来强调要从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规律，引领方向。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讲话

中，他专门提到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②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地域史、民族史会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转变为

世界史。之所以将世界历史的形成视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是因为相互协作、优势

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进的方向。这一思想不仅科学地说明了当下正

在发生的历史，而且让人们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醒的预判。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科学价值已经被历史所印证。习近平深刻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

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

密。”③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他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动态视角，回

顾了开放合作对于增强国际经贸活力、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意

义。面对世界历史日益生成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指出，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终将被国际关系

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取代，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终将被捍卫和平的力量取代，单边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终将被日益交融的利益与合作取代，文明冲突终将被不同文明的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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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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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取代。① 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具有深厚历史关怀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价值观，倡导各国政府在相互依存中共同破解全球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同金砖国家的

交往中，他提倡通过经济合作、维护和平、人文交流、搭建伙伴关系网络等方式，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推动构建广泛伙伴关系; 在中非合作领域，他建议利用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大机遇，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在国

际经贸交往中，他呼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应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

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 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他强调应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完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伙伴关系，共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交流中，他同

样指出各国正在开放和融合的历史大趋势中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他更是反复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病毒视为全人

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充分表现出愿与各方开展合作、共战疫情的责任担当，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

三、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

人类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只有人类才有追溯自己的存在意义和前途方向的历史意识。对历

史的分析和把握，实质上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更高层次的思索。历史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客观性，但历史评价涉及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关乎国家道路方向之责，需要跳出所谓“重新发现历

史真相”“价值中立”等象牙塔式的思维方式。习近平运用实践分析、阶级分析和整体分析的基本方

法，对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历史人物等历史问题作了重要论述，展现出一种更为深刻

的历史理解和更为深远的历史关怀。
( 一) 坚持评价历史的实践标准，将历史事实与时代进步联系起来

历史评价首先要给予历史事实以充分的尊重。“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世代都

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②习近平主要通过对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的评价来说明历史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对于历史人物，习近平指出，把历史顺境中

的成功或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地归于个人，都是不合理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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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回

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从当时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去衡量。对于历

史事件，习近平同样坚持客观分析的标准，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一建军、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社
会主义改造、香港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反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种种表

现，以主观臆造肢解历史全貌，以零碎回忆替代民族整体记忆，以个人好恶挑战社会价值观，其结论

必然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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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8 年 6 月 11 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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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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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的作用是为了以史鉴今。任何“历史问题”都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发生的“现实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把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作为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清醒剂和营养液。要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哪儿来、向何处去，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有一

个客观、全面、准确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就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回顾与总结，统一认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出良好的思想氛围。习

近平把历史视为“最好的教科书”。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的理论品格。他曾建议党员领导干部再次学习《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始终清醒、一以贯之。
十八大之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强化了历史经验的资政功能，比如“历史上的反腐倡廉”
“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回顾和思考”“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我

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新中国国家制度

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等等。设置这些主题的问题导向十分明确，就是为了破解当代发展中的

现实问题，为中央出台重大战略决策寻找历史依据。在学习过程中，习近平对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国

史研究提出了宏观性的指导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他还专门发去贺信，勉

励广大史学工作者提高研究水平，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
( 二) 坚持分析历史的阶级方法，将历史现象与问题本质联系起来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对历史运动本质关系的一般表述。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认识世界、
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在阶级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提供了一条指

导性线索，即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一定要带有阶级立场，从现实而非从概念出发，去充分把握各阶级的

发展状况和相互关系。
在分析政治历史现象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近年来，不少人讳谈阶级二字，淡化、弱化乃至

妖魔化阶级分析方法。为了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的斗争，澄清中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

习近平明确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

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①阶级是政党形成的基础，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作为各阶级利

益的组织化代表，阶级之间的矛盾会集中通过政党斗争的方式体现出来。苏东剧变的教训之一就是

背离了共产党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道路，在所谓“反思历史”的思潮中一步步走向对苏共和社会主

义历史的全盘否定，最终政息党亡。用阶级方法分析政治制度，阶级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西方宪政制度存在根源上的差异，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与西方治理的基础、方向也根本不同。习近平不仅把阶级方法运用于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而

且运用于我国自身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在谈到人才队伍建设时，他一方面肯定了古代吏治的丰富

经验，同时也指出其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要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化。②

阶级斗争虽然早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将在一定历史范围内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曾经指出，在物质生产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精神生产上也占统治地位，并且占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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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2014 年2 月

17 日) ，转引自《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 年 6 月 30 日。
习近平:《严把标准公正用人拓宽视野激励干部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27 日。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地位的思想形式将会愈加抽象，以方便统治阶级赋予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唯一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

从来不否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但当某些抽象的价值理念与带有政治目的的“普世价

值”勾连起来时，就需要认识到其作为历史范畴与一定生产方式、一定阶级统治相联系的本质属性。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务必要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①

需要说明的是，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并不等于主张阶级斗争扩大化，更不是重提“以阶级斗争为

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内在地包含了既不能忽视阶级这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又要从

实际出发如实反映客观对象自身固有的阶级性或非阶级性要求，从而把具有阶级性的社会矛盾与不

具有阶级性的社会矛盾区分开来。
( 三) 坚持看待历史的整体思维，将历史场景与历史脉络联系起来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

创造。”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地生成的。以长征为节点，有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党领导进

行的红军长征和长征胜利之后的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总的“新的长征”，还有当下

正在进行的“两个一百年”奋斗和中国梦的新长征。以改革开放为节点，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

两个历史时期。以党的十八大为节点，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后两个阶段。这些不同的历史场景

或历史时期，有的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有的在战略策略上发生了一

定变化，但从本质上说都是党团结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探索，用任意

一个历史阶段否定另一个都是对历史的人为割裂。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了两条基本

经验，一是不能丢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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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将史实表征贯穿为一条有机的、清晰的认识链条。
国家治理体系来自历史传承。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达到什么水平，是在这个

国家既有的基础上长期演化而成的。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邓小平同

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③ 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从

“摸着石头过河”到“遇水架桥”，每一次改革都为当代中国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下一次改革打下了

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是在加强顶层设

计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面临问题的一个总体回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自历史文化。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和精

神命脉，为中华民族绵延不息提供了丰厚的道德资源和精神滋养。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提出

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做到“两有”( 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两相”( 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两创”(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④ 其二，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在近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需要在新时代继续弘扬与实践。早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就在《光明日报》上发文阐述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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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21 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0—47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47 页。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10 月 15 日) 》，《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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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革命精神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学界一致认为，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
战精神、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以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

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为代表的建设和改革精神，编织出一张

清晰的红色精神谱系。这两类历史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的血脉深深相融，共同组成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和平发展道路源于历史意识和历史行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

发展，“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①

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

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②历史上，中国没有称霸或侵略他国的历史基因，新

中国成立以来更是坚持奉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

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③

“国强必霸”的路子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华民族将坚定不移地将和平发展的传统延续下去。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认识国情、认识发展大势、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宝库和

力量源泉。④ 分析和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坚持与发展，对

于准确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唯物史观的根本

立场，还是提出“新时代”历史方位丰富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历史的观点始终以一种“在场”的方式

整体嵌入习近平的思考之中。从建设何种社会的维度，把满足历史主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作

为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建设何种社会主义的维度，把遵循社会基本矛盾历史运动规律并

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视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 从建设何种政党的维度，把如何更好地引领历史发

展作为党的执政方向。习近平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中，沿着以史鉴今、以史资政的总体思路，

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哪里、特在何处、走向何方，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 作者蔡青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 邮编: 311121)

( 责任编辑: 尹媛萍)

( 责任校对: 吴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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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ng within Norms and Innovating within Tradition: On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t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 Bu Xianqu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at it always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of governance，which in return gave birth to copious ideas on institution
buildups and state governance. These ideas were put into political practice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et with constant innovatio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traditional culture.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is also in line with thi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his thought on socialist governance，we must delve into
the rich institution legacy of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embedded in China＇s five-thousand-year history of
civilization，and draw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wisdom from it．

Grasp the Zeitgeist of the New － Era Historiography / / Yang Yanqiu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Zeitgeist. Yet the
latter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his works 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cience，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lifted the reflection on history，times，and social relations to a
new height. He discu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he times，recognizes the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interprets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s. In doing so，he has formed his own historical thought emphasizing that historiography is rooted
in the contemporaneous era，projecting world historical development，and celebrating the Zeitgeis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On Xi Jinping＇s Adhe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 Cai Qingzhu

As a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history，Historical Materialism establishes a new norm fo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strictly grasps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that unify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moral valu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places the major issues of governance in the holistic vision of history，reality，and future. It has always
adhered to and strengthened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dhered to and enriched
the core categ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dhered to and creatively applied the basic metho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historical analysis. By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fully demonstrates its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commanding the laws of history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 Critique of the Trotskyite Theory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 / Li Hongyan

The theory of Semi-Colonialism and Semi-Feudalism 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s great
contribution to communist theo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rduous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for this theory challenges the assertions by both Bukharin and the
Trotskyites. For the former exaggerates the residues of feudal elemen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atter
overstresses the capitalist domination. Trotsky did not directly argue that China was a capitalist society，but
he thought that capitalist relation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 His Chinese follower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China was already a capitalist society，without rejecting its feudal
nature. Therefore，they also used the concepts of“semi-colonialism”and“semi-feudalism”. Thi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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