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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典范* ①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

曹清波

【提要】 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先决条件，至

关紧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深刻揭示

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深刻诠释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坚持正确党

史观、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及主流本质，是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典范，对深入推进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关键词】 唯物史观 党史观 决议 百年奋斗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史，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形成党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这涉及历史观，关乎如何

总结历史、如何看待现在、怎样走向未来等大是大非问题。《决议》“序言”开宗明义指出:“全党要坚

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

样才能继续成功。”①《决议》本身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是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典范，对

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深刻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经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经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从 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

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到 1880 年恩格斯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清晰地勾勒出这一

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② 它通过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科学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其社会

形态发展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相吻合，同时又带有自身的一些独特性。1939 年，毛泽东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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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发展( 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 ，和世界上

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

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①

我们党认清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探索民族复兴道路，与创造性地学习、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密不

可分。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滋蔓，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声音多起来

了。有人妄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列宁、斯大林编造出来并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

通史类著作不讲社会形态演变，以王朝更替史、文化形态演变史等作为主线，抹去了历史发展规律。
更有甚者，明确否认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试

想，倘若没有封建社会，何来半封建社会? 不承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否定了以反

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合法性，否

定了中国道路，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坚持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正确评价

党的百年奋斗史的必要前提。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深陷民族危机，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西方列强粗暴侵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

变化。不认清这一变化，不发现问题之所在，便无法解决危机、找到民族复兴之路。毛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

导分析中国社会，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作出新解释，指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

要分两步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所

进行的一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正是按照这一历史逻辑展开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据此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段，清晰地梳理

出百年党史的脉络和主线。《决议》明确指出: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 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

进行各种尝试和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党领导人民经过 28 年浴血奋斗，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

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③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接着，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进行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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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背离唯物史观，就不可能对百年党史作出科学总结。百年党史深刻揭示了

党带领人民走中国路、圆中国梦的历史必然性，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党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发展

的特殊性相统一，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说明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我们党也以创造性实践极大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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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深刻诠释党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

人心向背关乎政权存亡、事业成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各种政治力量、诸多仁人志士尝试

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现状，使中国走向富强，但均告失败，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忽视和脱离人民，无法

真正将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譬如，洪秀全为反抗封建腐朽统治而起兵反清，憧憬建立一个“无处不

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但同时又严判上下尊卑，推行森严的等级制度，营造新的不平等，乃

至未等打下江山就发生内讧，骨肉相残，导致人心离散，自毁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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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

惨命运。”①“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②说明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是穷途末路。蒋介石站在

人民对立面，残酷杀戮共产党人和一切民主进步人士，被斥为“独夫民贼”“人民公敌”，注定走向

失败。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恩格斯在《普鲁士“危机”》一文中明确指

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

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③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灵魂和旗帜，信奉唯物

史观，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党的根基和血脉所在。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

队”，即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性与人民性

高度统一———这是我们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最根本的区别。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来须臾未曾改变。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为群众路

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共七大概括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

得到传承和弘扬。毛泽东郑重强调要居安思危，保持好作风，避免“霸王别姬”这一幕。中央一再告

诫全党，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由此可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是独一无二的，是国内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无法比拟的，故而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无

可替代的。一百年来，党始终致力于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

命。因为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党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所以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
《决议》正文前四个部分按时序总结百年党史，深情回顾党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休戚与共、共同

奋斗的历史，其中第一部分谈到 32 字的“伟大建党精神”，末句为“不负人民”。④《决议》第五部分将

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概括为五条，第一条便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指出:“一

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

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十四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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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①《决议》第六部分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十条，第二条为

“坚持人民至上”，并作了深刻阐述，讲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只要我们始终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

逞。”②《决议》第七部分号召全党不忘初心，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论及五个方面，其一是党

群关系，指出:“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

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③这番话，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认识不到、讲不出来的，更不可能做到。
“人民”是《决议》全篇的一个关键词，共出现 249 次。我们党始终心系人民、赢得民心，自然就立于

不败之地，百年来砥砺前行、屹立不倒。

三、坚持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党史所形成的历史观，就是正确党史观。树立正确党史观是树立

正确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决议》“序言”明确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就《决议》起草情况作说明时，也特意谈到“要坚持正确党史观”。他郑重指

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

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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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

本清源。”④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是错误解读历史，提出颠覆性结论，将原本清晰的历史虚无

化、模糊化，借谈论历史来影射现实，意在否定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是始作俑者、幕后推手，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战略。
他们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摆出一副“教师爷”面孔颐指气使地说三道

四、指手画脚。早先主要借所谓“人权”问题向我们党和国家发难，蓄意挑拨党群、干群关系。
苏东剧变后更加急不可待，抛出大批诬蔑我们党的领袖、抹黑我们党历史的书籍 ; 在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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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做文章，大肆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硬说我们是一党制、不民主，散播“中国崩溃论”蛊惑人

心。近年来，又借所谓新疆、香港等问题发难，继续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胡诌我们在新疆搞

“种族灭绝”，全然不顾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已比四十多年前翻了一番的这一事实。2020 年末，

美国政府竟然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用这种方式将中共党员污名

化，实在匪夷所思，引起舆论哗然。
这一国际大气候影响到国内，对错误思潮滋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无视我们党走过

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视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进行的不懈奋斗、付出

的巨大牺牲，无视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的不朽功业，无视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以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和评价历史，肆意歪曲、割裂、
剪裁历史，将我们党在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经历的曲折无限放大，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

议、重要人物冷嘲热讽。譬如，有人大谈“告别革命论”，声称改良是优于革命的历史选择，似乎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多余”的。有人津津乐道所谓“民国范儿”，似乎这是

一个令人羡慕和留恋的“美好”年代。有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不

看主流看枝节，大肆炒作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大肆渲染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差距相

对拉大等现象，危言耸听，抛出“08 宪章”、鼓噪“宪政民主”，或胡乱贴标签，胡说当今中国实际

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有一段时间，互联网上诋毁、攻击

党的言论俯拾即是，从恶意诽谤党的领袖，到肆意轻侮各个时期的人民英雄，对历史毫无敬畏

之心，搅得乌烟瘴气。
不言而喻，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史，关键是准确把握党史发展

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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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历

史虚无主义者往往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甚至胡编乱造、信口雌黄，把我们党的历史、把党的整个干部

队伍“妖魔”化，故意泼脏水。这些诳语、过激言论与学术研究无涉，丝毫经不起推敲，毫无说服力可

言，但影响恶劣。事实胜于雄辩，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

坚克难中壮大，其百年历程彪炳史册，是牢记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一百

年，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的一百年，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

历史发展大势的一百年，是在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

历史发展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主流是始终引领发展进步，

本质是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② 这是无可辩驳的。
如标题所示，《决议》着重阐述“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作为走过百年峥嵘岁月、

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怀着喜悦、以胜利者口吻，总结自己的百年历史，体现了百

年大党的自信、底气和豪情。《决议》依次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全面总

结党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决议》第五部分分别阐述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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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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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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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夏春涛:《从中国近代史看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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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概括为五条: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

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个评价是中肯

的、实事求是的。《决议》第六部分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为十条，即“十个坚持”: 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

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经验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体现了大历史观;

以坚持党的领导开头，以坚持自我革命收尾，首尾呼应谈党建，深刻揭示了我们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

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问题。关于“坚持自我革命”，《决议》指出:“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

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

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

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①这番话不回避问题，

凸显了党的坦荡胸怀和自信，读来令人动容。《决议》在展望未来时表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②这番

话同样很有感染力。
学习《决议》，最深切的感受之一是党的百年奋斗史可歌可泣，彻底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

界，这是主流，是不可置疑的。正如《决议》“序言”所说:“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③这句话画龙点睛，生动体现了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总之，《决议》准

确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科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坚持唯物

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典范，对深入推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具有重大

指导意义，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纲领性文献。

( 作者曹清波，内蒙古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邮编: 010110)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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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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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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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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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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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ple of Adher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rning from the Resolut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 / Cao Qingbo

From the scientific summarization of the party's history to the making of a new future by eliciting
lessons from the past，it is a prerequisite to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in history.
This is a crucial matter. The 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 a significant document. Not only does it closely follow the Marxist theory of“five social
forms”but also profoundly reveals the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path to socialism. It iterates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people in history，offering a compell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ultimate goal and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party. It adheres to correct views of party history，and accurately grasps the main theme and essence in
the unfolding of party history. It is an example of adher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of
party history.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studies of party history，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 up，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Epitaphs: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the Women's History in the Tang
Dynasty / / Liao Jingj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history，new theor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studies of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heated discussion of life history has raised scholars' attention to the life course of
ancient women's individuals. Thanks to the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disciplines，medical treatment of
women and studies of diseases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become a vibrant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cholars both in China and overseas have jointly focused on
epitaph data of the period with ambitious attempts to restore women's birth and death experience. The use
of epitaphs and ancient medicine sources is the key to these efforts. Both of them are limited within the
gender framework of text writing. Following the basic rules of corresponding data，we need to carefully
distinguish the biased views induced by the male perspective as“the alienating other”from the authentic
situations within which women actually lived. In doing so，we have to collaborate theories with historical
facts from ancient China. Researchers should neither“isolate”women's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general history nor abuse Western theories and ign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a. Taking the
epitaph for Cui Daogui written by the famous writer Liu Zongyuan as a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tiology，pathogenesis，syndrome，and cause of death of the tomb owner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By re-examining the social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Tang
Dynasty，it iterates the significance to reconstruct a women /gender theory of our own yet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the entirety of history.

Rethink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 / Qu N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a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change of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and historical views，but also on the scale of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latter was to further eradicate the influence of empty talks and dogmatic thinking of Neo-Confucian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historiography was transformed as well. Confucianism was deemed
more important th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past，but now historiography and Confucianism were paid equal
attention to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historiography was greatly enhanced. So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c and methodology. Theory was traditionally adopted to analyzing facts，but now facts were utilized to
collaborate theory. As a result，the emphasis of historical writing began to be shifted from theory to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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