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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①

张艳国

【提要】 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还是马

克思主义引导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方法。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总结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伟大事业的经验有三条: 一是把唯物史观庄严地写在党旗上;

二是学好用好唯物史观是党取得伟大事业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 三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历史

主动性不断开创未来。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 光辉历程

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还是马克思主义

引导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唯物史观“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

系”。①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并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伟大事业

的经验，从中获得智慧启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把唯物史观庄严地写在党旗上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高度重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建党，高度重视政治上建党、思想上强

党，用革命理论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国际共产主义

者同盟成立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撰写了题为《共产党宣言》的党纲，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原
则写在纲领上，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组织原则、斗争策略、革命理想、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开始植根中国社会。这既有历史的契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和世界大势的风云际会。当 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

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时，中国历史行走在“下降线”上。②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坠入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

法，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广大民众的奋起抗争都失败了。以陈独秀、李大

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发动了新文化运动。1917 年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

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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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和新形态，也给苦难中探索中国前途的先进分子以答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五四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时代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

义和唯物史观，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追求。据李大钊描述: “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

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②在北京高校带动下，上海、天
津、武汉、广州和成都等地高校的进步青年大谈唯物史观，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③ 唯物史观揭示的

人类进步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原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吸引着先进知识分子。
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回忆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

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④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

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

的趋势和格局”。⑤ 党的成立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刷新中国革命的面貌，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在

于它一开始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了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按照马克思主义

建党原则进行组织建设，将唯物史观庄严地写在党旗上，作为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承诺。
1920 年 11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根据《共产党宣言》确立的唯物史观原

理，讨论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及“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告“共产党的任

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益雄厚”，从而“造出一条到共产

主义的道路”。⑥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

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经济差别”; 要“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
消灭阶级”; 要“废除资本私有制度，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

有”。⑦ 这些内容都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中共早期党员施存统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
一文对此给予了诠释。他说:“我现在概括上文底意思，简单写在下面:‘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

社会主义; 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⑧从党的一大到十九大，虽经世事变幻、历史变迁，

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改初心使命，不变家国情怀，不移革命定力，将唯物史观定格在迎风飘扬的党旗上。

二、学好用好唯物史观是党取得伟大事业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

学好用好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事业胜利最根本的一条，是“千金不换”的重要经验。
这条根本经验的取得，来自党在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事业中一以贯之地保持学习上的主动、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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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醒和理论上的坚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

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①因此，要始终守护这条经

验，既要维护这条根本经验的“源头活水”，又要不断为这条根本经验注入活力。
学好用好唯物史观，学是基础、条件，用是关键、要求，体现唯物史观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各项工作实践效果是落脚点，是根本归宿。完整掌握、科学发展、弘扬创新这条根本经验，就要科

学掌握唯物史观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②

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过程体现为连续性与阶段性，过去是今天的起点，

今天是明天的基础，明天是未来的希望。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

的，我们还将继续创造历史。在历史发展中，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我们必须坚守科学精神，下一番苦功夫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不畏浮云遮望眼”，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历史表象背后的规律性、全局性、联系性和深刻

性。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在认识历史中要把历史主体、历史客体与历史过程有机结

合起来，不能只见历史而不见“人”，把历史抽象化、生硬化。把历史抽象化，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根源。
同时，我们要牢牢把握唯物史观这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所谓“看家本领”，是在社会

实践中，实践主体所特有甚至是独有的某种突出擅长的技巧和能力。实践主体具有这种本领，就赢

得了实践的比较优势，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

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

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
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③历史发展无限悠远，实

践深化永无止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只要我们心里装着唯物史观，学好用好唯物史

观，无论历史如何延续，唯物史观这个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都将会继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三、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历史主动性不断开创未来

知今宜鉴古，唯物史观既是历史观，又是人们建构在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哲学。坚持唯物史观，是

为了发展唯物史观，让唯物史观的智慧光芒照亮我们的前程; 发展唯物史观，是最彻底地坚持唯物史

观，使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永不落伍、永不掉队，与时偕行、与时俱进，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

“看家本领”永远充满朝气、焕发生机、具有活力。
发展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人类社会整体观和世界整体性，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航

路开辟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猛发展，一切国家的市场和消费，甚至是民族文化，早已成为

世界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④ 当前西方刮起的“贸易壁垒”“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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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风，背离了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整体发展的根本利益。中国要继续作为捍卫世界一体化、文明多样化

的中坚力量，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互鉴，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发展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发展、和谐发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在阐释世界时，总是有“人”与“自然”的双重视角，认为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

交融在一起的。① 历史经验表明，人类愈是疯狂地向自然索取，自然就愈是毫不留情地“报复”人类，

人类就要遭到自然的惩罚。因此，我们绝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是要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生态文

明与现代化相生相长的现代化新路，为人类社会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文明发展新形态。
发展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在本质上说，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社会关系决定人具有人性、人道、人文的特征。在我国，“人”的具体化就

是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主体和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本质是与人民心连

心、同呼吸、共命运。”②因此，我们要围绕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科学配置社会资源，坚持社会公平正

义，让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群众所共同享有，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使社会主义优越性

在发展人、提升人上得到充分体现，从而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发展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追赶时代、赶上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思想，正确处理社会发展

与时代进步的关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滚滚而来，以数字技术为引领，云平台、互联网、物联

网、区块链、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等，正在颠覆和变革近代社会产生的生产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和思维方式，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新的想象空间和不可预测的风险挑战。实现人与物和谐

共生，科技与人文和谐发展，既抢占科技创新的时代高点，又积累创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先进文

化，这是中国发展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贡献中华智慧、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题中之义。
发展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历史发展的规律论、过程论，正确处理发展的历史方位与发展目标的

关系。马克思告诫我们，民族、国家之发展道路的选择，“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③不能

任凭主观想象，更不能武断强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要认准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从

国情、党情、世情、民情和敌情出发，实事求是、毫不脱离实际、科学准确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战略

策略和方式方法，既不能错把目标当起点，也不能错把理想当现实，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

线不动摇。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④

总之，坚持唯物史观，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就能得出正确答案，增强历史智慧; 发展唯物史

观，就能以历史主动性迎接时代挑战，开创未来。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唯物史观是“研究

历史的指南”，而不是用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公式”或者教条的科学观点和正确方法。⑤

( 作者张艳国，南昌师范学院教授; 邮编: 330032)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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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Questions on How to Adhere to the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in Creating Major Ｒevolutionary
History Themes: Case Studies on The Age of Awakening and Deng Xiaoping in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 /
Long Pingping，Ding Y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fiction is the core issue of upholding a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in
creating major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themes. How to adhere to the correct view of history，and realize the
rejuven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jor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films and television works，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The first i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a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The second is to insist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s our fundamental standpoint.
The third is to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evaluat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o make characters in textbooks
come to life. The fourth i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ocusing on the authenticity of big things and
loosening up on small things”in literary practice.

It Is No Accidental to Ｒectify the Universe: Lessons from the CPC＇s One Hundred Years＇Struggles / / Liu
Yueb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when China struggled with domestic turmoil and foreign
aggressions.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were to strive for the people ＇s happiness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which attracted the progressives and won a wide support among the people. After unrimitting
efforts and great sacrifice，the CPC won the victory in the revolution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national construction. “History has chosen the Communist Party”is not an empty propaganda slogan，but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 is no“conspiracy theory”in this master narrative of history. It is
impossible to appreciate this true essence if one misinterpreted or distorted the Party＇s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CPC＇s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 / Zhang Yangu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but also a significant
cornerstone of Marxist theory，and it is also a scientific method through which to guide people to understand
society，transform society，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In summarizing the lessons from which the CPC
adhered to put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o practice at the opening of the New Era，we can draw three
conclusions． First，we must solemnly highlight the materialist concept of history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entral platform. Second，a fundamental lesson for the Party to achieve the great victory is to stud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ll and apply it into practice well. The third is to adhere to and develop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continue to create the future with historical initialtives.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CPC and Its Hundred Years of Struggle / / Wang Weiy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 one-hundred-year struggle history is also a history of spiritual
creation. The Great Spirit originated from the spirit of founding the Party. At various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the Party＇s great enterprise enriched it with new meaning and content. This stream of Great
Spirit has nurtured the Party with a strong spiritual drive to achieve its goal for the first one hundred years.
This Great Spirit will continue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alizing the Party＇s new goals in its second
hundred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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