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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

于化民

【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

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对历史科学的定位、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和思想方

法以及如何科学地汲取历史智慧和滋养，作了系统与深刻的思考和阐述，创造性地阐发了一系列新

论断、新命题、新观点。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体大思精、新意迭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真理的力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俯仰天下的情怀和坚定的历史担当，对发展新时代历史科学有着

重大的指导意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就是要认真体认蕴含其中的内在逻

辑、历史理性和科学精神，以史为鉴，把握规律，面向未来。
【关键词】 习近平 历史科学 社会规律 科学精神

人的历史意识源自于对自身由何处来、到何处去的终极性追问。历史记录了人类活动和文明进

步的足迹，蕴含着各个国家和民族治乱兴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是浩瀚无涯的知识之海、智慧之

海。中外哲人先贤无不博览史籍，注重从过往历史中汲取必要的养分，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习近平对历史科学和历史研究高度重视，深刻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

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 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

未来。”①“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

方法，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融通贯穿，围绕如何

认识历史和历史科学、如何科学地认识重大历史问题、如何将历史遗产和历史经验运用于当今实践

的重大问题，以尊重历史、尊重规律的科学态度，对历史与现实及未来关系的缜密思考，创造性地阐

发了一系列新论断、新命题、新观点。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底蕴厚重，思想深邃，充满着

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对于新时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科学地认识历史

作为本体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宇宙间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以时间为主轴所经历和发生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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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

只有在人类脱离蒙昧状态后，历史才真正有了知识的意义。从上古时期的刻木记日、结绳记事开始，

人就有意识地记录历史和保存历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文明进步。历史意识或许是自人类自觉萌生后

最早产生的主观意识之一，由此开启了知识积累的过程，并随着知识的累积，开枝散叶不断衍生出不

同的科学门类，直到形成眼下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庞大知识体系。我们今天所说

的历史，更多地侧重于对人类自身活动和社会变迁的记录。习近平深谙历史学的这一特质，指出: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的

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②他同时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③ 这为准确把握

历史学的发生、本质和科学属性、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 一) 历史学的根本意义在于揭示规律，昭示未来。尊重历史，就是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尊重前人

留下的历史遗产，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发现和揭示历史规律，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

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④ 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

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⑤马克思

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对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艰苦研究，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范畴

和原理，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成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⑥ 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刻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性质，艰辛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

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充分证明，“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

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⑦ 社会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被认识的。尽管历史的发生各有其道

理，但总是小因果服从大因果，小趋势服从大趋势，小规律服从大规律。人们只有深入认识和把握

规律，转化为正确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持续推动历史发展和社

会进步。
( 二) 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抓住历史的主线和主流。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是由大量现象和

细节组成的，这些东西还只是表象，还不能将其与历史的本质等同起来。“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

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

科学”。⑧ 历史演化的进程有主线有副线、有主流有支流甚至还有逆流。抓住事物发展的主线、主

流，就是要抓住其发展过程中基本的、主要的、主导的方面，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要害。这是因为主线

和主流反映本质和规律，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习近平谈到中华民族维护统一的优秀传统时，指

出:“历代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

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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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

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

向统一。”①谈到中共党史研究时，他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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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种历史的必然

性，与历史的主线和主流，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必须看到，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流并非人为的主

观设定，而是由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没有科学方法论指

导的历史研究，谈不上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不承认这一点，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 三) 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提高历史思维能力。习近平提出领导干部要提高六种科学思维

能力，其中就包含历史思维能力。把历史思维提到如此高度，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所倡导的历史

思维，是运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从历史发展规律出发思考分析问题、为现实提供资鉴的

科学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决定思维结果是否正确。历史思维是一种多维度、复合式

的立体思维。与其他思维方法比较，其突出特点和优势在于，更侧重从事物发展的整体出发，通过对

具体历史现象和历史活动的分析，认识事物的特点、本质与规律，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

的辩证统一。社会领域各种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总是通过人的活动起作用

的，表现为大量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即事物的外在表征，无不按照发生先后的自

然顺序排列，以历史的形态存在和呈现。只有尽可能充分地占有社会历史现象的材料，对这些材料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炼升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逐步接近社会运动的本质和规律。
运用历史思维的思想方法，能够极大地拓展人类思维活动的纵深，使思维材料更加丰富多元，对于人

们接近和掌握真理，有着其他思维方法无法替代的作用。所以，习近平才说:“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

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

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③

二、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解释历史

唯物史观产生以前，历史领域一向被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所笼罩。唯物史观的创

立，把历史安顿在它原本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一整套观察历史的科学方法。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把

历史变成了一门真正的和严肃的科学。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作用。他热情称

颂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的巨大贡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

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并且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

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④ 他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唯物史观的一系

列重要观点作了新的阐发，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蓬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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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

唯物史观最核心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指出: 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

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

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① 我

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

会存在为基础的，即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的。他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

经验，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全面统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要求在全面深

化改革中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判断，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他同时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只有既解决好

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

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

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②

( 二) 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

了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它们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推动着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不断变革，成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们是非对抗性的，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调整和改革

加以解决。习近平坚持运用这一基本原理擘画新时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他认为，只有把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

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

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针对现阶段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他强调: 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

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

下去。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适

时作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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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紧扣

时代特点，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成为制定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的总依据。
( 三) 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文明史，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深刻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

作出人类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言。习近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 马克思坚信历史

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

能够实现。针对各种各样否定马克思科学结论的言论，他郑重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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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

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①共产主义既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现

实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已经打开了人类通向自由王国的大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

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经过革

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前景无比美好和光明。“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

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② 对于有些人理想渺茫、信仰动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唯物史观还是

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③

( 四)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的一大特

征。作为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须时时处处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保持坚定的人民立场。习近平再三重申这一基本观点，并注入了新的内涵。他十分形象地指出，人

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④ “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⑤ 他把社会科学为什么人的问题，视为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一

再强调，广大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

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在推进建设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负有极其光荣重

大的使命。“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

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

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

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⑥

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

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历史研究从来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根本立场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对

于同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原理

和基本观点的指导，历史研究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就会走入歧途。习近平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

全，一再强调要固本强基，守正出新。所谓固本，就是要固马克思主义这个“本”; 所谓守正，就是要

守马克思主义这个“正”。他语重心长地说: “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

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⑦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在历史的研究、书写和阐释中，应

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能任由其他什么理论学说冲击，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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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科学态度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无论是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统筹和决策，还是论述评价相关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习近平从高迈视野出发，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

充分的史实依据，展开深入的辩证分析，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运用历史思维的典范。认真体

会习近平对于如何学习历史，如何正确地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论述，能够获取极其重要的启示。
( 一) 历史是前人的智慧之书。历史典籍既是对前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社会活动

的记录，包含了无比丰富的知识，也积淀凝聚了前人对人、自然、社会各种关系及规律的探索与思考，

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资源。习近平对此作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即“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①

他认为，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

镜鉴。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认识、了解社会兴衰成败的规律，为今天提供启示和借鉴。经验告

诉我们，历史是打开人类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实践是知识的来源，人生而有涯，一个人的直接

实践毕竟是有限的，既有时间的局限，也有空间的局限，而历史则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局限，等同于

扩展了人的间接实践，平添了扩充知识的渠道和源泉。所以，“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

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② 我们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视

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责任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

优秀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特别重视从前辈先

贤和自己的奋斗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增长智慧才干，推进正在进行的事业。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

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

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③在整个世界

的联系愈益紧密、融合愈益加深的今天，我们不但要学习自己的历史文化，还要学习和了解世界上不同

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但是，那种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读死书死读书的做法是要

不得的。习近平主张，“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能读死书，要

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④

( 二) 大历史观要求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历史。历史的联系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法则。毛

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

断历史。”⑤习近平对此有着深切的领悟，强调“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

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⑥ 他一直倡导一种“大历史观”，即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打通贯穿

进行考察，而不应生硬地割断历史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看得更准

确，对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了解得更透彻，也才能得出一些新的历史感悟和认知。在谈到如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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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他强调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如果

没有 1978 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

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
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 1949 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

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二是虽然这

两个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

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

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三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

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

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

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总之，“这是两

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①

在五四运动 100 周年之际，他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 5000 多

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②这一

论段反映了这种大历史观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前人书写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

那样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能着眼于历史的走向和大势，善于把历史贯通起来、连结起来观察分析，就

会避免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历史，或者迷失在无尽的历史具象里，就越有可能接近历史的本质。
( 三) 对待历史文化的科学态度。照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历史是一个不会终结的过程，总是在不

断地向前发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无不是由正面和反面、积极和消极这样两个方面构成

的。因此，对历史文化要辩证地分析，科学地利用。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吸取精

华、剔除糟粕的原则。习近平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 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 这是任何国家在

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

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

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③ 对于祖先留下来的珍贵精神和文化遗产，应当萃取精华，结合时

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当然，传统历史文化还有一些因受时代和社会条件制约

而形成的陈旧过时或糟粕性的东西，则应“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

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

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④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经

验教训，如何评价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对于执政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至关重要。习近平强调，对历

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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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我们党对自己包

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

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⑤ 党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艰辛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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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在正确和错误的斗争中走过来的，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一些失误，遇到这样那样一些曲折，

甚至付出惨烈的代价。但是，党总能从成功中汲取经验，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

路。这恰好说明，我们党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失误，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
( 四) 回望来路与远眺前路。“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

史”。①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各不相同、各具特色，这是由其自然禀赋、民族特性、生活方

式、文化传统以及人民的自主活动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这也是一个国家继续发展走向未来的物

质、制度和精神基础。熟悉自己国家的历史变迁，认识自己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因、机理及其规律，就

能把握大势，抓住时机，排除干扰，少走弯路，更好地前进。习近平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

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②“我们回顾

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

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③ 这些话语言简意赅，意

蕴悠长。回望来路，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过去，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 远眺前路，是为了

清楚地知道自己向哪里去，为什么要去向那里。知道从哪里来，能够增强应付复杂局面的底气和定

力; 知道向哪里去，能够增强战胜困难砥砺前行的勇气和动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时代课题，进行艰辛探索，勇于理论创新，系统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新的时代条件、实践要求有机结合，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鲜明的时

代特点熔为一炉，盱衡中外，引领时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历史科学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机遇，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开拓创新，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应有的作用。习近平

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

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

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

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④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对历史科学的定位、对于

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和思想方法、对如何科学地汲取历史智慧，都有系统与深刻的思考和阐述，体大

思精，新意迭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俯仰天下的情怀和坚定的历

史担当。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就是要认真体认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历史理性和

科学精神，让历史智慧之灯烛照我们前行的路。

( 作者于化民，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 266071)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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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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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 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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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pirit of Science in Dialogue with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storical Science / / Yu Huamin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storical science points out an organic method to ground
classical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in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active engagement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offers guiding theories and practical methods as well
as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insightful illumination by which to position historical science as a discipline to
scientifically discover wisdom from history，creatively generating a series of new ideas，new hypotheses，
and new points of view. President Xi'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storical science has broadened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constantly generated new ideas. It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true power of
Marxism as well a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ambitious global aspirations and their
uncompromising sense of duty for history. It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developing the studies of
historical science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To study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historical
science，we need to carefully grasp its internal logic，historical reasoning，and scientific spirit，thus to
discover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to learn from the past facing the future．

Quantitative History as New History: Its Methods and Value / / Lin Zhan，Chen Zhiwu

In the era of big data，historical research faces a new challenge，that is，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
large-scale historical materials given in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databas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becom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Quantitative history，as a critical branch of the new history，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by which to deal with this challenge. In recent years，as a burgeoning field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a，quantitative history has developed sophisticated analytical methods. Taking the
study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details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quantitative history and analyzes its potential positive role in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 of
historical big data. It identifies long-term impact on historical research，and promotes exchange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and other subjects in social sciences．

On the Paradigm of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Meng Wentong as a Case Study / / Chen Yong，

Gong Che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historiography transformed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One of its central themes is how to reor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question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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