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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源头活水，其内涵十分丰富，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人优秀的精神品格。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伟大成就，铸就

伟大精神，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

正确党史观，加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坚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伟大建党精神 百年党史

中国共产党走过一百年的光辉历程，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

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伟大精神之源，是党的精神谱系之根。一百年

来，伟大建党精神指引我们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

轮”，①始终是指引我们党不断前进的精神旗帜。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②这是首次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进行概

括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追根溯源，开辟了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研究的新天地。伟大精神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需要深入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 一)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一百年前，广大中国人民正在苦苦寻觅如何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

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

产党随之诞生，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

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开始指引党和人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作为用马克思主义

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

党人不断追求真理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追求真理，把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指引中国人民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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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要继续

发扬对真理不断追求的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迸发出更加闪

耀的真理光辉。
我们党之所以称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在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把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

为奋斗目标。党章明确指出: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理想高于天，对崇高

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使我们共产党人在不同阶段，面对种种困难，始终能够坚持斗争，不惧艰险，砥

砺前行。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止为了追求真理和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步伐，今后

也将一如既往奋斗下去。
( 二)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

旨决定的。一百年的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奋斗史。对初心使命始终不渝的

追求，激励我们党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遇到

的风险挑战如何艰巨，我们党初心不改、始终如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人民同

甘共苦，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百年初心不改，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压

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面

对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和国内“一穷二白”的情况，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使社会主义

制度建立起来，对外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坚持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之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

目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顺利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向第二

个百年目标奋进。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我们党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对初心使命的践行和坚持。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党必须永葆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铸就新的辉煌。
( 三)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重重艰难险阻，无数革命先烈经历众多生死考验，有的献出了

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烈士中有名可查的就达 370 余万; 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超过 19. 7 万名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生命; 即使在和平年代，为夺取脱贫攻坚战的胜利，1800 余名党

员同志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征程中。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惧艰险、不怕牺牲，带领中国人民英勇

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斗争中发展壮大，从最早的 50 余名党员到现在拥有 9500 余万党员的世界第

一大执政党，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斗争，在斗争中成

长、在斗争中壮大、在斗争中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建党、建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进入新

时代，每一步都在不断的斗争中前进。百年党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斗争的历史，斗争精神已贯

穿百年党史之中，斗争精神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具有的一种鲜明特征。
当今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加剧，我们要继续发扬伟大斗争精神。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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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

伟大斗争。”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仅要有顽强的斗争精神，还要具有

高超的斗争本领。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斗争中，要迎难而上、敢于亮剑，同时要不断提高斗争本

领，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坚定马克主义理想信

念; 另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要善于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选择科学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终取得斗争胜利。
( 四)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对党忠诚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人的首要精神品质。每一位共产党员入党时都

会庄严宣誓: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对党忠诚就是要忠诚于党的事业、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对党忠诚不仅要落实在行动上，更要落实在工作中，落实在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事业上。百年风雨兼程，我们党经历无数风险挑战，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靠的就是共

产党人的忠诚。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起点上，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用实际行动来诠释

对党的忠诚，一心一意跟党走，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不负人

民，始终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从“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民

为中心”，人民立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人民立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

质属性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在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民本思想作为重要思想精华，被我们党吸收并发扬光大。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② 此后，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理念，得到不断发展。我们

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

人民观。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共产党人要拿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奋斗。

二、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我们党伟大征程的起点，在党的

创建过程中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源头活水。一百年来，我们党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伟大成就，铸就伟大精神，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造就了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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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伟

大精神激励着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夺

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

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

火。井冈山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

书记把井冈山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①长征

在百年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党带领红军冲破重重围堵，成功实现战略大转移，在这一

过程中形成了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

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②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和人民在中国革命战争

实践中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

一场反侵略战争，也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华民族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粉

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企图，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把抗战精神总结为: “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③抗战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升华，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因

素。西柏坡精神形成于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它以“赶考”精神，“两个务必”精神为核心，蕴含着

三大战役的战火洗礼，建立新政权的种种挑战，对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和保持人民政权长治久安的

深深忧思。西柏坡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精神，保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这一时期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艰苦创业，完成开国奠基的重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

“三大改造”，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党带领站起来

的中国人民，在重重困难面前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热情，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

神、红旗渠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在力量对

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在朝鲜战场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英勇

奋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
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

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

神”，④铸就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让全世界看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骨气。20 世纪 60 年代初，大庆石

油工人面对物资匮乏、技术设备落后、经验不足等种种困难，拿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工作激情，发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使我国摘掉了“贫油

国”的帽子。大庆精神展现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风貌，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20 世

纪 60 年代，河南林县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克服种种困难，战天斗地，修建了一条“人间天河”———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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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红旗渠的建成不仅彻底解决了林县人民用水的问题，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同时

形成了以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红旗渠精神，红旗

渠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应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胁，在极其艰苦的条

件下，广大科研工作者靠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

星”精神，①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国防建设发展之路。
(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按照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

就，形成了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伟大精神。四十多年的不懈奋斗，中

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物质财富，也形成了

一系列宝贵的精神财富，铸就了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

明的精神标识”。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发

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③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发扬特区精神。建立经济特区的伟大实践铸就了特区精神，为全国其他地区经

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08 年汶川地震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伤害和损失，

但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被凝聚起来的伟大力量，让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不再无助和渺小，也让全

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对灾害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④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不仅我国的运动员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创造了新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向全世界展现出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风采，让全世

界人民感受到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待客之道。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一

次体育盛会，也是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的盛会，给奥林匹克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北京奥运精

神是北京奥运会留给中国和世界的宝贵精神遗产。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都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塞罕坝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这些伟大精

神激励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深刻变化，战胜来自国内外的

各种风险挑战，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三代塞罕坝人用了半个

世纪的时间，把荒漠变成了绿洲和林海，让曾经山清水秀的塞罕坝恢复了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创造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奇迹，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⑤成为全国绿色发展的典

范。2020 年初，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中国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受到严峻挑战。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驰援湖北支援武汉，打赢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抗疫战争。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用“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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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伟大抗疫精神。① 伟大抗疫精神是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的具体体现。尽管抗疫工作已经在国内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我们不能掉

以轻心，要继续发扬伟大抗疫精神，再接再厉，确保抗疫工作取得最后胜利。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们党

就把实现共同富裕确立为奋斗目标。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过最近八年的不懈奋斗，我

们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完成了近一亿贫困人口脱贫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

铸就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② 距离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一定会形成更多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奋进的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精神必将继续激励和指引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三、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路径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在伟大实践中得以传承。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继续传承、
弘扬和实践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努力拼搏、攻坚克难，积极应对各种新的风险挑战。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不仅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还要坚决批判历史

虚无主义，与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做斗争。
( 一) 树立正确党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③树立正

确党史观就是要求我们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树立正确党

史观，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民心向背，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正确党史观，一方面要坚

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立场体现一个政党的阶级基础，决定一个政党的根本性质，“政治立场事关根

本”。④ 党史必然姓党，也必须姓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史进行解读和评价。要坚

决批判“去政治化”的错误观点，历史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过程的体现，历史不

可能与政治脱离而单独存在。坚定的政治立场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原则问题，否则党史就会被误读、
歪曲甚至诋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正确看待百年党史。另

一方面，要坚持唯物史观。学习和研究党史，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

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根本方法。我们党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来正确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及历史人物，

因此，在我们百年党史上才出现了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这两个决议虽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

背景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都是我们党坚持唯物史观认识和评价党史的典范。一百年来，

我们党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探寻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正确把握世界和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方向，使我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前进。
( 二) 加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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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伟大建党精神看百年党史

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①中国共产党

人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铸就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活水，要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伟大建党精

神的引领作用，必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正确把握伟大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代价值

等问题，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深刻内涵。首先，高校和相关科研院所要肩负起加强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研究的使命与重任。要组织教师和研究人员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文本解读，利

用各种渠道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积极组织学术会议和理论探讨，促进研究成果的交流。其次，要加强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和传承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是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发掘和培育的

重要环节，要根据新时代的特点，选拔一批对党忠诚、理论扎实、认真负责的研究者和传承人，为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持。最后，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培育和发掘，不断丰富中国

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内容。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必然会形成

越来越多的伟大精神。我们要积极总结、凝练和宣传，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助力民族复兴大业。
( 三)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错误思潮，是目前对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中国共产

党历史影响最大的毒瘤。历史虚无主义经常打着所谓“还原历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以达到篡

改历史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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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培元。”②这也是开展党史

教育，树立正确党史观的目的所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首先要认清党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历史虚

无主义通过一些碎片化的实例证明其观点，对党的历史和领袖进行攻击、丑化甚至诬蔑，以此否定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次，要深刻分析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历史虚无主义从来都不

是什么学术研究，其根本目的是假借学术研究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政治目

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其思想根源，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党史、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等进行虚无，对反

动统治者甚至卖国贼进行美化，错误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最终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最

后，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呈现新的表现形式。随着我们党和人民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

刻，其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是指那

些改变以往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不正面冲撞底线，而从其他侧面对党史进行歪曲和亵渎。从本质

上来看，硬性和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是一样的，其本质也是相同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惑

性更强，我们更要保持高度警惕，进行坚决斗争。
历经百年的不懈奋斗，伟大建党精神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党战胜一个

又一个困难、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精神之源。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共产党员要继续继承和发

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创造新的辉煌。

( 作者王炜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102488)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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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View from the Great Legacy of the Party-
Building Enterprise / / Wang Weiye

The great legacy of the party-building enterprise is the source of creativit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contains rich content，promoting party members' outstanding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arrying forward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 path of great achievements． This experience has crystalized
into a great spirit，one that bound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this great
journey，we should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party-building spirit． As we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we will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but also steadfastly combat historical nihilism．

On the Programmatic Document That Establishes a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 / Wen Dasha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July-First important speech not only concludes the glorious history and
great achievement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ut also summarized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great
party-building spirit． It puts forward nine aspects of the important experiences to learn from the past and to
project to the future． It is a benchmark for comprehensively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in the past
century． Tak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fundamental method，the speech closely sticks to the main
theme and essential mainstream of party history in the past century． Not only does it adhere to the grand
historical view，but also effectively counters historical nihilism． In doing so，it offers a model for adhering
to the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as well as emboding future direction and inspiring meaning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t is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for establishing a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Hou Wailu's Approach to Historical Studies / / Lan Liangbin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a high-level summary of Hou Wailu's cent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studies． Through translating as well as examining Das Kapital，he accepted and master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which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his historical studies． In his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ought，Hou creatively proposed many principles for historical
studies，including，but not limited to，comprehen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classics，using social
history as a way to decode history of thought，Sinicizing universal principles on ancient society in
combination with primary sources，exploring special natures of Chinese history，and preventing the
dogmatiz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He insisted on grasping theory from original works，unifying
Marxism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as well as reality，recognizing the re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history，achiev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ory，and critically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culture from
traditional China． All these principles are still worth inheriting as the legac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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