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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汲取百年历史经验的
思想自觉

王树荫  耿鹏丽

[摘  要 ]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在总结与汲取领导社会革命

和进行自我革命的经验中不断成长壮大。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历史经验

的重要价值，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地、不间断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解

决了为什么要汲取历史经验、怎么样总结与汲取历史经验、有哪些历史经

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背靠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深刻

了解过去以掌握历史规律，全面把握现在以解决现实问题，正确昭示未来

以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与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人民立场和

群众路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百年历程中最重要的经验。中国共

产党以科学的历史思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牢牢把握党的历史主题和主线、

主流和本质，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客观公正地评价重要

事件、重要人物，在不断汲取历史经验中走向未来。

[ 关键词 ] 中国共产党  社会革命  自我革命  历史经验  思想自觉

[ 中图分类号 ]D261.4    [ 文献标识码 ]A

[ 作者简介 ] 王树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耿

鹏丽，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历史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的重要历史节点，系统梳理我们党自觉地总结领导社会革命和进行自我革命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经

验的思想成果，深刻审视中国共产党汲取百年历史经验的价值认知、理论成果和科学方法，对于“不

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

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P48) 提高党治国理政的科学水平和执政能力，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17ZDA0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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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汲取百年历史经验的价值认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 50 多名党员发展到现在的 9000 多万，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

得了伟大成就，其中的法宝之一就是善于总结领导社会革命和进行自我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

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对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始终有着高度的思想自觉和价值认知，强调“只有铭

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

创造未来”，[2] 在不断总结与汲取历史经验中成长壮大。

第一，深刻了解过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历史中蕴含着社

会走向的规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与经验是分不开的。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端于 1919 年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登

上中国历史舞台，开始领导中国革命和加强自身建设，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探索中国

革命的特殊规律，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

作修改党章报告时总结道：“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

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3](P323)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斗争经验，成为继任者深刻了解过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

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从新中国国情出发，开

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形成许多重要认识。 

毛泽东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

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

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4](P30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开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党的历届领导集体不断总结与

汲取历史经验，加强自身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道：“和八大

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

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5](P2) 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

由之路”，“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5](P136、138) 习近平指出：“没

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号角。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改革开放规律性的认识，勇于攻坚克难，敢于迎难而上，

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6](P700-701) 纵观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东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春天故事”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由弱小到强大，由迷茫变成熟，党的每一

步发展历程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经验基础，“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7](P27)

第二，全面把握现在，着眼解决现实问题。研究历史、探寻规律、总结经验，归根到底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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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重视历史殷鉴的思想自觉，注重从党的历史中提炼出治国理政

的智慧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

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8](P606) 中国共产党人深信，“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

宝”。[9] 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段历史及其经验教

训，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建设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

伟大胜利。我们党高度重视总结历史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不仅是为了“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10](P955) 而且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

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5](P234)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活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关

系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开创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汲取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经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

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

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11](P165) 习近平指出：“要教

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9] 要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

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我们党不断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前进的智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

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8](P534) 从而更好地研究新情况，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

第三，正确创造未来，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党在每

一个历史转折时期都能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指明继续前进的道路方向。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

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6](P689) 指引

中国革命逐步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不失时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

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

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

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6](P69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在深刻总结历史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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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3) 回

答了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前

进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从历史中走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掌握科学理

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12](P51)“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12](P36) 坚

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才能不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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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32) 习近平号召各级领

导干部认真学习党史，“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7](P405) 回溯历史是面向未来的源头活水，立足现实是昭示未来的坚实基础，从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中一路走来，中国人民才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也才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我们党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二、中国共产党总结百年历史经验的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善于和勤于总结历史经验，既注重总结长时段全方位整体性经

验，也有阶段性专题性具体性经验概括；既对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社会革命经验进行

总结，也有侧重党的建设的自我革命经验梳理，形成了一系列思想结晶和理论成果。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

我们党始终坚守的基本原则，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

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党在成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基本国情的

认识还不成熟，犯过“左”右倾错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走过弯路。“在普遍真理与具体

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13](P259)“我

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

步起来的”。[10](P1094) 从《反对本本主义》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思想在全面抗战时期趋于成熟。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

结合的二十年”，要集中纠正党内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否则“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10](P795、796)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

30 周年之际，邓小平指出：“假若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团

结起来走向胜利。党是名副其实的接受先进理论指导的，所以才能起着先进战士的作用。”[14](P252)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进程中，不断加强党内教育和自我革命，“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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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15](P530)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历

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

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

确的”！ [16](P202)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并坚持用

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

第二，坚持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体现党的根本宗旨和革命建设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坚持人民

立场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方法，也是党在长期

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践行

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体现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和理论成果中。首先，始终把代表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七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要与人民

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

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7](P399)

我们党一再强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0](P1094-1095)“我

们党之所以能不断领导群众走向胜利，根本的原因就是党不仅从未脱离群众，而且为群众制定了符

合他们利益的斗争纲领，并组织他们进行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14](P257) 其次，始终把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党史证明，只

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14](P273) 在改革开放新

时期，党的事业发展同党的作风建设更加紧密相连，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核心

问题。胡锦涛指出：“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脱离群众”。[18](P523) 再次，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

的智慧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刘少奇强调，“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

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

经验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3](P353) 邓小平曾告诫全党，“党

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要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

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19](P106) 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

志成城的磅礴之力”。[12](P52)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再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历史经

验反复证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7](P28)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价值立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和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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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进程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办好中国

的事，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

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

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

靠不住。”[13](P348) 我们党在百年征程中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加强和改

善党的领导，持续推进党的伟大事业不断走向成功。我们党在创立工农红军和领导土地革命进程中，

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党的建设的组织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形成了毛泽东建党和建军思想。在全面抗战时期，我

们党确立把抗战的胜利引向人民的胜利的战略目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大力在工

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出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还要思想上入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

位，改造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党的建设提升到“伟

大工程”的高度，强调“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

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10](P875) 刘少奇提出党的

建设必须注意一件重要工作，“这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

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要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

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3](P329、330)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两

个务必”的优良作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有必要“在全

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20](P196-197) 在改革开

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好这个方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21](P496)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将党的建设定性为“新的伟大工程”。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P188) 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构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

局，提出“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1](P14) 回望党

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增强政治免疫力，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进程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三、中国共产党汲取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在全面抗战时期指出，研究党史“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

历史的方法”。[22](P400)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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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

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9] 这些重要思想原则和科学方法贯彻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历程，也是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历史经验遵循的根本指针。

第一，把握党史主题和主线，揭示党史主流和本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

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探索理论和自我革命，就是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

流和本质。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总会在周年纪念和代表大会等重要时间节点，全面系统地梳理党的

发展脉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牢牢把握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是科学全面地总结

历史经验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体现。1945 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科学总结建党以来的成就与教训，尤其是阐明王明“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思想、组织

方面的表现以及给党和革命带来的危害，深化了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坚信“有了北伐

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

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10](P999)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

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11](P129) 习近平强调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

时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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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3) 这一历史结论为我们科学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提供了基本

遵循。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大，从党的诞生到建党百年，党每次总结历史都会自觉回顾历史上的

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抓住重要历史转折点，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注重一分为二看问

题，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区分主流和支流、透过现象看本质”，[6](P472) 拨开了历史的迷雾，

科学研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旗帜鲜明地揭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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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的历史必

然性。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就可以得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历经革命、

建设、改革而不断强大的不懈奋斗史，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史，

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自身建设史的正确结论。

第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铸就辉煌成就

的历史，也是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历史。我们党在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彻底结束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曲折中推

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在领导社会革命中也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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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左”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出现过偏离

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针的错误，给党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党的历史上

的成功与失误，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采取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7](P390) 邓小平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

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 

训。”[5](P272) 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分析历史、分清是非的主要方法，“只

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不断地总结经验，总是能够不断地前进的”。[13](P340) 中国共产

党“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发扬经验，吸取教训”，[9] 这是我们党正确对待和克服自身缺点的思想自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的具体运用，也是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和进行自我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三，重视具体历史条件，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坚持“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结合所处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评价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错误

的主客观原因。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

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2](P406) 党的十一届六

中全会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强调客观评价毛泽东，“在分析他

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

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23](P172) 我们

党对任何犯错误的同志，历来主张“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

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10](P938)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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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694) 回望百年历史，中国共产

党对待历史人物总是将其放在所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结合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全面客观地加以评

判，正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历

史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满着前进与曲折、付出与收获，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汲取领导社

会革命和进行自我革命经验的丰厚资源，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

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结合全党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在新时代继续科学地汲取历史经验，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需要我们树立科学的历史思维，坚持正确的历史方法。一是把握

主流与揭示本质相结合。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要善于把握党的历史线索与脉络，

抓住党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清党的发展中的主流与支流，揭示历史发展必然性，明确

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二是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结合。“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

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5](P272) 历史的发展有成功也有失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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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经验，修正失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以获得资政育人的智慧。三是学习历史与继承传统相

结合。“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

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9]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我们党就能从历史中阔

步走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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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Absorbing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a Century
Wang Shuyin Geng Pengli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ast century. It has been growing 
up in the process of summing up and absorbing the experience of leading social revolution and carrying out 
self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deeply aware of the important value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have summed up the party’s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nsciously 
and continuously,which has solved a series of major problems, such as why to learn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how to summarize and learn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what historical experience it ha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in order to grasp the laws of history,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present in order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a correct exposition of the futur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urage and strength of continuous progress.Adhering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dhering to the people’s 
position and mass line, and adhering to the strictly persist in administer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are the most important experien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one hundred year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ms up its own experience with scientific historical thinking, firmly grasps the theme and essence of 
the party’s history, realistically sums up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and objectively and 
fairly evaluates important events and important figur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moving towards the 
future by constantly learning from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cial revolution, self revoluti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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