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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国际视野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峰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

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支重

要力量，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把中共党史放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是全面认识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学术界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学习和借鉴

他们的有益做法。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的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一路走来的

足迹与思考，把握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关切和真实脉动，这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中国

学者只有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拓宽党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才能清楚地知道国外学者在研究什

么、怎么研究、采用什么理论与方法、研究到何种程度，才能在对应问题上与国外学术界展开对

话，才能有针对性地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道路。当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比较

注重运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中的人物与事件，实际上是使用新的理论和

方法对原有历史资料进行挖掘，扩展认识历史的视角。这对我们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借鉴

价值。同时，国外学者在开展中共党史研究过程中较多地使用了保存在国外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

的档案史料，由于语言障碍和空间距离的问题，这些保存在国外的中共党史资料并未被国内学者

广泛地应用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收集整理这些史料，尤其是国内鲜见的史料，不仅有助于补充

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扩大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涵。

尽管国外学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方法、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如同一

面镜子，我们需要国外研究这面镜子，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自我的新视角。 

    及时追踪和研判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作出积极

回应。受价值立场、研究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的影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对中国问题，尤其是

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乏误读。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应根据研究实践和研究成果，把我们的

国情说明好，把我们的主张阐释好，把我们的经验介绍好，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地

认识当代中国、看待中国共产党，这是国内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召开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大会、向海外出版外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籍等形式，不

断加强国内外的对话交流，为海外学者了解和认识真实的中国提供了重要途径，起到了很好的效

果。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高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阐释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构建起具备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

和理论解释范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表达和现实

形态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是宏伟壮观的，其本身就是

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但是对于这些历史事实的记录只是片段和零散地存

在于历史的文献之中，尚不能形成一种集中系统的历史表述，构不成完整的历史认识。因此，中

国学者要参与到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工作中，将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客观历

史事实转化为认识的历史事实，给予其解释，赋予其意义，使之既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又能

与国际社会开展有效对话。唯有如此，我们的研究成果及其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才可以为国外受众

所接受，才能引导他们准确理解中国学者在有关问题上的声音和立场，进而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

这是阐释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伟大成就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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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制度自信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

（20VSZ13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