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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确党史观阐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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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坚持正确的党史观是唯物史观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是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根

本原则。坚持正确的党史观要树立大历史观，在纵向历史梳理与横向历史比较相结合中把握党的百年奋斗; 要坚

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既要准确把握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又要坚持问题导向，正确对待党在

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 要坚持系统观念，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坚持聚焦党的百年奋斗与重点突出新

时代成就相统一，坚持已有结论与新的认识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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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ing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after Its Struggle for a Hundred Years

with the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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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study of

party history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grasping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after its

one － hundred － year struggle． To adhere to the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we should set up a grand view of history and

grasp the one － hundred － year struggle of the Party in the combination of vertical historical combing and horizontal historical

comparis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uphold a correct political stance． We must not

only accurately grasp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Party’s centennial struggle，but also adhere to a problem － oriented ap-

proach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mistakes and twists and turns the Party has experienced on its way forward． We must adhere

to a systematic approach，grasp the history，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align our focus on the Party’s century － long strug-

gle with our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era，and integrate existing conclusions with new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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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 以下简称《决议》) ，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

确的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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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坚持正确的党史观是唯物史观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决议》以正确党史观科学阐释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以及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

方向。

一、坚持正确党史观要树立大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

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

性。”［1］14《决议》在全面回顾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基础上，以更宏阔的视角，总结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经验，既立足中华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研究中共

党史要运用“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

和彼方。”［2］400树立大历史观，要通过“古今中外法”，在纵向历史梳理与横向历史比较相结合中把

握党的百年奋斗。

( 一) 通过纵向历史梳理把握党的百年奋斗

《决议》运用大历史观，将党的百年奋斗放在鸦片战争以来 180 多年、马克思主义诞生 170 多

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500 多年和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历史中进行考察，把握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把握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放在鸦片战争以来 180 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中进行考察，能够将古代

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进行突出对比，反映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各种救亡运动纷纷失败的历史教训中，我们能

够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能够深刻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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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建党精

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500 多年的时间不算长，170 多年和 100 年的时间更不算长，但社会主

义的理论与实践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放在马克思主义诞生 170

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500 多年的历史中进行考察，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加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有助于总结社会主义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从

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推动世界意识形态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与时代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534《决议》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

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3“近代

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

衰败凋零的景象。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正确道路。”［3］62 － 63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 70 多年、拥有 9500 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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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

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放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历史中

进行考察，能够更深刻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伟大意义，从百

年奋斗筚路蓝缕、苦难辉煌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党的自

身建设，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拼搏精神和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英勇气概，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 二) 通过横向历史比较把握党的百年奋斗

《决议》运用大历史观，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与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进

行对比，彰显党的百年奋斗创造了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

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不朽功业，为促进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进行对比，可以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意义。《决议》指

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

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

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64 近代以来，人们往往将“现代化”与“西方化”

“资本主义化”等同，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实现现代化的“不二法器”，这也是“历史终结论”在

西方仍有市场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始终坚持社会

主义发展方向，又保持中国特色，向世界自豪地宣布“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

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3］63，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

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从而成功证

明世界上没有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走出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

国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西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的

失败。

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进行对比，能够深刻领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决议》指出:“党从国内外政治发展成败得失中深刻认识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

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3］39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如果地

球上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文明，这个世界就会失去生机，没有活力。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

的利益。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出发点

和归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

治思潮的侵蚀，避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一切为了执政，一切为了选票，政治舞台上你方唱

罢我登场的模式，真正从全过程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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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决议》再次重申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

类进步的一边。西方宣传的所谓“普世价值”并非“普世”的，而是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是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粉饰。我们不能接受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普世价值”，但“民主”“自由”等

词语本身不带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将这些话语表述一概抛弃。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

有与之相契合的不含意识形态偏见的共同价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获得世界最大多数人

民的赞成，能够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

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二、坚持正确党史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坚持正确的党史观，最根本的要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议稿最鲜明

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映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符合历史事实。”［3］83《决议》坚持

实事求是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旗帜鲜明讲政治; 既要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进程，又要

坚持问题导向，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

( 一) 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深刻领会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

百年历程。《决议》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党的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这是根本性、决定性

的规律总结。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重要政治保证。我们党向来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决议》对遵义

会议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有新的评价: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

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3］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因为党

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与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位，我们才能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充

分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真正从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上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必须深入研究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程。群

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

者的原理在党的全部活动中的系统运用，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价值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的历史。”［1］1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群众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伟大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 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 新时代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是 14 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出来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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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必须深入研究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决议》将

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揭示了党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和动力源

泉。坚持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在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中的系统运用，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根本保证。回顾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革命的同时，

勇于推动自我革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就是以伟大的自我革命

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

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从“跳出历史周期律”到坚持“两个务必”，从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党的建设

伟大工程到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百年奋斗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

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因为始终把握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进而更好改造客观世

界的历史主动。

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

变革的先导，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思想基础。《决议》将坚

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对党的百年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概

括和评价，突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创性理论成果的阐释。《决议》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

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也体现出我们党把握理论发展规律的历史自觉。

( 二) 准确把握党百年奋斗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社会主要矛盾状况及其变化是社会发展阶段性划分的重要依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

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决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通过社会矛盾运动把握党百年

奋斗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能够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

《决议》指出:“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

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3］4近代中国的社会性

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握革命的

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时期( 抗战时期) ，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

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4］《决议》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3］3正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

科学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党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百

折不挠，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向人民民主专政的伟

大飞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八大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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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发愤图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

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但由于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违背了实事

求是原则，对于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出现失误，导致主要任务出现偏差，先后出现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直到“文化大革命”酿成十年

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从正反两方面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

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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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我国仍然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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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

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3］14 － 15正是因为坚持了

实事求是原则，科学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党才能领导

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推进

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根据社会发展

变化不断调整和深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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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了许多

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因此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3］23正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科学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党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

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

( 三) 坚持问题导向，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求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决议》指出:“党历经

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

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3］70 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既要把握党的百年奋斗伟大成就，又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决议》

坚持问题导向，对党百年奋斗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曲折不是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而是通过分析原

因，直面问题，深刻汲取经验教训。

《决议》与我们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中对于党的失误和曲折表述相衔接，对党的部分失误和挫

王炳林: 以正确党史观阐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7

折分析更加深入，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决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表述:

“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

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3］4 对于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的错误，《决议》指出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

导”，“‘左’倾路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3］5 － 6，与《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述相一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出现的失误，《决议》没有回

避，而是单独用一段内容进行阐释，指出“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

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3］13，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斗争等错误归因于巩固社

会主义政权过程中的探索; 对于“文化大革命”，《决议》指出其结果是“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

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3］14。

《决议》坚持问题导向，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奋斗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阐

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

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

重大考验。”［3］26 － 27《决议》在第四部分从 13 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的伟大成

就，但同时也坚持问题导向，将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阐述出来，对部分问题的表述言辞

犀利，令人警醒。如在全面从严治党上针对过去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的现象总结概括为“七个

有之”; 在全面依法治国上指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严重存在，司法腐

败时有发生，一些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损害法治权威，严重影

响社会公平正义”［3］41 ; 在文化建设上指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

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

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3］43 ;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资源环

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成为国

土之伤、民生之痛”［3］51 ; 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指出“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

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3］55 ; 等等。针对这一系列

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新时代党面临的形势、面对的风险挑战，对症下药，敢

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三、坚持正确党史观要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是坚持正确党史观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

的思想和工作方法。”［5］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层次、系统与环

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动态中把握事物，力求获得问题的最优解。《决议》系统阐释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坚持聚焦党的百年奋斗与重点突出新时代成

就相统一，坚持已有结论与新的认识相衔接，为深化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 一) 坚持系统思维，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

坚持系统思维，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是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坚持系统观念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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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能力是指从事物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思考的能力，就是全面系

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事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

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6］《决议》指出:“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

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3］75这些表述都体现了我们党科学运用系统思维认识历

史发展规律、把握未来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

坚持系统思维，在鉴往知来中更好地走向未来，要求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联系地而不是

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这一辩证关系，有助于克服对党史上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关键人物极端化、片面化的认识。要坚持理论学习与历史学习相统一，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三次飞跃融入百年党史发展过程并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学习党史中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准确把握党史的主流和本质，

把握发展规律，有效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是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的必

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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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决议》第七部分“新时代的中国

共产党”的相关内容，把握新时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中央的号召转化为具体行动，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 二) 坚持聚焦党的百年奋斗与重点突出新时代成就相统一

坚持系统观念要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

统一。从坚持党史观的角度分析，就是要坚持聚焦党的百年奋斗与重点突出新时代成就相统一。

聚焦党的百年奋斗，有利于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与此同时，党中央

在起草《决议》时，着重把握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点。从内容布局来看，《决

议》全文有七个部分，共 3． 6 万余字，仅第四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有 1． 9 万余

字，占全文总字数一半以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议》的说明中指出:“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3］81

坚持聚焦党的百年奋斗与重点突出新时代成就相统一，要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先进经验。既要把握好《决议》所概括的党的十八大以来 13 个方

面的成就，又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将其与总结的 5 条历史意义、10 条历史经验相联系，深入分析

这些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

位和作用，不断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坚持聚焦党的百年奋斗与重点突出新时代成就相统一，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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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正如列宁在 20 世纪初提出“帝国主义论”，被誉为“20 世纪的马克思

主义”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

义”，体现了思想的时代性，是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课题的展现;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使命。

( 三) 坚持已有结论与新的认识相衔接

坚持系统观念要坚持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

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3］69从坚持正确党史观的角度分析，就是要在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坚

持已有结论与新的认识相衔接。《决议》中关于改革开放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

要人物的论述和结论，与前两个历史决议基本一致。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的历史，《决议》在已有总结和结论的基础上进行概述。《决议》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

相关论述，对党史上部分历史事件作出更为科学准确的评价，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

认识。

坚持已有结论与新的认识相衔接，把学习《决议》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相

结合。《决议》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与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既一脉相承又

丰富发展。《决议》总结概括了十条历史经验，对比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发现，绝大多数

都是对“七一”讲话中“九个必须”的丰富和发展，但也有创新之处。“九个必须”中的“必须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融入《决议》中的“坚持中国道路”，同时新提出

“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开拓创新”。《决议》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内容，将“八个明确”进一步概括归纳为“十个明确”，其中既有对已有条目的补充完善，如提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等，也有整体结构上的丰富和发展，即把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放在最前列，强调明

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总方针。《决议》将伟大建党

精神的形成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明确提出党的百年奋斗形成了以

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为深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新的方向。

坚持已有结论与新的认识相衔接，要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对以往历史事件作出更为

科学准确的评价。前文已经提到，《决议》中对党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更为客观的评价，

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进行了新的评价。回顾我们党前两个历史决议，对于遵义

会议的评价从来都没有像《决议》中这样高屋建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

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 中共) 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8］《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

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

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

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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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

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

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3］6对比三个历史决议中对

于遵义会议的评价，可以发现《决议》的评价体现了坚持已有结论与新的认识相衔接。新的认识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指出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事实上”，因为当时党的总负

责人是张闻天，军事负责人是周恩来，但实际上是毛泽东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所以用“事实上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样的表述符合历史事实，客观准确; 二是从马克

思主义正确路线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将纠正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上升到路线的高度，同时指出是“开始确立”，

表明遵义会议是正确路线的发端，确立了遵义会议在党的路线发展史上的地位; 三是从坚持独立自

主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与《决议》10 条历史

经验中的“坚持独立自主”相统一，体现了我们党强调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

《决议》是坚持正确党史观阐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纲领性文献，为科学总结

历史经验，准确把握历史规律，更好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指明了方向。《决议》是研究党史的文本，

也是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决议》为范本，深化党史研究，能够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

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激发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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