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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得心应手运用之
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敏锐的历史洞察
力，使他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①其实，他又是卓越
的历史学家。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重要。恩格斯曾经说过：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
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②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就是他的一切。
他的科学的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他的史学理论对引导
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重大作用。 
  一、毛泽东孜孜不倦地阅读史书，伴随着他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养成了读史与思考的良好习惯。“《隋唐》、《三
国》、《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历史小说，培养起他最早的
史学兴趣，对他“影响很大”③。读中学、师范时，他就读过《左传》、《史记》
等许多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回忆说：“中国古代帝
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④他也学
习西方的历史，“我将诗、传奇、古希腊的故事和有关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及
其他国家历史和地理的严肃学习结合起来”⑤，对世界著名人物如拿破仑、彼得大
帝、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也很熟悉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列强环列，蚕
食鲸吞，亡国灭种，危在旦夕。他是怀着炽烈的爱国救亡思想与要求改变现状的迫
切心态走向社会的，因此对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的人
物推崇备至。开始，对康有为、梁启超十分崇拜；继则为孙中山的反清思想所吸
引；1915年以后，毛泽东又受《新青年》的影响，热烈支持并参加新文化运动，这
就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与行动基础。更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于1918年有幸
进入北京大学，在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大钊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工作，
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19年他第二次上北京，读到
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著作，使他“建立起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⑦。自此以后，他更自觉地“广收博
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几乎无所不读。在井冈山时期，环境险恶，他仍如
饥似渴地找书读；长征到陕北以后，他千方百计托人搜购历史书籍⑧；新中国建
立，他日理万机，更挤时间发奋读书，先后通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还浏览了各朝纪事本末⑨。有目的、有计划的
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中国，使他成为把历史科学作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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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武器的杰出的革命家。 
  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典故启发群众，有文可查记在《毛泽东选集》上的，即有
中国历史事件300多起，世界历史事件40多起，中外历史人物一百余人，因此他的讲
话妙趣横生，百听不厌。他列举史实，总是那么得体，适合听者的接受水平，雅俗
共赏，老少咸宜。不论多么深奥的哲理，经他比喻，就明白易懂，给人留下难忘的
印象。不仅对一般人作宣传如此，对高级干部也常以史喻今，使人深受教益。如50
年代末、60年代初，正需各级干部提高领导水平以应付时艰，毛泽东不是泛泛说
理，而给一些负责人念了成都武侯祠内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
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作者是清代云南剑川白
族人赵藩。上联讲诸葛亮平定南中，用“攻心”使孟获悦服，以此称赞诸葛亮是真
正懂得用兵打仗而又不好战的军事家；下联用“审势”来说明孔明治蜀的指导思
想，称赞他能审时度势制定宽严得宜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醒后来的执政者从中吸取
教益。毛泽东古为今用启示干部，起了很好作用。“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短
短的一副历史对联，抵得上长长的一篇演说。毛泽东还善于借鉴先人的征战经验，
丰富军事指挥艺术。对历史上许多有名战例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
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蜀吴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⑩，都了如指掌。他
熟谙战国孙子、汉朝张良、三国诸葛亮(11)等著名人物的高超谋略，结合实践运用
自如。毛泽东远远高出他们之上，足智多谋用兵如神，成了能凭着“建筑在客观物
质条件的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2)的军事
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中国史学的薰陶，就不会有能对20世纪的中国举足轻
重的毛泽东。正如在30年代已对毛泽东有所研究的斯诺说的：毛泽东对革命“绝对
的自信”，“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据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那种镇静和自
信”，并认为毛的王牌之一就是“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13)。 
  毛泽东爱读史书，成了他工作的必需，但他不是埋在故纸堆里不能自拔的人。
他生长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作为肩负改造中国、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处在中国革命的旋涡中心，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
之中。在这样的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去了解中国国情，如他所说的“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
懂得中国的昨天与前天”(14)，而去研究历史，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与道路。
这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与目的，也是显著的特点。特定的条件虽然使他未能
写出专门的历史巨著，而却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精辟的见解，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
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都有令人惊叹的成就。毛泽东
著作从总体上、本质上说，就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历史巨著，关于中国人民现代革命
史的光辉纪录。毛泽东因其饱学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史学家。只
有掌握这些特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在历史科学上的
成就与局限，及其对现实与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研究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以前的几乎所有思想家“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
排除人类史”时，强调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5)。
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也说：“横着去看人类，是社会；纵着去看人
类，便是历史。历史是社会的变动”(16)，毛泽东把研究社会变动的历史科学提到
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
器。他无论在了解国际、选择革命道路与制定斗争策略上，都得力于史学研究之
功。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通过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
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从而
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
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
的共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
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
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
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7)对这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的揭示，使人
们认识到，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有阶级社会，随着社会产品极大丰
富、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会到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



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8)这就
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提供了历史前提。毛泽东对自己的民族有较全面的认
识，并有强烈的自豪感。他指出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优点：“我们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
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
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
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9)
他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正确阐述，无疑对民族虚无主义是最好的批判，其深远意义
还在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与激励。我们的老祖宗在不毛之地，开拓古代文
明，并站在世界文明前列，今天我们有何理由不去攀登世界现代文明的高峰？毛泽
东还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昂扬的民族精神作过总结，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
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
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20)。通过对祖国历史的研究，毛泽东
不仅自己确立起民族自信心，而且不断向人们宣传，指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
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能力。”(21)可贵的是毛泽东这种民族自豪，不是对民族历史的盲目陶醉，而是
建立在对民族发展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坚强信心。他寄望于未来，着眼于当前，
十分冷静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
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
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2)，“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
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3)毛泽东的民
族自信心，经历了强敌入侵的历史考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强盗疯狂并吞
半个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他稳如泰山，指挥若定，满怀信心地预言：
“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24)。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
革命已使中国近代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
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
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25)还形象地说：“新中国航
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
们的”(26)。毛泽东一贯地、系统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温暖着旧时代一颗
颗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心，唤起了人民新的觉醒，振奋民族精神。他的民族自信
心，也经过了新中国建立后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60年代初，西方的封锁未除，北
边的烽烟骤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而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
帝，不怕贼”(27)，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28)的大无畏气魄顶
住了逆流。毛泽东的坚定信念来自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对中华民族正确认
识。 
  历史科学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认识
根源。 
  二、毛泽东揭示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落后、发展缓慢的本质特征及
其原因，指明了中国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与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从而为制定
革命长远目标、实现现代化，从深层次上埋下了理论基石。 
  毛泽东在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着重考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
这一特殊现象，加深了对封建制度延续3000年之久的旧中国的认识。他从出土文物
与文献史料中得出周秦封建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29)。对中
国封建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其特征是：一、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占主要地位；二、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
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要将收获的部分甚至大部分奉献
给土地所有者；三、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
劳役去养活官吏及主要是用来镇压农民的军队；四、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
是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国家(30)。这就大体勾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面
貌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他还进一步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
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
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31)对这一国情的认识至关重要，影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整个过程中党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政策。毛泽东把它看作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



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一切问题的出发点”(32)。从这个“一切
问题的出发点”着眼，他不断强调批判封建主义，在革命战争时期始终强调保护民
族工商业，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坚定不移地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作
为革命的目标。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明智地提出二个极为重要又未被充分重视
的论点。即：一、科学是武器。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
“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
自然”(33)；二、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
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
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4)。生产和
社会生活的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是中国长期封建制度留下的两个苦果，一直影响
到中国的近代与现代。毛泽东关于科学是武器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就是摘除这两
个苦果的对症妙方，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科学事业、提高社会生产力指明了正确的前
途。 
  三、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解决革命领
导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
又是未来中国的起点，要认识国情，了解中国也就不能离开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
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认清近代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
本的根据”(37)。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
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
变。”(38)弄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独创，但他对这个问题在
理论上的系统概括与实践上的有效运用，却是别人无与伦比的。毛泽东说：“中国
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
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39)这种变化即帝国主义列
强入侵，对我国影响有二个方面，“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
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它们
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接着指
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封
建剥削制度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势力；二、民族资本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
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联系；
三、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
政；四、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
量；五、由于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半统治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与
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
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破产，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40)。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有了新的飞跃，认识到“帝国主
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起来
的。”(41)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目标也弄清楚了。他
还追述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
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各个阶段(42)，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走向
更为一目了然。毛泽东从以往中国人民斗争史实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
斗争此伏彼起，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
盾的。”这些斗争虽曾取得过胜利，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
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43)他又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
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
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
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4)，这就为中
国共产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目标“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
社会主义”(45)，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与紧随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
领导权、同盟军、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



题。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基本思想的形成，即导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与革命分二步走的结
论。这一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一整套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方针、政
策，正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史学
的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同时也使我们加深理解毛泽东与党中央反复强调学习近代
史的意义。 
  四、毛泽东从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中吸取养料，为在农村建立
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启
示。 
  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
是中国共产党的农运专家，他又对中国战争史、农民战争中非常熟悉，称得上是中
国农战史权威。他在研究封建社会时，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农民战争这一中国特
有现象所吸引。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
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
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
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
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
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46)他肯定中
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认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
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47)，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
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
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
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8)他同情农民造反，很喜欢看“农民起义领袖的
传记”(49)，还常以宋朝农民起义来比喻中国共产党人上山打游击是“逼上梁山”
正义的事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他以很大的启迪，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
了历史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问题解决后，如何选择革命
道路成了革命能否成功的突出问题。面对“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
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敌人面前，
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
“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50)。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显示“在中国离开
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51)毛泽东把这个真理概括为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2)。他还说：“中
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53)，“在
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指农民战争”(54)。正如马克思说的“德
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55)。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有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当然不能
走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的
战争，都没有成功”，这就要求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弱点，“建立革命的根据地”
(56)。旧式农民战争受流寇主义、小生产的散漫性与平均主义的影响，往往不能成
功，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
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57)，即使胜利，
也无非是改朝换代，翻不了封建皇朝的天，覆不了小农经济的地，皇帝换姓，农民
仍在十八层地狱，在封建统治下苟延残喘。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型的农民
战争，才彻底打碎了旧时代的铁锁链，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有根据这么
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是现代革命者的血的经验的结晶，又是历史上农民
战争惨痛教训的升华。 
  五、毛泽东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思想，
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新中国的“人民本位”(人民主体)制确定了理
论基础。 
  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明确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58)。他在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科学的贡献。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如从孔子编纂《春秋》算
起，也已有2500年之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了历史学，才使



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延续下来。数千年中，优秀史学家代有人出，他们曾有过闪
光的思想与丰硕的成果。然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历史上
文化领导权又操纵在剥削阶级手里，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充塞着地
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长篇累牍多是帝王将
相的历史，社会主体人民群众反被排除在外。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大都被污
蔑为“贼、匪、寇、盗”而无一个好人。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
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
力等一系列问题，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翻
了历史旧案，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59)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0)。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观点逻辑地系统化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61)的思想，又
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作中
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
脱离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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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民负
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2)这就确立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一切依靠群众与向群众学习的群众
观点。把人民群众正确地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即是承认群众是认识活动的主
体。领导者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
生与领导。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3)，要求“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64)，这就大
大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学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体现，是党的宝贵传统，
也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武装全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靠了它团结各族人民、巩固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长期斗争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才克取了无数
困难，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
大胜利，建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5)，“从这时起”，
“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66)，中国人民开辟了自觉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历史的新纪元”(67)。 
  三、毛泽东的史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鉴古知今、推导未来，正确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范例 
  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替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国指出了光
明前程。在他的全盛时期整个意识形态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唯物史观一统到底，践履
了恩格斯说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毛泽东的思想、学
说、史学成就，正是这一时代、中国这段英勇壮烈的历史的映照。他正确处理了历
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史学研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向导。以事实雄辩地改变人们把
历史与现实割裂、把历史研究当作“发思古之幽情”、“眼睛向后看”的偏见。人
类社会与自然界都处在历史发展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只是前者理论的历
史的反映。轻视历史也就是轻视科学、轻视人类自身、轻视自己的未来。当毛泽东
于1949年10月1日，以东方巨人的气魄，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68)的时候，也宣告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
利，证明了毛泽东历史观以及他的历史预见的正确。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与毛泽东个
人的成就，这时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他在1935年挥写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中
说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69)。“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时得到了历史印证。而历史科学的社会
功能，也在毛泽东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高峰。 
  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学必须面向时代。毛泽东是革命家、理
论家与史学家三位一体，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因为他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领导
者，亲自参加社会变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所以也就最能感受时代的脉搏，最迫
切地需要听到历史的心声，最渴望得到人类已积聚的智慧与知识，为我所有。因
此，他反复强调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
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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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
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70)他善于把中国当今社会放在历史
长河中进行观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从发展中探索规律，把握机遇，指导实践，
使古老的历史与时代精神相沟通，与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的历史创造的实践相



联结。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有志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不能割断
历史忘了祖宗。而缅怀祖宗，还是为了造福子孙。不重视历史的人，决不会是一个
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正如一位外国历史学家说的，“对现
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
劳的”(71)。历史学首先是一门记述科学求实科学，重史料、重考据、重事实。秉
笔直书、实事求是是它的灵魂；彰往察来、古为今用是它的功能。如毛泽东所云
“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
这里引出正确的结论”(72)。如果离开“实事求是”，也就失去了史学的灵魂。忽
视史实，把历史当作主观随意性为所欲为的天地，这是对历史的亵滨，当然是任何
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所不可取的。毛泽东与旧史家不同，在于他重视批判地继承历史
财产，立意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他的优势在于社会实践与史学理论双向互
补，相得益彰。是时代塑造了他，更是他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的收获! 
  历史科学门类众多，内容广泛，在发挥社会功能上，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历史
学者所处条件不同，也是不能划一要求的。研究成果有的直接应用，有的只是间接
有益，有些甚至在当前的“无用的”，但却可能是无价之宝。对待这个问题也必须
有历史的眼光，辩证地解决，防止狭隘功利主义的近视看法。 
  毛泽东的引路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对历史学说过一段发人深思
的话： 
  “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
着我们人类历史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
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
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
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临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
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73)。 
  “踏践实地的健足”去登临历史高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
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毛泽东的史学成就正在这里，给人的启示也在这里! 
  毛泽东的史学之功一言以蔽之：在于引导中国人民认清前进的道路，“走历史
必由之路”(74)。 
  今天，历史向中国人民展示更广阔、更灿烂也更复杂的前景与更大的机遇。展
望未来，认识未来，看清前程，把握前程，越来越成为迎接与赢得世界与中国美好
将来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更需要把历史科学(广义的)作为人生必修课。勤奋攀登这
座历史高楼—人类智慧的殿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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