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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哲学总说明，既是世界观、历史观，也为进一步研究人类历史提供了“出发点”和“供

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全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学习掌握，要求用唯物

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同时，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采用多种手法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否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否定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复兴抗争、探索历程的客观性等，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作出了一系列理论说明和回应。

第一，从客观的社会存在出发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客观的社会存在出发，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

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描绘出人类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不断进步的宏阔历史图景，确定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出现在人类历史发展序列的必然性。由此，要求我们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变和历

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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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的重要历史使命。深刻理解这一使命，必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近代以来中国

历史和中共党史“说话”。这是因为：其一，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用事实呈现人类坚持崇高价值追求、为探寻美好社会而不断奋斗的过

程，证明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

憬和不懈探索”，具有合规律性。其二，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镌刻着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付出的牺牲和为民族复兴所作的种种尝试，

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说明了中国选

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和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依据，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合目的性。其三，近

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在不断中国化的过

程中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其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新篇章。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和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现实历史”和“物质实践”，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既不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也不是纯粹观念

中的建构，而是基于“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体现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第二，从“实际的历史运动”的联系中把握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历史唯物主义关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

“过程的集合体”，而非历史事件的简单堆积，通过把握“实际的历史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来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由此表明，考察历

史时必须尊重“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这一事实，从整体上进行研究，不囿于表面化的观察

和碎片化的描述。

对新中国70年历史的认识，应当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新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历史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不能因此将

两个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

期。因为这两个历史时期在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的不同是具体实践形式的不同，亦即历史现象层面的不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密切的“历

史的联系”。这两个历史时期有共同的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相同的前提，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努力创造；有相同的本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如同一场“接力跑”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

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

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也经历了曲折。改革开放



后的历史时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继续前进，是对前一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来把握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

时期内在的、本质上的联系，从整体上把握新中国70年历史的主线，把握新中国历史的接续性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在一致性。忽视改革开放前

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实际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

第三，历史地具体地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和党的领袖。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重视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的作

用。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活动。业已存在的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相适应的社

会政治条件、精神条件，为人的活动提供了舞台和道具，也制约着人们活动的具体状态和结果。因此，我们无论是从整体上考察人民群众的历

史活动，还是从个体角度评价历史人物，都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现场”“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坚持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

观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认识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和科学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评价党的领袖和

英雄人物。他根据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活动，反复阐述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一观点，赞扬、讴歌人民力量和人民

功绩，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同时，他注重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主流和本质，概括了中国共

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伟大历史贡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强调要把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不能忽略历史必然

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

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对于革命领袖，要坚持以发展的观点去考察，不能要

求他们超越后人，而是要看他们相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去评价，“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

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

明确了研究、评价党史、革命领袖的目的应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不能回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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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及其运用的理解，凸

显了历史认知评价中的实事求是原则，弘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定立场。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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