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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栏·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党史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

吴德刚

［摘 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党史的思想，要解决为什么学习、研究

党史，用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党史，怎样看待党史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等重大问题。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历史，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

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其次，正确认识重大历史事件，公正评价

历史人物，就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完整过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公正评价

历史人物; 再次，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是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敢于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

斗争，二是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三是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历史。
［关键词］ 习近平 唯物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全面系统，思想深刻，对为什么

要学习、研究党史，用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党史，怎样看待党史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如

何在历史经验中总结党的执政规律，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阐

释，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针对性，为做好党史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坚持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党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揭示的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被历史和现实都

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灵魂。近代以来，中国共

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

功。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可以说艰难曲折、跌宕起伏; 党开拓的伟大事业波

澜壮阔、举世瞩目; 党奋斗的历史所形成的资料浩如烟海; 涌现出来的革命历史人物璨若星辰，

无一不是马克思所说的 “特殊时代所产生的巨人”。要做到正确看待可歌可泣、曲折复杂、苦难

辉煌的历史篇章，党史工作者就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总书记指出，要认

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此为指导去进行党的历史研究和党的历

史经验总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党史工作者的重要理论品质。只有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历史，面对复杂的历史问题时，我们才能做到知其然，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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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然。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明确党史工作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方向。坚持 “党

史姓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史工作的一贯要求。早在浙江工作时，总书记就指出，党史研究

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2010 年 7 月，总书记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党史研究

“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要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对党史

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立场做出了明确定位，指明了党史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 “党史姓党”原则，

落实到党史工作中和具体的行动上，就是始终坚持“四个意识”，严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严

格遵循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

精神和重要结论，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研究和宣传、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使党性原则和科学精

神有机统一。
其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为谁立命、为谁谋利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

水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党的力量源

泉和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坚持 “党史姓党”，

与坚持党史的人民立场是相统一的。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时刻不忘人民在历史进程

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

的历史”。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我们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这是党

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克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并取

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就是一部坚守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始终坚守人民立场，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生命和力量所在，也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的奥秘

所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史工作者必须始终牢记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牢记人民至上的价

值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修史。党史工作者不但要写党中央

和党的领袖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且要写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 不但要写党领导的革

命、建设、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写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实践和首创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雷锋、郭明义、
罗阳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

好写照，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总书记还多次对王进喜、吴运铎、袁隆平等典型人物给

予高度评价。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劳动模范始终是我国工人阶级中一个闪光的群体，享有

崇高声誉，备受人民尊敬”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人民利益

为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可以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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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置，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再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工作和党史工作者，要坚持

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正确看待党走过的道路。2013 年 12 月，他在主持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

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

各项工作”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好党史研究的思想，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不断把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党史的思想，在工作中必须始终高

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辉旗帜。一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研究

和宣传党的历史; 二是始终坚持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

理，用辩证、历史、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是始终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坚

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强化问题意识，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是始终学习掌握

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

的本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深化党史研究，写出真正经得起历史、实践和时间检验的党史精

品著作。

二、正确认识重大历史事件，公正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是由事件和人物构成的连续性变化，事件和人物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党史研究

是极其严肃的科学，具有鲜明的党性要求。实事求是是党史工作的灵魂，真实性是党史研究的最

基本要求。要做到“立信史、存真史”，就不能有半点的虚假，也不能有一丁点儿的片面化。必

须把握历史的连续性，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出发分析历史事件，才能真正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历史，从中总结规律，汲取经验和智慧。
首先，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完整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不能割断，要将党的历史

置于中华文明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去考察。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近 40 年

探索史，是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

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

整事业”②。我们既不能割裂历史，也不能使历史虚无化，要坚持做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

向决不能动摇”③。针对前些年社会上一些质疑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历史成就

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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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

工作》，《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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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①。前后两个 30 年，既相互联系又有重

大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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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种

种历史事件，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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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其次，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列宁曾经指出，“历史的发展

是迂回曲折的”②，“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

须抓住主要环节”③。在党的历史前后一贯的完整过程中，主题和主线是贯穿始终的红线，主流

和本质是体现历史特征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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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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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就是我

们党围绕这个主题和主线，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

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成果的历史，是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先进性，经受各种风险考验而

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再次，要公正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是历史发展链条上最有生机和活力的要素。客观公正

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党史工作的重要原则。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

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

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关于历史人物的

评价，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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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

历史人物“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

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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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
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

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⑤。这就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党史人物提供了科学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正是按照这把标尺衡量、评价历史人物的。总书记在评价毛泽东时坚持一分为

二和历史的观点，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

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⑥。
“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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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①。他引述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毛泽东同志

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

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认识重大历史事件和重

要历史人物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党史工作者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总书记以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红军

长征胜利 80 周年、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等重大纪念和庆祝活动，对重大党史事件做出了一系列

新表述、新评价和新结论。总书记还出席了毛泽东、朱德、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刘华清、万

里等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诞辰纪念活动，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做出了充分

肯定和评价。在很多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联系、结合党的历史，或是回顾党的光辉历史

以昭示后人，或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启迪当下，或是分析教训以警示人们不要重蹈覆辙，处处闪耀

着历史智慧的光芒。
在实际工作中，党史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牢固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严格遵

循两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严格遵循党中央对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结论，大力弘扬我们

党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形成的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发全党全社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拓

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三、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意

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

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定不移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敢于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斗争。针对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

义一度盛行、虚假历史言论混淆视听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

事”③。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和反对歪曲、丑化党的历史的

错误倾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二是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一般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是指不加分析地盲目全盘否定

人类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态度和思想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则带有强

烈的政治意味。尽管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从本质上说都是由敌对势力鼓吹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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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党史

布，以否定革命、“告别革命”为旗号，以伪造、篡改、歪曲、“恶搞”历史为手段，以推翻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错误政治思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虚无主义

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其根本目的 “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 苏共为什么垮台? 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

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①。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

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②。“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或者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

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三是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党史工作必须

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回顾我们党近百年来不懈奋斗的

历史，一路走来何等不易，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不计其数，为党和国家、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先烈

不计其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

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④。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根本手段就是坚决捍卫历史，以神圣的态

度对待历史，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一切歪曲、丑化和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

言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不移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充分展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追求

真理、捍卫真理的优秀理论品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思想，党史工作者需要着力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 一是要努力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钢铁战士，不断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

看齐意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不断增强政治定力，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

和政治鉴别力，守好党史舆论阵地，不搞“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那一套，积极主动打

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二是要加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建设，学会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着力提高从政治上看待问题和

是非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始终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持党性

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的历史上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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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政策把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的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

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要围绕党史国史研究中

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开展研究，准确判断和科学区分不同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始终

坚持正面应对为主，把握适时、适度、适当、精准的原则。四是善于运用新兴媒体，通过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党的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让真理走进人们的心田，不断放射理

想的光芒，照耀前进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史工作落实 “四个意识”的重要思想

基础，是新形势下做好党史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在历史经验中把

握党的执政规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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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science，with a focus on major issues that concerns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Specifically，we should further
develop a new type of think-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 Ｒesearch Cen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i Shenming ( 9)………………………………………………………………………………………………………

The 19th CPC Congress establishe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Party's guides
for action. Under this guide，the Chinese nation completes its great leap from being an independent nation to be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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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swer a series of important questions: why should we study and investigate the Party history? What position，outlook and
methodology should we adopt in such research? How do we evaluate the major event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Party
history? And in what way can we take a firm stand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First，a Marxist position，outlook and
methodology in histology require us to stick to the Marxist party spirit，people-centered position，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the history. Second，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fair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must be
based on accurate grasping of the Party history as a whole，the central theme，principle line，main stream and nature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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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system，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toward maturity. As objective truth，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universal
applicability，rigid logic and ability for scientific prediction. Grounde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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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today is witnessing an upsurge of mass and socialist movements，and China's steady development has 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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