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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家 荐 书

第一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经中央审定、批

准出版的新中国历史著作。该书分

为序卷和第一至第四卷，共 152 万

余字，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人员

历时 20 年潜心研究、认真编写、反

复修改而成，经过中央和国家机关

30 个部委三度审阅，忠实记述了新中国从 1949 年 10 月

创立到 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深刻总结了新

中国创立、发展、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传之于世，是史学著述追求的

最高境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张星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要求认真学习国史、知史爱国，把学习国史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对历史的

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近日，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

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记录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天换

地的奋斗实践，蕴藏着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逻辑，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的独特优势，是坚定“四个自信”的生动教材。现特向广

大读者推荐五种关于新中国历史的优秀图书。

读懂新中国史的
五种好书

张星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

聘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秘

书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深刻辩证地揭示

历史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稿》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党和国家写史，

为人民立传。该书历经 20 年的编写和修改工作，

坚持从研究第一手档案资料入手，以第一手档案

资料为基本依据，力求以翔实的史料、客观的分析、

科学的总结对这一时期的国史作出描述。这是一

部在历史线索勾勒、重要事件记述、重大问题把握、

历史经验总结等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国史著作，自

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也得到

专家们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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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简明读本》。该书既是多卷本《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简编本，

也是适应普通读者阅读的通俗读

本。在坚持经中央审定的重大观

点、重要评价、基本结论的基础

上，注重历史记述的通俗性、可

读性，并配以部分历史照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各咨询委员审阅书稿并提出指导

性意见，并于 2016 年出版了英文版，对海外发行。

该书是权威性的国史普及读本，也是党员教育培训的

重要国史教材。

第四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十

讲》。该书以香港、澳门同胞为主要

读者对象，是一部注重政治性与通

俗性、理论性与可读性相结合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教材。教材编写委

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

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

公室给予了指导和帮助。全书 10 万余字，简明扼要、

通俗易懂，配以百余幅历史照片，具有生动的历史感。

开展党史国史学习，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党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任务和途径。

党员干部只有学好党史国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增强历史意识，掌握历史思维，

具备历史眼光，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知所从来，明其所趋，继往开来，坚定前行。◆

第五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题史稿》。一般来说，专题史以

其编排史事的灵活性、叙事的

完整性自成一体 , 历来受到史

家的青睐。但也有其弱点，即

各自独立的专题之间因果联系

和互动关系不易体现，往往使

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历史总体感。为解决

类似问题，该书在这一方面做出很大努力。该书借鉴

中国史学纪事本末体编写方法，分为 5 卷，书列 130

多个专题，涵盖新中国历史各阶段和各领域。各专题

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通过不同侧面力求揭示新中

国历史的全貌。

同时，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由中共中央党校、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

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 70 多位知名专家撰稿，

充分利用现在所能获得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口述史料

和相关著作，对一些已有定论的老专题提出了新见解。

2009 年 8 月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百种重点

图书”修订再版，除根据新近研究成果对原专题做了

修改补充或重写外，还进一步充实了经济史、社会史、

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对读者而言，可以在观点和方

法论上给予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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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该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东北师范大学吴敏先、中共中央党校陈述和柳建辉担任首席专家并

主持编写工作。该书共 48 万余字，写作过程中吸收了国史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了

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并广泛听取了高等院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教

师和部分大学生的意见、建议，是一部代表了新中国历史研究学科发展、学术前沿和研究水平

的高校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