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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的批评及其理论研究

杜立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中共主办或新办的报刊杂志以及一些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

杂志，都纷纷刊登介绍中国共产党主张、介绍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章。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

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前后，全国的报刊杂志更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热潮。

其中最重磅的文章是《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增加版面刊登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

年》，以及1951年7月1日出版的《学习》杂志初级版第1卷第6、7期合刊发表的《学习》杂志初

级版资料室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1951年7月

即由人民出版社和学习杂志社出版了单行本。随后有刘祖春的《中国共产党简史》（通俗本）（中

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等书出版。大量的宣传中共党史的文章发表及图书的出版，党史评论即

党史批评也应运而生。

1951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正确地宣传党的历史》的评论文章，谈到宣传中共

党史的成绩时指出：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全国各地党和非党的报纸从六月中下旬

起，都以重要的篇幅进行了关于党的宣传，特别是关于党的斗争历史的宣传。在这一方面，中南

区的《长江日报》和《新湖南报》、华东区的《解放日报》和西北区的《群众日报》是做得有成绩

的。这些文章使报纸上关于党史的宣传大大地充实和丰富起来了……①

《学习》杂志1951年8月16日也在第4卷第9期发表编辑部的《评各地报纸关于党的三十周年

的纪念宣传》，其中谈到宣传中共党史的成绩时指出：苏南、广西等地的广播电台播讲了党史。

西安、大连等地举办了党史展览会。各地报纸除发表论文外还采用了通俗讲话、连环画等形式。

各地报纸还发表了不少关于烈士的斗争事迹和党在某一地区的斗争历史的回忆和记述。这些文章

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极其生动的政治教育，并给党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②

在肯定宣传中共党史的成绩之后，报刊也对党史宣传存在的不足或失当进行批评。1951年

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宣传党的历史》，列举了《湖南大众报》《中南工人日报》《河

北日报》《皖北大众报》等在宣传中共党史方面存在的史事不准确、论述不完整的问题。文章希

望“报纸的编辑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只有不断的刻苦学习，才能使我们胜任我们在思想

战线上的重大任务”③。

《学习》杂志编辑部《评各地报纸关于党的三十周年的纪念宣传》在评论宣传中共党史存在

不足时，也指出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关于党的历史的宣传，有些说法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其

观点是错误的。有的文章在说明党史时，不大重视党的产生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关系，以及党的初

期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第二，有些报纸刊物关于党的领袖的宣传是不适当的。进行关于党的领袖

① 《正确地宣传党的历史》，《人民日报》1951年7月18日，第3版。

② 《学习》杂志1951年第四卷第9期，第32页。

③ 《正确地宣传党的历史》，《人民日报》1951年7月1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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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是必要的，但宣传必须符合于事实，具有高度的思想内容和教育内容，而绝不应该是不

确实的、庸俗的、草率的①。

《人民日报》《学习》杂志的评论文章是权威部门撰写、发表的文章。从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当

时全国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盛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有些宣传暴露出宣传者对中共

党史了解有限，甚至是有偏差的。这样的评论文章，对于当时中共党史的宣传、研究，显然起着

重要的引导、纠偏和推动作用。

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当时一本重要的中共党史的论著，影响很大。《人民日报》

为此特地发表《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新版本》的评论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的新版本做了哪些修改，为什么要进行修改，进行了较详尽的介绍②。由英国司徒华（R.Stewart）

著、钱春暐译的《评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当时很难得的一篇英国人写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文章，译登在中国的刊物上。这篇文章就作者自己的感想，提炼了《中

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重要的内容，强调：“全世界特别是英国普遍地关注新中国，使得这本简

史，切合时宜，深受欢迎”；“这本书不但是极度信实，而且令人兴奋鼓舞。每一页都是教育。这

本书使人以能作一个共产党员而自豪。好好地掌握这本书，一定能大大地提高共产主义的和世界

各国共产党党员的威望”③。这篇文章高度地称赞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缪楚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初稿）》由学习杂志社于1956年9月出版，是当时一本

有影响的书，不到一年就再版三次，并进行了修改④。书出版后，杨维和发表了《<推荐“中国共

产党简要历史>》的评论文章。其中肯定此书的优点是：第一、作者占有了丰富的党史文献史料，

并对之作了较为深入的钻研和掌握；第二、在整个党史的介绍和叙述当中，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

斗争学说，著者从始至终努力遵循着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

程。因而能够揭露出隐藏在十分矛盾、纷繁的事件内部的规律性，这对读者学习用阶级分析方法

来研究党的历史是有帮助的；第三、本书在对党史的介绍和叙述当中，贯串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普

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第四、本书有着明确的讲授中心与重点；第五、

对理论与史实，党和革命领袖及其人民群众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也较好。文章也指出了此

书的不足：没有能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划时代变化，对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各种条件之间的全部关系，全面地深刻地叙述出来；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必须无

产阶级来领导，必须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也阐明得不够充分深刻和有

力。对中国共产党的优良的革命传统就没有给予应有的讲述⑤。瑞云的《对<中国共产党简要历

史>的意见》一文，也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对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分析

还有不够的地方。关于向井冈山的进军的意义阐述不够，没有就此次进军进行具体的分析，对第

三次“左”倾路线只作了一般的叙述，未作更深入的分析。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精神概括

得不完整，主要是没有把以下两点写进去：（一）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二）全国胜利后，

应防止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的进攻⑥。这篇评论文章的观点，基本

① 《学习》杂志1951年第四卷第9期，第32～33页。

② 《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新版本》，《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8日，第3版。

③ [英]司徒华（R.Stewart）：《评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钱春暐译，《世界知识》1952年第5期，原载英

国《共产主义评论》1951年12月号。

④ 详见沈亦清：《<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初稿）作了一些修改》，《读书月报》1957年第6期。

⑤ 杨维和：《推荐<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读书月报》1957年第2期。

⑥ 瑞云：《对<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的意见》，《读书月报》195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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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事求是的，是总体肯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

此后，王实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宗泽的《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云海出版社1951年4月初版）、叶蠖生与罗仰申合著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著作，理论界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当时中共党史的评论、

批评文章很多，不仅有全史研究的评论、批评，也有阶段史研究的评论、批评，人物史研究的评

论、批评，表明中共党史的评论、批评已全方位展开了。

理论界的一系列党史评论文章，既肯定了中共党史宣传和研究的成绩，也批评了其中的不足

与错误，实际上引导了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正确方向，无疑对中共党史研究产生极大的推动作

用。这些评论文章，特别是《人民日报》《学习》杂志发表中共党史研究的评论文章，对当时宣传

界、新闻界、出版界是有震撼作用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一些受到批评的报纸、出版社、作者，

纷纷检讨、反省。如《河北日报》编辑部很快发表了《关于错误宣传党史的检讨》，检讨了该报发

表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存在着三个严重的错误，表示决心接受这些教训，加强对

党的历史有关的重要文件的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谨慎的工作，

杜绝报纸在宣传上的原则错误①。

随着党史评论、批评的发展，对党史评论、批评的理论研究也发展起来。李定坤的《江西的

革命回忆录创作运动》，在评论革命回忆录写作时提出：为了提高回忆录作品的质量，还得加强

研究评论工作。这里需要群众评论，专家评论，还需要老干部评论②。这里不仅提出了要加强革

命回忆录的评论工作，也对怎么进行评论进行了研究，涉及了怎么搞好革命回忆录评论的理论问

题，即涉及了怎么搞好中共党史研究评论的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提出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一个

重要任务，即建设中共党史学科的分支学科——党史批评学科。但遗憾的是，到了21世纪20年

代，中共党史批评理论研究的著作还未见出版，中共党史批评学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中共党史研究的评论文章及评论的理论研究文章的发表，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对于中共

党史学科建设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文章，从中共党史史学史的视角来看，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最早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批评及中共党史研究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也是史学批评理论研

究的成果。

（本文作者　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223001）

① 河北日报编辑部：《关于错误宣传党史的检讨》，《人民日报》1951年8月9日，第3版。

② 李定坤：《江西的革命回忆录创作运动》，《人民日报》1960年8月9日，第7版。胡华：《关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1954

年教学和研究工作计划要点问题的补充说明》，在谈科研工作时，专门提到了“开展善意的批评、指正”，“从小组到全室，从

学术问题到思想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详见：《胡华文集》第4卷，第331页。实际上已提出了要开展中国革命史、中共

党史的学术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会议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