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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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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

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新时代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和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

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贯穿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中,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并在新时代不断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日益丰富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涵盖历史学研究的

价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

内容,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

合,注目于史学研究又超越史学研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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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强调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与运用。新时代以

来,习近平多次就深入推进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
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等发表重要讲话,对历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既有

成果表明,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历史观”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层面的话语概念①,相关方法论原则坚持

实事求是,反映了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②,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遵循。
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分析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存在着一定的

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已有分析主要在历史学视域下进行,较少将相关论述置于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察。诚如有学者所言,习近平关于历史和历史科学的论述与一般学者不同,是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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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化的角度来讲的①。本文尝试将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的相关重要论述置于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考察,通过梳理相关论述的演进历程,概括其主要内容,研究其创新之

处。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演进历程

习近平十分重视历史编撰和研究工作,在正定工作期间,他曾先后两次为地方志书撰写序言②,引用《旧
唐书·魏徵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指出“我们有马列主义哲学的武器,完全可以从研究历史中获得可

能获得的真理”③。他从修身立德的高度,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书④,指出各个岗位的干部都应该读点历史,
提升工作水平。习近平特别强调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党史的学习,指出深入研究、认真学习、全面宣传党

的历史,“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⑤。
科学判断党和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确定发展方向,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

中发展,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一个显著特色。党的十八大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线,
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⑥。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许多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回顾中华民族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所走过的风

雨历程,反复强调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当代中国,需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

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⑦。同时反复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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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

史渊源,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⑨,才能更好地走好今天的路。
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要系统

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在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座谈时,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加快完善历史学等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

的学科,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从2018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

设立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古文字学等一批一度由于投入不足,面临研究断

档、亟须抢救的、对文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获批立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研工作者。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入

《中国共产党章程》。习近平在大会报告中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回顾党成立百年来的风雨历程和艰辛

探索,提出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将中华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脉络梳理清楚,阐明其中的优秀文化

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合之处,成为历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任务。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先后作出了一

系列重要部署。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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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①,并对史学界提出了继承优良传统,整合研究力量,提高创新能力,推
动相关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更高要求。

其中,习近平特别重视对中国文明历史源流的梳理和研究,反复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
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②。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先后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

其意义”“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历史文化领域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要
通过扎实的考古工作对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许多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同时加深理论探索,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

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③。习近平深刻阐释了中华悠久文明的重大意义,围绕继续推进、不断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署了五项重点工作,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行动指南。2021年在

福建考察时,习近平强调要挖掘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的文化精华,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

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④。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进行了全面部署,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深刻论述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所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的重大意义。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将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为几方面重

点工作之一,强调要充分吸收中华悠久文明历史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

处世的道德理念”⑤,并借鉴吸收历史上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
在党的二十大结束后的首次国内考察中,习近平到安阳考察殷墟遗址,观摩出土文物,强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概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了深刻概括,指出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必须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在对“第二个结合”的阐释论述中,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华民族历经5000多年文明历史

演进所形成的优秀基因之间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
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⑥。这些论

述,深刻阐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实施路径,也对历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
从重视读史,注重汲取历史上中华民族治理国家的历史智慧,到提出并深刻论述“两个结合”;从在延续

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新时代党

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和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贯
穿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之中,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并在新时代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中日益丰富和深化。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十分注重从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来审视当代中国,从人类文明历史变迁的高度来观察当代世界,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谋划进路。他高度关注历史学研

究工作,就历史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
(一)关于历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很早就开始系统地记录历史,先秦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均设有专门的史官掌管记录之

事。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多设立专门机构掌管典籍的收藏和史书的编修工作,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官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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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制度和修史制度。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我国涌现出许多德、才、学、识兼备的历史学家,留下了数量

众多,种类丰富的文献典籍,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见证。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取得了杰出成绩、居于重要地位的学科及其研究工作却

遭到了部分人的否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曾经有过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在一些人看来,史学

研究离现实太远,是“老古董”、“没有用”。一段时间内,历史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备受冷遇,学生普遍

感到困惑和迷茫,“史学无用论与学史无用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了史学无用论的大泛滥”①。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文明历史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

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②。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深刻阐释了

绵长悠远的文明历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高度肯定了历史学作为一项学

术研究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习近平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

的中国,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积极总结历史上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和衰乱之世

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悠久长河中走出来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③。这一重要论述,在指出历史中国对于今日中国之重要意义的同时,也高度肯定了历史学作为一项学

术研究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回答了困扰历史学研究领域多年的“有用无用”之辩④。
(二)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就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
他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出发,指出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⑤。习近平提出并深刻论述了大历史观,要
求从历史长河的演进脉络中分析过去、观察当下,把握大势、探究规律,并从治国理政的现实角度论述了牢固

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性。2013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不牢固”⑥,要求“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

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做到坚定不移、矢志不渝”⑦。
(三)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学术发生深刻变化,在学科体系上,由传统的“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⑧;在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大量学习、吸收来自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思想。应该说,这些概念、理论

的引入,在开拓国人视野,加速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等方面曾起到过一定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人们

开始发现,这些基于西方历史经验所产生的理论、思想和概念,已经越来越不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恰

如其分、令人满意的解释。
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提出的“冲击—反应论”曾是西方学界对中

国历史进行分析的主要模式。在他们看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停滞的,近代中国变化的

主要动力来自列强侵略所产生的冲击,中国的现代化不具备任何内生动力,完全是西方输入的结果,并由此

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西方化”。然而,学术界的长期研究表明,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许多

变化并非受西方冲击后才产生的⑨,费正清等人的观点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再版,它不能正确解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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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①。
习近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指出绵长的文明演进历程、未曾中断的历史文化传统

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②,在借鉴采用

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③。对于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文

明理论,习近平指出不能照抄照搬,并对深入推进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重要论述的创新贡献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重从中华文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

的思想智慧,针对历史学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作出了重要部署,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

些重要论述,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

产的有机结合,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

目前,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已经成为推动历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习

近平高度重视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工作,反复强调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和话语体系。将这一重大论断放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历史学发展变迁的长时段中加以考

察,可以看出其重大的创新意义。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地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

渊,中国人在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一次次求索,在艰苦的摸索和不断的失败中,一些人对中华文明产

生了怀疑,希望通过将西方那一套发展道路移植到中国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历

史开始被以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建立的学术理论随意解读和剪裁,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所塑造出的中国人民的

精神传统和思维方式也开始被戴着“有色眼镜”的学者们加以评判。习近平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

和发展道路,本国人民是最有感受、最有发言权的。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打破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对西方社

会科学的盲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历史科学看作“一门唯一的科学”④,在对人类文明演进历史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对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资

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⑤,探寻其内在联系,
并用唯物辩证法取代唯心辩证法,否定神秘的“绝对精神”,追寻历史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强调要从偶然性

中看到必然性,从曲折中看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五四运动后,先进的中国人在苦苦求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后,不少接受了传统史学方法训练的历史学家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产生了一批

扎实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一方面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对于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

传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另一方面,也十分关心传统史学遗产的保护和传承。2023年6
月,习近平亲临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强调要将中华民族这些历尽沧桑、传承至

今的典籍史册保护好、研究好。习近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强调经世致用、求真求实的中国传

统史学联系在一起,深刻阐释了对中华传统史学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既注重求真求实,又具

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三)注目于史学研究又超越史学研究本身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求索,所付出的一切牺牲,所进行的一切创造,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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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着眼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出并深刻论述了“第二个结合”,提出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历史学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些重要论述注目于史学研究但又超越史学研究

这一单一的学科研究本身,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文明忧思,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习近平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赤子之情,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怀有深刻的文明忧思,对中国共产党长期

执政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曾将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几个主要王朝进行比较,指出“一个政权建立

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

穷途末路”①,强调“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但没有历史眼光,没有长远眼光,也干不好当下的事情”②。习近平

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提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③,提出并深刻论

述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由此得到了巩固,文化自信有了根本的依托,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四、结语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注重汲取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经验,高度重视历史学研究工作。习近平对于历史学

研究的重要论述,涵盖历史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内容,注重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解释中国历史的答案,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有机结合,注目于史学研究又超越史学研究本身。广大史学研究

工作者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述,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不负历史、不
负人民的学术研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

TheEvolution,MainContents,andInnovativeContributionsof
XiJinping’sImportantDiscourseonHistoricalResearch

MaYanwei
(HunanAcademyofSocialSciences,Changsha410003,China)

Abstract:Sincetheadventofthenewera,undertheleadershipofComradeXiJinping,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hasplacedgreatemphasisonhistoricalresearchaspartofpromotingthe“twocombinations”andadvancingthegreatrejuve-
nationoftheChinesenationandtheconstructionofamodernChinesecivilization.XiJinping’ssignificantdiscourseonhistori-
calresearchhighlightstheParty’scommitmenttotheoreticalinnovationbypromotingtheSinicizationandmodernizationof
Marxism.ItalsoaddressesmajorissuessuchasstrengtheningculturalconfidenceandconsolidatingChina’sculturalsubjectivity
inthisnewera.Hisdiscourseencompassesthevalueandsignificanceofhistoricalresearch,adherencetoMarxismastheguid-
ingframeworkforhistoricalinquiry,andtheaccelerationofbuildingdisciplines,academicfields,anddiscoursesystemsrooted
inChinesecharacteristics.Furthermore,XiemphasizestheimportanceofunderstandingChina’shistoryfromauniqueChinese

perspective.ThisapproachorganicallyintegratesMarxisthistoriographywithtraditionalChinesehistoricallegacies,focusingon
historicalresearchwhiletranscendingitsconventional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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