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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

———基于党史、新中国史理论之研究

宋月红

［摘 要］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 ( 即“第二个历史决议”) 40 周年。这一决议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回顾和总结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为主题，把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并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辩证统一起来，把党史、新中国史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彰显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方向与

道路、进程与前景、成就与经验，深刻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史 新中国史 “第二个历史决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即 “第二个

历史决议”) 回顾和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于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之中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研究、阐释和

回答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彰显党和国

家建设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进程与前景、成就与经验。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马克

思主义思想路线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成

果，深刻揭示党史、新中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彰显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决

心，蕴涵着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

来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一、“第二个历史决议”将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发展史观

统一于认识和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之中

为总结党的历史发展经验，统一全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团结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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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第二个历史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 28 年党领导人

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集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指导思想、发展道路、领导

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在认识和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历史进程、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

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科学揭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

主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

史与逻辑关系，从中深入阐述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发展史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统一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

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

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涵，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的重要基础。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动的革命史观，是关于中国革命

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

问题上，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同时，基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现代化发展史观，是关于在中国走什么样

的道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

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

主义国家。建立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发展史观，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建

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个历史决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 《新民主主义论》《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等党和国家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正确历史观，把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发展史观内在地统一起

来，深刻揭示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第二个历史决

议”充分阐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

族的出路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发展，指出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 历史地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

会变革，是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必

然，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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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进程，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必经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开始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10 年中建立起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和积累起全国经济文化

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及其工作经验。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 “内乱”，但在 “文化大革

命”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

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折，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

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

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发展基

础上，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初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

道路。

能否实现现代化发展，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

虚会上鲜明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历史地

看，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奠立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要义，并

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 党为成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在成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将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的内涵和精神实质赋予国体、政体之中; 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

设实践中，确立并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

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概念尽管尚未被完整地提炼出来，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与精神

内涵是客观存在的，是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和遵循的，深深贯彻于中国革命、建设的理论与实

践之中，并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具体地、历史地贯通和统一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波

澜壮阔，但又是复杂而曲折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

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改革开放后与改革开放前两个历史时期相比，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和实际

工作上有着很大差别。在思想政治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转折到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已经

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并深入发展，在 “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大讨论”的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起步和推开的，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奠定了思想政治基

础和物质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人民意志的必然要求，是党领导人民进

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思想政治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根据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鲜明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新中

国史上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相辅相

成、辩证统一的。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1979 年是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依靠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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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①。之

后，党中央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该决议，指出四项基

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

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

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②。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贯彻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科学体系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

革命中形成和确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丰富和发展，指导新民

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中国，继而推动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

社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粉碎 “四人帮”后，针对 “两个凡是”，邓小平于 1977 年 4 月

10 日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

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④。在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在讲话中阐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是 “要对毛

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

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⑤。邓小平强调要以准确

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拨乱反正指明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方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 “没

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⑥。对于什么是毛泽东

思想、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就文献名称来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本应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写起，尽管新中国成立以

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前提和基础，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写起，则有超出写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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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范围之嫌，况且 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新民主主义

革命作了记述和总结。“第二个历史决议”之所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上溯到中国共产党成

立，并由此写起，主要是由起草制定这个决议的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所规定的，基于为正确评

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坚实历史基础，以史鉴今，开辟前行的路。

起草制定 “第二个历史决议”，集中了全党对党的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和智慧。1980 年 3

月 19 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了以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

发展毛泽东思想”① 为核心内容的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他强调这是起草制定工作中最重

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在党内就起草的决议稿进行四千人讨论中，邓小平特别指出: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认

为，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

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 “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

议都不如不做”②。遵循和贯彻这些重要论述精神，究竟如何写好这一部分乃至整个决议，就

成为了起草制定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为此，全党进行了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1981 年 3 月

24 日，邓小平去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出了两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 “专门加

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邓小平认为 “这个意见很好”③，并转告给了

起草小组。决议起草制定工作从 1979 年 11 月成立起草小组起，前后历经一年零八个月，由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于 1981 年 6 月 27 日审议通过。决议文本的第一部分的主题就是 “建国以前二十

八年历史的回顾”，落实了“写党的六十年”历史。如此，从党的全部历史实际出发，更全面概

括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伟大贡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

面的根据。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关键在于科学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第二个历史决

议”科学阐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

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

理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

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这是个全局。党的整个历史是光辉的历

史，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丢掉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其所代表的

党和国家的一段历史。“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的一生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历史进程中全面认识，放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艰辛探索，努力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

主、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把握，实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逻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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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7 日。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98、299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03 页。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逻辑的高度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

科学体系。

三、“第二个历史决议”坚持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起草和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之所以推动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之所以

能够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因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

运用到认识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之中。

以总结历史经验为认识和研究党史、新中国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

出，就新中国成立 32 年来说，尽管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特别是发生 “文化大

革命”，使得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但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还是主

要的，忽视或否认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新中国的建

设和发展，是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开辟拓展和深化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新中国成立 32

年的历史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7 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10 年， “文化大革命”

的 10 年，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历程表明，新中国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艰辛

探索、曲折发展的。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社会主

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必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

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

来。“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

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

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这一切决不是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 ‘文化大革

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① 不仅如此，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既有正确内容，也有

错误存在，不能一概而论。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有思想上的，也有实践上的。毛泽东晚年的错

误不但没有动摇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会

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毛泽东犯了错误，但他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就毛泽东的一生

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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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第

88 页。

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

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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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以下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 一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

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 二是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

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

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

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①。

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同两年 “徘徊”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

联系起来，贯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初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

经验。“第二个历史决议”以 “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增加了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四年。

在此基础上，决议指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其主要点已经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到基本的总结②。

历史地看，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成果和历史性成就，奠定了当代中国

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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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统一起来，深刻阐

明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政治前提和理论准备。

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功过是非评判要客观公正。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

事求是的分析，公正评价功过是非，要合乎实际，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第二

个历史决议”提出关于评价领袖地位与作用的 “两个不应该”是正确的认识论，以及关于对待

成就与错误的两个忽视或否认的问题是错误的认识论。前者是指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

袖们，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后者主要指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

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新中国成立 32 年以来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成就，忽

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个历史决议”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上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认识历史问题、历史是非，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和意志，完

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统一思想、团结奋斗和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思想政治基

础，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 宋月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晓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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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第110 页。

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第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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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general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But the goal can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 It
requires a long and difficult process.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faced with not only the challenges of different strategic thinking，different cultural values，and different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but also the challenge of conflicts of their core interest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se challenges rationally and objectively，put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create opportunities in crises，create new
situations amidst changes，and seek advantage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so as to make steady
progress in further promoting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elebrating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pistemology and Method of the“Second Historical Resolu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rty History
and PRC History Song Yuehong ( 28)……………………………………………………………………………………

2021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also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adoption of Resolution on Several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he
Second Historical Resolution)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The resolution covers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and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focuses on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especially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it understands and grasps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PR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pholding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t carries
out a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highlights the direction
and path，progress and prospects，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resolution profoundly contains the Party's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PRC.

Compilation of Marxist Classics in a Century Wang Xuedong ( 35)……………………………………………………
CPC's work in the compilation of Marxist classics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as

well as the Party's birth and development. As early as the founding years of the Party，the vanguard intellectuals actively
studied and disseminated Marxism，and translated some of the Marxist classic works. After its founding，the Party began to
lead systematic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arxist-Leninist classics. By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PRC) ，more than 530 Marxist-Leninist works had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laying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is respe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through unremitting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ranslators，almost all the works of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arxist classics has formed a system，mainly including collected works，selected works，various thematic
collections and separate editions. It provides ample sources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socialism，

and basic text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ao Zedong on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ang Jiannong ( 43)………………………………
Mao Zedong i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the main buil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He held that CPC's

birth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pursue independence，and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seek
liberation，and a great epoch-making event. His relevant memories and discussions are not only the most bas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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