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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

说明》中强调：“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

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

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

曲折，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

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这一重要指

示不仅是对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于整个历

史研究提出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

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我们学会用大历史观

进行历史研究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习

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学会用大历史观学习和研

究历史树立了榜样。

要看历史的大背景，弄清历史的全过程

和来龙去脉，把握历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世界历

史、中国历史、中共党史都有过一系列的重

要论述，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大历史

观，以一种宏阔的大视野、大背景来看待历

史，历史的长焦镜头时而由近及远，时而由

远拉近。例如，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不是简单地从 1921 年党的“一大”召

开讲起，而是看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

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

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救亡图存，太

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

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又纷纷失败。十

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

产生了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命运才发生了改

变。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在 1840 年鸦片

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去看，才能看

清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

历史任务而奋斗，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艰苦历程；看清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

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

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看清楚百年党史

书写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诗，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

篇章。

要注重抓住历史的主题主线、善于总结

学会用大历史观看待历史
◎ 冯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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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洞悉历史规律、把握历

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跟上时代潮流，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的大历史观始终牢牢把握

历史的主题主线，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引

领方向。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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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

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

史。在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懈奋斗

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

建设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

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

公开明确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括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这些对于党的历

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新概括，是党史研究

的理论创新，是将党的百年历史用一条主线贯

穿起来的大历史观。

用大历史观看待历史，必须坚持总结历

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进而指导实

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百

年党史中“九个必须”的历史经验，十九届六

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总结了“十个坚持”的历

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都是对贯穿百年党史

历史规律的概括和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往

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也是未来继续取得成

功的根本要求，体现了党对于百年奋斗历史

规律的深刻把握。

要有看待历史的大视野，要从多视角、用

多学科来把握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历史

观要求我们既要有国内视野，也要有国际视

野；既要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也要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大

历史观是系统的、全面的、辩证的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意义，体现了宽

广的历史视野。他将党的百年历史分作四个历

史时期，指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

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

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持续奋

斗，创造了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

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奇迹，彻底扭转了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生动谱写了世界

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壮丽篇章，成功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

立了不朽功业，为促进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

献。”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意义要从

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

会发展史来看，要从世界历史和人类进步来看，

这也充分展现了党的百年奋斗不仅有中国意义

还有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看待历史的大视野在十九

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得到了

坚持和贯彻，《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

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指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

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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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五大历

史意义就是从中华民族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人类

文明史中来看党的历史，用这样宽广的视野可

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马克思主义谋生

机活力，为世界谋大同，为党自身谋先进性和

纯洁性。

习近平总书记看待历史的大视野还要求多

学科多领域交叉协同来研究历史。例如，他要

求我们研究五四运动，就是“要从历史逻辑、实

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

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

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

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就是多视

角，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就是多学科

多领域，发挥多学科多领域协同研究的优势，就

有了宽度、广度，这样研究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就是一种大历史观。

回望历史，远观未来，大历史观要求，历史

研究应注重以宏大思维反映中华文明史的重

大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全面完整地看待历史。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

以及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

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

大势，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

和历史自信，是坚持大历史观、树立正确党史

观的光辉范例，是我们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理

论指南。

首先，用大历史观看待历史就要坚持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

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

点，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完

整的发展过程，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和发展规

律。其次，用大历史观看待历史科学在社会科

学中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历史研究

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一面镜子，

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

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

良传统”。再次，用大历史观看待历史科学在

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当代中国

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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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

来”。历史科学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

化、发思想之先声，在新时代开创新的伟业中充

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最后，用大

历史观看待历史科学自身的学科建设。2019

年 1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对于历史学科

的发展做出专门的论述，对广大历史工作者寄

予厚望，给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历史学科

要用更宽广的视野更好地整合学科力量，包括

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加强中国史

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得更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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