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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特 色 哲 学 社 会 科 学“三 大 体 系”建 设 研 究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专题讨论)

主持人: 宋月红

［主持人语］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历史中国的延续

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开创到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

和现代转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新中国学”特

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由此也推动中国学从“他塑”转向“自塑”，重心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转向探讨关

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科，是关于新中国

的“百科全书”; 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引领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

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为此，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

同策划了本组专题讨论，重点以《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

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为题作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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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宋月红

历史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与必然趋势。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

家，人民当家作主，走自己的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不断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中国史是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新中国、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延续和发展历史中国、
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新中国史研

究以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既纵向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又横向看新中国各个历史

时期或阶段的社会发展面貌，观照历史与时代，把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 同

时，新中国史的历史地位、时代内涵和世界意义，决定了新中国史研究对于立足新中国史、构建和发展关于新

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认识和传播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的“新中国学”，具有基础性作用，是“新中国

学”的重要来源、实践路径与内涵构成。同时，“新中国学”聚焦“中国学”的时代内涵、价值与意义，推动、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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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拓展关于新中国史的认识。

一、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新中国从历史中国的延续、变
革和发展而来，不断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围绕

新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推动治国理政，开展生产生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集中归结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把中国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历史进程，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进程。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在现代的延续、变革和发展，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而且，无论是历史

演进还是文明发展，新中国史都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中推进和发展着，且与相应的现实和未来之间的

延续和发展是最为直接、最为紧密的历史进程。这是新中国的历史，也是新中国的现实及其未来发展，是现代

中国的社会发展，更可谓是“古代中国”—“近代中国”—“未来中国”的时代性变革与发展，是中国史、中华文

明史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本体”“基点”及“中枢”。新中国史映照现实和未来，把握现实知

其未来，蕴含着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方向、智慧及经验。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体现和遵循人类社会与中国历史发展

规律的必然结论。
( 一) 新中国的历史发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体、历史地深刻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和生产生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发展

过程。什么是历史，怎样对待历史，是历史研究的认识基础和前提，以及形成历史观的基本内涵与要义。马克

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

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①历史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但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

史。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

主义根据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

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

的条件下创造。”②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来源和本质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

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马克思主义原理则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

述”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所作的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源于

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⑤，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扎根于中国，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认识中国、改变世界，提供了科学

指南和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传真者”李大钊在 1919 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

他的实境。”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不断探索、开辟和拓展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定时期所带来的中国“怎么办，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

主义论》中指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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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①他还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

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并进一步说，“一

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③。从思想史、理论史和创建史意义上，新中国史

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就开始创造、形成和发展的，新中国的成立既是

这一历史发展的奠基礼、基石和里程碑，又是这一历史发展的新起点，由此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
世界总是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认

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

新的社会建设运动”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入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

社会主义。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和指引下，世界上不仅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并建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

史时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特别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历史地科学分析中国社

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动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

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 二) 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是新中国所处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和历

史发展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经过社会

主义改造，“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

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此，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探索和推

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适

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

变化来推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构成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中的社会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深刻蕴含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

质、根本动力、内在机理和时代内涵。新中国史就是新中国社会矛盾运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深刻彰显着新

中国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发展方向和前景。

二、新中国史研究既观照历史、社会，又观照时代

历史研究既要研究事物是什么，观照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又要探讨这一事物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社会

背景、环境条件、社会因素、矛盾关系及其前途命运。新中国史既纵向看是新中国的社会“历史”，又横向看是

新中国的历史“社会”，纵横交错看则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所处“时代”。因而，新中国史研究须以历史研究为

基础，集中研究关于这一历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把握其发展的社会矛盾关系、主体与客体、主题与主

线、主流与本质、进程与动力、成就与经验，并为其他学科研究这一历史提供相应的认识基础与依据，而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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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运用自身理论与方法研究这一历史，不仅是新中国史研究的有机构成，也丰富、深化和拓展了新中国史研

究的内涵、方法与视野。
就历史认识来说，历史是所属社会的历史，纵向看是历史过程; 社会是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横向则呈现

的是历史的社会发展。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中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

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并认为

“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① 恩格斯在 1886 年的《路德维

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基础上，就“历史合力论”在 1890 年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进一步

作了全面阐述。他深刻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

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

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
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②;“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

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③;“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

的”④。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其中包含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在新文化运动前夜，李大钊

于 1914 年发表《国情》时指出:“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

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 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⑤这里，首次将“昔日”“今日”和“来日”的历史

发展纳入国情视野之下并使之相联结与统一。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并用以认

识、分析中国历史与相应社会，李大钊在 1920 年《史观》一文中称“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乃与‘社会’同

质而异观的历史”，并认为“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以此强调

“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

生存的人类全生命”。⑥ 他在 1924 年《史学要论》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

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

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

史; 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⑦ 为“今欲把历史与

社会的概念弄得明明白白”，李大钊在“把马克思( Karl Marx) 的历史观略述一述”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述他

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 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 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⑧他强

调，“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 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

所涵括”⑨，“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10，“有生命的历

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李大钊反复强调历史

与社会的一致性和相辅相成性，特别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性。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

历史”，“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11 习近平强调，“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

都来自昨天”，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12 历史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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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概言之，新中国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

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②。新中国史既有

纵向的社会“历史”，又有横向的历史“社会”，而且这一“历史”与“社会”的结合，蕴含和彰显着“时代”的内涵

与特征。由此，新中国史研究是一种既观照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又观照时代的认识思维、方式与方法。
( 一) 纵向研究新中国史。新中国史研究坚持大历史观，将这一历史按照历史逻辑划分为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历史发展阶段或时期，具体、历史地反映和揭示其阶段性历史发展内涵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从中国式现代

化来说，新中国史贯穿党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在

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与突破，全面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③ 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

主线、纵向观照新中国史的一条认识路径。
( 二) 横向研究新中国史。新中国史研究根据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结构形式，围绕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把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以及国防、军队、外交结合起来，把国际

与国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集中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

及其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纵向研究相对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主线、横向研究新中国史就是

要研究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如何全面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探索及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以此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中国特色、内涵、原则和本质。新中国史研究横向研究新

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以系统思维观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助于从整体上全面深刻揭示新中国建设和

发展的推动力及其内在机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 三) 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是纵向、横向交相研究新中国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人民发展

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创建新中国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也由此而极大

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

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不

断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全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

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全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与命

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

导，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信仰信念、科学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新中国历史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是在 5000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以新中国史研究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学”

在文明意义上而言，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丰富

和发展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社会的伟大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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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为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史，同时又是一部中国共产党

的治国理政史。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起

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根源于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

初心使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本国国情及基础条件的基

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与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探索、实践、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更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

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

形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承载着中国立场、中国精神和

中国力量，同时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这是引导人们更加全

面、客观、辩证、深入地认识与分析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基础和依据。
关于世界史、中国史、新中国史之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史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和人类社会

的，而且始终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由是观之，新中国史是在“历史中国”的延

续、变革和发展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史，是世界现代史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之而论，

新中国史研究以新中国史为研究主题，亦须融入中国史，更要联系、结合世界史，把新中国史放在整个中国史

和世界史之中进行研究。
关于“国学”“中国学”。“国学”一般指称“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在中国古代主要是“经史子集”之

类，近代中国人在“西学东渐”下提出“中学”“国故”等概念与之相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各族人民在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中创造了新社会、新文化、新文明———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发展了中华文

明，开辟了中华文明发展新境界。这是原有“国学”所无法概括的，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认识在研究对象、内容与

范围上，国学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学”在一定时期指代“海外中国学”“域外中国学”等，均未能涵盖

中国人关于本国的认识。这是其在关于中国的认识在研究主体和客体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历史发展和时

代需要，人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精神、文明和前途命运，以及包括中外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的认识，日

益形成以“中国学”命名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人类文明交

流互鉴。由此也表明，一方面，“中国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研究是“中国学”的重要发源地

和学科根基; 另一方面，“中国学”从内涵到形式，无不依赖中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更借助于中

国社会关于中国的对外介绍、传播和研究。习近平在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时指出:“中国学是

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①随着中国与世界日益紧密，“中国学”愈加从所谓“汉学”“海外中国学”
“域外中国研究”的“他知”“他塑”向中国自身的“自信”“自塑”转变，并更多地呈现为关于中国的“内学”“外

学”兼修与交流互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中国学”概念原本就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关于中国研究

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中国的“中国研究”; 其次，关于中国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是海外、域外的“中国

研究”，故不应将“世界中国学”理解或限定为来自中国之外的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研究。
“中国学”对于中国来说，在出发点、内涵、原则和功能上主要是立足于中国立场、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把

关于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认知和研究结合起来、与世界历史发展和时代发展联系起来，构建和形成关于新

中国的历史、社会及时代的认识，推动建设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向世界真实、立
体、全面地展示中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学”对于世界来说，则在于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

容，在将中国与世界相结合中让外部世界更加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辨识当今的中国，在同世界其

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让世界人民读懂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社会。“中国学”是以关于中国的认识为本，研究中

国的历史和相应社会与时代，推动中外以关于中国的认识为基点的双向、多维、交错研究，以实现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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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流互鉴。
关于新中国史研究、“新中国学”。在新中国史上，每到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共产

党就自觉地总结一定时期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成就与经验，特别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其中，第二个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回顾了新中国

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

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以此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辩证统一起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正确党史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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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阐明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

史意义与基本经验。党的历史决议根据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形成、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新中

国历史发展的认知体系与叙事体系，是党关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成果。当今，“中国学”的重心从研究

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日益转向关于新中国之学即“新中国学”，并落脚于对新中国的认知，这是关于新中

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因此，新中国史研究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反映和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集大成者和最新发展，以“史”承载着党的领导和执政、新中国的建设和

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面貌，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这是构建

“新中国学”的学科基础，以及所要遵循的学术实践路径。
“新中国学”与新中国史研究，是关于新中国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学科。二者有机统一，将新中

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集中研究: 什么是新中国，新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新中

国的社会矛盾运动和社会形态，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新中国新在哪里; 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

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及前途与命运; 新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国土、人口、地理等。总

之，这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的历史根据、逻辑来源和学理基础，需要“新中国学”与新中国史研

究“同题共答”和协同研究。“新中国学”在一定意义上来源于新中国史研究，新中国史研究观照新中国的历

史、社会和时代发展，是“新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基础、学科领域和基本样态。二者从学科功能与作

用来说，则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融合发展的。其中，新中国史研究主要以历史理论、历史逻辑和史学方法的

学科优势与特点，推动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学”。“新中国学”关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研究，则有

利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历史与时代内涵上深化和拓展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研究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同时为开展新中国史的国际传播提供学理基础，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
———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

*

郑清坡

史料是构建新中国史研究“三大体系”的基础。然而，新中国史史料学建设的严重滞后已然成为制约相关

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科体系建设也明显滞后于研究实践的发展。迄今，有关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研究

仍较多聚焦于相关史料的整理、分类、解读以及对个别史料的辨别考证等，更多的还是属于史料研究而非史料

学研究。近几年，有学者已开始具体探讨新中国史史料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① 史料学并非一门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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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22ZFG77001)。

参见刘萍:《“史料革命”: 近十年来的史料学研究及反思》，《北方论丛》2021 年第 5 期; 宋月红:《新中国史研究的基础、前沿与“三大体系”

建设》，《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 左玉河:《问题、史料与范式: 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 年第 5 期;

李红岩:《历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24 年第 1 期。



The Study of New Chinese History and
“New China Studies”(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SONG Yue－hong
Chairman’s Words: This year mark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ast 75 years，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a new era． The CPC has led the people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has taken advantage to start a new journey to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chieved the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from
standing up and growing prosperous to becoming strong，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chieved a renewal
of life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has continuously nurtured，

generated，and developed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about New China，namely“New China Studies”．
“New China Studies”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study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which also
promotes the shift of Chinese studies from“others shaping”to“self －shaping”，and the focus from
stud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o exploring the history，society，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of New China，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China and the world．“New China
Studies”is a complex systematic discipline，an“encyclopedia”about New China－as an important part of
World China Studies，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preading the Chinese spirit，Chinese values，and
Chinese strength to the worl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New China Studies”，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hinese studies，
is both a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New China history research and a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for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and increase
China’s voice． To this end，we have jointly planned this special discussion with Hebei Academic Journal
in various aspects，with the aim of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n－depth development of“New
China Studies”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y of New China; the study of New China history; China Studies; “New China Stud-
ies”; “World China Studies”; historiography of New China

［责任编辑: 赵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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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权 声 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内外文

献索引、文摘和全文数据库收录，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

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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