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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内容

丰富、意义重大，可以从 3 个不同维度加以认识: 一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回顾和总结党的历

史，以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贡献来总结和评价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成就;二是以史鉴今，总结

经验、远观未来，搞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构成决议的主旨、灵魂或曰核

心问题意识;三是立足于大历史观，从历史长程和国际宽视野审视党的百年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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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科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

好”［1］3。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历史经验凝聚力量、启迪智慧。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后文简称“新‘历史决议’”，相对于 1945 年和 1981 年的“历

史决议”而言) ，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回顾和总结自身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

党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弘扬和发展。综观新“历史决议”，表现出三大时代特点:一是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主题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尤其是重大历史成就; 二是以“搞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

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为主旨或导向，以史鉴今，远观未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三是立足于大

历史观，从历史长程和全球视野审视党的百年奋斗，凸显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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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实现民族复兴为主题，总结党的历史成就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换言之，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始终构成党的核心追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实践，咬定目标、不懈奋斗

的历程，始终存在一个主题。当然，不同时期对这一历史主题的表达不同、认识程度不同。依据现有
文献，“历史主题”作为党史学习和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明确提出较晚，2010 年 7 月在党史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发表讲话首次论及“要牢固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2］，2021 年 2 月

他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阐述要科学把握党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则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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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这一概括体

现着鲜明的新时代站位，进一步言之，党带领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中国稳居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这一时代特点，带来了以民族复兴为主题回顾和总
结党的历史的新站位。综观新“历史决议”，可以看到，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以对于

民族复兴的特有贡献和意义为核心来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成为鲜明特点，这尤其体现在对党百年重
大成就的概括和评价方面，详言之有以下 4 个方面:

第一，党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集中表现为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

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这可以从 3 点加以理解: ( 1) 实现
了中华民族从被辱为“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历史飞跃。民族独立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而“我

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
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4］340。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彻底终结了旧

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华

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2) 实现了由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的历史飞跃。中国有着漫长
的封建社会历史，皇权专制是中国政治的突出特征。辛亥革命“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 出自蔡济民《书愤》) 。历史表明，没有人民群众的政治觉醒，所谓民主革命只能成为浮萍。中国共

产党认定“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5］615，但与其他政治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

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反封建、争自由的斗争，对广大农民进行政治启蒙，灌输和培育阶级斗争等现

代政治理念，灌输和培育人民主权观念、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所谓“中国人民必须是中国的主人，中国
人民必须自觉地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6］664，并且通过“打土豪、分田地”，通过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

权，培育农民的现代性。( 3) 中国人民实现了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的历史飞跃。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然而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创造历史。孙中山曾经感叹中国人“一盘散沙”，而中国共产党则
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的组织网络，包括各级党组织、政权组织、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将广大民众
团结起来，彻底重构了中国基层社会。正是组织起来的民众才显示出创造历史的伟力，中华民族的新

生命由此开启。

第二，党带领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点:

( 1)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压迫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从而奠定了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包括确立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领
导，确立公有制经济基础，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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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等。( 2) 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初步但必需的生产力基础。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毛泽东
在新中国建立后不止一次地感叹: 汽车、坦克、飞机、大炮都不能制造;我们在政治上、精神上获得了独

立，但“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7］177 ; 我们要用 10—15 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从 1953 年开始，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围绕 156 项重点工程、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平均每
3—4 天就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建成投产，其中许多工业部门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在 1964 年

开启的“三线建设”中，一批工业基地建立起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人们公认，新中
国经过数十年努力，到改革开放前，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走上自
主发展的道路，而没有像一些前殖民地国家那样独立后陷入依附性发展。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

且站住了!

第三，党带领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于形成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这突出
地体现在以下两点: ( 1) 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8］15，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充满新

的活力的体制保证”［8］18 － 19，这尤其是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即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可以说，这

些是改革开放时期最鲜明的创造和创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最显著突破，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模
式最主要的特征是单一公有制、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当然，“充满新的活力
的体制保证”还包括科教、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不过基本经济制度从关联度、作

用度和创新度而言无疑居首位。( 2)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

性跨越”［8］15，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8］22。1978 年的中国，经济总量为3 679

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 元，9 亿人口中有 2． 5 亿农民不能解决温饱问题。［9］219，221摆脱贫困、实
现富裕，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时代课题。由此，邓小平提出 20 世纪实现“小

康”的目标，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讲，就是达到 800—1 000 美元; 从经济总量上讲，就是在 1980 年
7 100 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 28 000 亿人民币。［10］14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在 1995 年便完成
了按不变价格计算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在 2000 年前后超过人均 800 美元，2003 年突破人均
1 000 美元，跃上一个重要台阶。［11］823在总体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党带领人民在新世纪踏上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到 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4 000 美元，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1． 9 万亿元。［12］1691978—2007 年，中国经济年均

增长9． 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 3 倍多。［13］791历史表明，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复兴进入快

车道。

第四，党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集中言之，就是战胜了一
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可以说，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是全方

位的，新“历史决议”从 3 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从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主题看，就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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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 ( 1 )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稳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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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邓小平预计: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
制度。”［14］372此后，党中央历届领导集体基本上按照这一预期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明确到 2020 年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
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2］51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
“两步走”战略安排。新“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8］39当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的概
念，既是一个完成时也是一个进行时，因为我们还有到 2035 年和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之际的更高目
标，这里就需要辩证地理解制度的稳定性与发展性、阶段性和长远性的关系。( 2) 民族复兴需要坚实
的物质基础和发达的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健康稳定增长，到 2020 年，国内生
产总值突破 100 万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达到 4 亿人;同时，中华大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中国正在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15］一个国家的基础设
施规模和现代化程度是综合国力和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新时代的中国“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
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16］12，生动地说明中
华民族迈出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步伐。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不仅稳居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而且
拥有最完整的现代工业制造体系。截至 2020 年，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0%，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中国在高铁、航天、航海、数字移动、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领先或领跑世界。“一百年
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
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3］21 ( 3) 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
大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在
此基础上，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日益凸显尤其是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的优异表现面前，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极大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极大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增强，从而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加坚强的思想保
证。回望百年历史，从旧中国较普遍地存在的崇洋、自卑甚至洋奴思想到新中国着力培育自尊、自立
精神，从改革开放初期较普遍地存在的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仰视、羡慕到新时代平视、冷静看待西方
国家与社会，显而易见，中国人民更加自信、更加自强，“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
史”［8］62。

总之，以中华民族复兴为核心、为立足点的历史总结和评价，把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深刻揭示出来。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以中华民族复兴为核心视点，就把党的历史与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梦及其探索史有机统一起来。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一方面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历史因此发生重大转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
的奋斗史又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辉煌篇章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中华五千年历史、近代中国历史又是
贯通的、接续的，我们不是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告别，而是接着走，更好地延续和发展，让中华文明在
新时代迸发出更璀璨的光芒。事实上，只有理解了这一新时代站位，才能更深刻地体会以民族复兴为
主题主线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的深刻意义。

二、以鉴往知来为主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8］2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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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决议”的主旨、灵魂或曰核心问题导向。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在党的历史上，迄今已有 3 个“历史决议”，它们产生的时代不同，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有一
个一以贯之的原则，那就是以史鉴今，服务于党带领下人民群众正在全力以赴做的事情，以实践需求

为问题导向，着眼于开辟未来，把历史、现实、未来有机地统一起来。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核心问题、实践导向在于如何引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通过分析和评

判在革命问题上的路线是非，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的正确路线上来。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其核心是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其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和实践
导向则在于如何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 30 多年的历史回顾，搞清楚在什

么时期什么问题上是正确的，在什么时期什么问题上走了弯路，从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激励人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新“历史决议”，诞生于“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的新时代，其服务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服务于党在中华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治国理政这一导向更为鲜明，而且
决议名称中直接出现了“历史经验”这一关键词。

中华民族格外重视历史、重视汲取历史经验，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出自《礼记·中
庸》) ，到后人热衷于从《春秋》经里寻求微言大义，再到司马光干脆以《资治通鉴》著作历史。成长于

中华文明沃土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出于革命、建设、改
革事业的需要，每到重大关头，总是向历史寻经验，向历史求规律，向历史探未来，深深懂得历史的鉴

往知来意义。毛泽东通俗地讲过，我们是靠经验吃饭的。邓小平指出: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
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

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14］234 － 235揆诸党的历史，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重要理论命题、路线方针、重大决策提出或出台之际，联系历史经验进行阐释。例如，
1939 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三大法宝”命题时，便讲到“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

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 3 个法宝，3 个主要的法

宝”［17］606。1941 年，毛泽东强调每个党员都要“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18］310，他还

言简意赅地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

益结合的二十年”［19］795。在之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强调这条经验。实际上，延安整风尤

其是高级干部整风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回顾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最后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再
如，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其中用了相当篇幅回顾近代以来中

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历史，结论是“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0］1 472。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样重视回顾历史、总结经

验，从 1956 年开始，他不断论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21］567，强调“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

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

们的路线、方针、政策”［22］23。这些思想和命题的背后是对新中国一段时间内照抄照搬苏联做法的反

思，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及至 1960 年，毛泽东又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提出“前八

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3］213，

“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
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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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23］216。

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

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最终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其背后都有一个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和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事实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直接源于反思‘文革’，当然很快又远远超越反思‘文革’，而是覆盖新中国

建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换言之，以‘文革’为触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

深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的”［24］。1982 年邓小平提出: “把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

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4］3总之，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构成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与实践创

新的重要基础，也是重要特征，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也是更引人关注的是，在专门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献或者重大历史纪念场合党对历史经验的

总结。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自觉意识
愈来愈强，言说频率愈来愈高，论述篇幅越来越长，系统性、整体性越来越高①。

199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江泽民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提出: “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

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25］1 633。1996 年，在纪念长征胜利 60 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再次强调，历史反

复证明了一个真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

政策，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26］589。1998 年，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从 11 个方面概括了 20 年的历史经验，同时指出:

“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7］263 － 264。在是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又总结了改革开放
20 年军队建设的经验。200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用“三个必须”总结党

的历史经验，包括科学理论指导，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党的建设，而摆在首要的依然是“必须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28］270 － 272综观上述论述这

一时期历史经验总结，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强调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强调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自然和市场化改革快速发展、需要解放思想，和苏联东欧剧变、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需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信心密切联系在一起。

进入 21 世纪后，在历史经验总结中，党的建设内容愈来愈突出。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专门有一节总结“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
验”，表述为 6 个“必须坚持”，包括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等。［29］273 － 2752008 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胡锦涛以长篇幅阐述了“在 30 年的创造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其中

最后一条是“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

来”。［30］156 － 170201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 “回顾九十年中

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接着围绕党的建设，从指导思

① 实际上，这不仅体现于专门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的文献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党代会报告以及其他重要文
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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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广纳人才、宗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方面阐述了“五个坚持”，最后谆谆嘱托全党同志要“常怀忧

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30］534。不难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拓展加深，党的建设

面临的考验越来越严峻，因而借助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成为愈来愈显著的政治诉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视野更加宏

阔，站位更加高远，系统性、全面性更加显著。习近平明确指出: “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1］16 － 172016 年，

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强调: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并围绕这一核

心要义从 8 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2018 年，他又用 9 个方面的“必须坚持”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历

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总结了 9 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实际上，习近平在其他重要历史纪念场合，例如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

建军 90 周年、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抗美援朝 50 周年等重要场合，均从不同角度对党的历史经验作

出系统总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

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以及坚持自我革

命，进一步把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为 10 个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十九届六中全会新“历史决议”在内的历史经验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点，这突出地表现为如下两点: ( 1) 历史经验总结与民族复兴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早在 2012 年参

观《复兴之路》展览之际，习近平便明确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

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31］35。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回顾

历史，赋予历史经验总结以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新“历史决议”更加彰显了民族复兴这一主题。

( 2) 以高度的历史自信书写历史经验。不同于聚焦某个历史阶段的特定局限，从百年历史长程看党

史，主画面就不一样了，长镜头带来的是宏阔视野和全景图像，百年奋斗成就因此更为突出和鲜明，表

明党在百年磨砺中已经完全成熟，既风华正茂，又百炼成钢。事实上，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对中国

革命经验的总结重心在对“左”右倾错误根源的分析。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 10 个方面的概括，更是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成果。由于前两个“历史

决议”都面临着要解决全局性失误问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因而其经验总结便包括正反两个方面，

甚至反面的经验即教训更引人关注和深思，这是特定历史条件带来的。新“历史决议”则不同，是在党

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因而高度自信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所以，包括新“历史决议”在内的新时代

的历史经验总结均是正面阐释，这对于“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有更直接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新“历史决议”总结的历史经验和党的探索、奋斗交织、融合在一起，这就告诉人

们: ( 1) 这些经验有一以贯之的灵魂和主线在，同时又有一个萌生、形成、丰富和调整的过程，要历史

地具体地理解和对待，例如独立自主、中国道路、敢于斗争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个与国民党

的关系问题、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一个与苏联模式、与苏联

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问题，而在改革开放后则有一个警惕和反对“西化”的重要问题。

( 2) 这些经验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整体，虽然需要分梳和条理，但不能孤立地、机械地对待。例如讲中

国道路，自然离不开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理论创新、敢于斗争等;再如，讲党的领导，自然离不开人民

至上、统一战线、自我革命等，反之亦然。只有这样辩证统一地理解历史经验才能真正“看清楚过去我

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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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大历史观为方法论，审视和评价党的百年历史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问题。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新
“历史决议”可以说是运用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的又一典范。除此之外，从方法论角度讲，新“历
史决议”在运用大历史观方面亦树立了典范。在本文看来，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

现，因为唯物史观强调廓清历史发展趋势、发现历史规律，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大历史观不可或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成就辉煌、经验丰富，如何

把成就讲足，又不事无巨细;把经验说透，又不细散平泛，这就需要高站位、高屋建瓴，这就需要宽视
野、纵横古今中外，一言以蔽之，需要大历史观。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树立大历史观，从

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1］14。从习近平的相关论述看，大历史

观就是强调在历史长程中看问题，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放在上百年、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长时段中
来看待和评价，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而不是单一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从人类文明进步尤其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发展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中来看待和评价;要善于抓住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
义的历史节点，廓清历史主流主脉，凸显历史发展轨迹和趋势，得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正是立足于
这样的大历史观，新“历史决议”才有了上文对党史主题和重大成就的科学总结，既纲举目张，又讲足、

讲实;才有了对历史经验之高屋建瓴的系统总结，既讲深讲透，又架构完整、条理清晰。

也正是从这样的大历史观出发，新“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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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 65实际上，只有把党的历史放

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的历史“长时段”和全球宽视野中才能得出这些结论，也只有从党对中华民
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中才能深刻领会这些

结论，正因为此，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党带领人民持续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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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 83。

进一步言之，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集中体现

于中华民族从被视为“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再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人民从封
建专制到当家作主再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

性飞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和飞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探索找到了民族复兴的正
确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再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奋斗所证明。习近平指出: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

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31］21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正是因为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

本制度，接着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进
入快车道。正是在寻找中华民族复兴正确道路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孕育并日趋彰显了坚守理
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于斗争、开拓创新的可贵精神，积累了这些方面的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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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正确道路，离不开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定
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13这一结论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之于党和

国家事业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其真理性、科学性，特别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需要时代化、民族化、具体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

年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百年、不断进行理论创造与创新的一百年。［32］新“历

史决议”立足于大历史观，重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即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历史飞

跃，其背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包括了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两方

面的探索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的历史飞跃，其背后是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最新的历史飞跃，其背后是党一百年的奋斗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特别

需要指出的是，新“历史决议”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界定重申了“七一”讲话的新提法，

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贯说法基础上，增加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

增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新界定，对此，同

样需要从大历史观、从中华文化史、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加以理解。

从历史“长时段”和全球视野看，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十

月革命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浪潮中，其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

帝国主义势力，支援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尤其是 14

年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建立并很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改

变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新中国提出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高

举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旗帜，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尊重。改革开放后，伴随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引起国际社会热议。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奋勇前进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

生机，苏联东欧剧变后，陷于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展现新的面貌，

“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

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更重要的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

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8］63 － 64。“中国案例”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

献”。［9］224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别是在新时代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并走深走实“一带一路”等，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力量。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历史表明，“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

展的趋势和格局”［8］64。

上述一切成就、意义和影响的取得，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历经百年锻造走在时代

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党成立后不久，便在科学研判世界大潮和中华民族主要期盼的基础上，高举起反

① 过去主要定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延安时期和中国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被学界视为第二
次历史飞跃的准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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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反封建的大旗，率领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新中国建立后，党冷静研判二战后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格局，深刻认识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弊病，特别
是中国人民摆脱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热烈愿望，率领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本制度基础。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科技革命日新月异，

经济全球化大潮涌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同时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强烈渴望，党再次清醒地研判时代特征和人民期盼，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

策。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因为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历史
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所系、中国人民幸福所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必然会到来。

总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新“历史决议”通过全面总结百年重大成就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干了什么，通过系统总结百年经验科学回答了是如何干成的，其中大历史观是重要的方法论，而且，立

足于大历史观，决议还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意义，从而让全党进一步牢记“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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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Ｒesolution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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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Ｒ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
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dopted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rich in content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it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main theme，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r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
ods based on its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considering
both history and future，it figures out why the Party was able to succeed in the past and how the Party can
continue to succeed in the future，which reflects the resolution’s spirit or core problem consciousness．
Third，based on broader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the Party’s endeavors over the past
century are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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