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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2月20 日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

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全党“要树立正确党史观”，之后又针对“如

何树立正确党史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观在新时代的丰富与发展。“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

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

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

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领导人党史

观的重要内容[1]。与以往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史观相比较

而言，其自身的党史观具有系统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三大特点。究

其本质来看，国家领导人党史观的形成，不仅得益于习近平自身

的实践经历，以及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并且与当前党和国家所客

观面对的社会环境以及现实条件息息相关，相关内容在学界已进

行充分探讨和仔细研究。由此，本文拟从大党史观的理论源流出

发，结合其所蕴含的实践内涵与现实关切，对近年来关于国家领

导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史观内涵，进行研究整合

和综述。

1　核心要义与理论渊源

从时代角度来看，任何理论的形成都存在着一定的源流，

同样也是对先前理论成果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我们不难知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其中的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不可否认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

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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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也同样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

之中。

而国家领导人的“大党史观”的相关理论基础及核心要义，以

往学界相关研究丰富多彩，兼容并包，呈现出角度详实的广而博

的特点。

1.1核心要义

朱孟光在《习近平党史观的核心要义、理论特质与时代意蕴》

一文中提到，对于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的核心要义部分，最重要

的是能够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研究梳理，并逐步总结精炼出其中

的理论特质，方能展现其时代内涵。朱认为，从整体性中的思想

视角来看，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的核心要义既包括“以对党史战

略重要性的认知与定位为基础”，“以党史分析研究的科学理论方

法为基本指”，又包含“以充分发挥党史功能作用为目的”[2]，这

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内涵体系。

首先，我们要将党史国史看做是一个关乎上层建筑的“重大

政治问题”。故朱提及“始终从讲政治的高度，对意识形态领域的

斗争保持高度政治警觉和清醒认识”，着眼于党国的未来发展大

局，将其视为能够不断向前稳步推进党与国家各项重大工作的战

略态势。

其次，我们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历史观以及方法论

作为指导方法，对我国党史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评述。朱在文章

中同样详细分析了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较为科学的方法，包

括以实事求是作为根本原则，树立整体国家历史观，坚持辩证发

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以及具体分析历史评价所处于的历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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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时代条件，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的基本指导理念。

最后，我们同样需要充分发挥党史的功能。朱孟光在文章中

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主要是集中在党史的认知、镜鉴和教育角

度。通过研究党史，不仅可以增强化人们看待问题的历史眼光，树

立历史的思维，通过总结党史中的各种经验，逐步把握历史的发

展规律，便可以“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3]；又可以通过借

鉴党史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中吸取历史带来的教训，以避

免再度发生错误和少走弯路；同时又可以实现社会思想滋养和社

会教化。充分发挥党史的功能作用是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的最终

落脚点和目的所在。

1.2理论渊源

在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通过借用唯物史观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借此形

成了关于历史本体、历史主体以及历史发展运动等的重要历史观

思想论述。而科学的理论观点和完善的理论架构的形成离不开特

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对先前理论成果的合理继承与逐步发展。

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的形成也必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

基本观点的累累沃土，以及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几代主要

领导人的先前党史观的吸收与更新。

高姣姣、贾尧在《习近平党史观探析》[4 ]中提出，国家领

导人的党史观的形成的理论逻辑既包括先前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这一最根本的理论内核，也以较为鲜明的群众观作为其坚

实的理论支撑。高与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关人类社会发展

阶段的相关研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都可以说是以整体世界

的宏观历史进程为其着眼点，并以历史的长度作为研究的出发

点，由此得出科学的有关结论。而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一个较

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历史观，即其着眼的是中国历史的纵度并于

大世界历史的广度，并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发展规律中，

逐步探索形成了理性辩证看待党史问题这一根本观点。同时，针

对有关人民群众的问题，高同样提出了在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中

所包含的人民至上的群众观要求，在党史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宗旨，要善于从党史中汲取为

人民服务的动力和智慧[ 4 ]。”

冯思云、李文韬、方章东在其《习近平党史观形成的逻辑理

路》中同样提到，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继承和发展，也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

着重强调了其党史观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可忽视的光辉与

对以往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党史观的继承与发展。冯、李与方在文

章中提出，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位扎根于深厚中华文化素养的中国

共产党人，其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注重历史的思想，而其

思想中所蕴含的有关对于学习和研究党史中，所提出追求真实、

经世致用的鲜明观点，也就此形成了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的独特

性。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以

往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史观对当前党史观的塑造与进步产生了

重要影响。新的时代，国家领导人一如既往地重视有关党史的学

习与教育，由此体现了其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史观的沿

袭与革新[5]。

总的来说，国家领导人有关党史观的新思想，起源于客观性

的历史性认知，成长于主动性的历史自觉意识，超脱于宏大性的

历史广阔视野，并同时在理论逻辑上沿袭革新中华民族的优秀重

史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史论以及历任中共领导集体有关党史

观念的论述，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树立正确党史观”的

重大时代命题。[6]

2　实践内涵

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是其关于对党史的认知、对党史的学

习、对党史的研究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同时也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根溯源，国家领导人

的党史观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较为特殊的实践经历和个人履历，这

也为其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基

础性的保障。有关党史观形成所赖以生存的实践逻辑，学界虽

有所涉及，但相关内容并不完全丰富全面。

首先，在实践的内涵与逻辑方面，在冯思云、李文韬、方

章东的《习近平党史观形成的逻辑理路》中，从家风家训、个

人习惯和工作经历三个角度，对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的形成进行

了简单剖析和探讨。一是在家风家训方面，其受到其父亲和母

亲的言传与身教，凭借着父母的经历，使得国家领导人对党和

国家所经历的艰苦岁月有着较为充分的了解，也因此形成了坚持

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办实事的行事风格，也坚定

了其本人对党史和革命史学习的重视与强调；二是在个人习惯方

面，其本人一直坚持不放弃读书的良好习惯，并同时强调要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等好书，在汲取

古今中外的广博的文化智慧的基础上，逐步把它们浓缩为自己治

国理政的远见与卓识；三是在工作经历方面，国家领导人其早

期扎根基层的独特工作经历，对他的思想理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

影响，也为其党史观的形成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实践基础，“其

党史观中人民主体的思想，其根源就在于青年时期习近平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与使命[7 - 8 ]。”

而其次，在张璇颢的《习近平党史学习思想初探》中，则

以国家领导人其手不释卷的习惯为出发点，以对其自身的党史学

习与日常工作进行实例分析，以期对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思想进

行简单分析。张认为，国家领导人较为灵活的思维能力和高度昂

扬的文化自信，显著可知且牢牢扎根于其潜心阅读了国内外有关

历史书籍与马列著作，借此使其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和灵活多变的思维方法，同时也增

强了其历史的思维与思辨能力。通过对国内外经典著作的广泛阅

读，引发了国家领导人对于历史长河的深入思考，并运用历史的

眼光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社会事物发展前进的正

确方向，以客观立场看待社会现象，探索社会进步的方式方法，这

也为其日后的生活与实践工作打下良好且坚实的基础[9]。

总而言之，从实践逻辑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来看，借助少

年时期的家庭成员经历、青年时期的下乡插队经历以及成熟时期

的长时间的广泛工作实践，让国家领导人树立了认识历史、重视

历史和回顾反思历史的良好习惯，并将旧时历史与当代现实相结

合，以期进一步加深并体悟对历史的了解和感悟，为国家领导人

的党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且扎实的实践根基。而得益于其广博

的阅读所深厚积累的文化内涵，国家领导人所具有的独具特色的

语言风格、出口成章的诗词典故以及讲话发言中的旁征博引，无

一不彰显了国家领导人浓厚且高昂的文化自信、扎实且深厚的理

论功底。

3　现实关切

从当代视角来看，结合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两个一百年”

这一艰巨而深刻的时代任务和民族使命，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是

在面对新时代的世界形势、国家发展态势以及党内自我发展趋势

的大变化前，对如何积极应对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深

入发展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而作出的深刻时代思索与大国回应。“明

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国家领导人在各个重大场合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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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发言与论述，高屋建瓴、旁征博引、

体系完备，其中也隐含着重要的价值意蕴和价值。而在此视角

下的学界产出成果较为丰富，且内容详实全面，理论剖析深

刻，值得精读和探讨。

首先在朱孟光的《习近平党史观的核心要义、理论特质与

时代意蕴》中，从四个角度详细概括了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的

新时代意蕴的具体体现。一是“为新时代党史研究提供科学的

理论和方法”，这也是为实现新时代背景下党史研究的叙述结构

转变展现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方向；二是“坚定党

和国家的历史自信与‘四个自信’”，面对波诡云谲的西方资

本主义多种形式的渗透，如何借助思想武器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侵蚀，防范化解其对党史国史这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

历史意义的“消融”和“解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党和

自身国家历史的自信程度的进一步增强；三是“推进新时代治

国理政和治党新的实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式

下，逐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立健全国家

法治体系，并逐步实现党的自我发展，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最

后是“坚定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以承载过去、贯

通现在、融汇未来的大历史观看待中国共产党史，并深刻揭示

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在满凤磊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重要论述的思想内

涵与价值意蕴》中，同样对国家领导人关于党史重要论述的价值

内涵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但其主要内容和方面与朱孟光的文章有

很多相似和重叠之处，集中在党史理论方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员群众的教育上，在此就不多进行

重复赘述。

最后，在朱孟光的另一篇文章《习近平党史观的理论渊

源、文化底蕴与现实指向探析》中，则从能否“坚持住党的

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的时代命题出

发，对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进行剖析与总括。朱指出，纵观党

史观的现实指向，一是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

带来的危机的现实需求，在坚持大党史观的基础上可以分析并研

判国际发展大势，实现着眼于变局中开新局，并在此基础上做

到把握机遇，赢得挑战；二是“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

于‘历史的三峡关口’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中国的改革艰

难程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借助大党史观便可以实现从

过往的历史中不断吸收和汲取具有客观规律性质的经验教训，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是党史观赖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现实思

索与考量、时代使命与担当；三是回答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跳

出难以避免的“时代周期律”这一深刻命题的现实需要，不仅

着重关注如何解决自身存在问题，还要不断进行革命与自我革

命，坚持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更是破解当前面临的国家治理

上的“塔西佗陷阱”的大国方案与思考，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又一“赶考”路。

国家领导人的党史观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这一大历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核心理念，并通过科学的角度总结

并探究党史国史的时代的经验教训，同时深入分析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以及

“两个一百年”时代全局的现实发展形势，我们党和国家所亟

待解决的现实思考，进一步剖析我们党和国家在未来的各项重大

工作的深化趋向，也是对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认识情状

的新境界的探索。这对新时代背景下党史国史研究的方法论，

与当代治国理政实践论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价值。

4  结语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属于自己的、有着深厚时代背景和

时代特色的独树一帜的历史观。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画卷，

既有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厚重色彩，又有与时俱进

的光辉亮丽，还闪烁着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壮丽凯歌。

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的历史关键节点上，随之而来的新时代的不断发展、

多方面知识的不断增长和冲击、当代事实的更新换代，历史观

也要伴随背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实现自身的沿袭与更迭。在

总结党史国史的过去经历中，既要秉持着坚持实事求是、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核心态度，又要立足于当今时代新认识的崭新高

度。深刻认识并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

题，就是向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圈庄严宣告，在我们

党的领导下带领中华民族各族人儿女历尽千辛万苦，所找到的具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色彩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

中国文化，是中国经过长期亲身实践、摸索探究得出的基本经

验，也是经受得起历史检验证明并历久弥新的科学真理。以国

家领导人的党史国史思想为方法论，指引广大干部群众研读历

史、研究历史、重视历史，最根本和直接的现实意义就是能帮

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不断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夯实自我，

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尽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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