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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姜辉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著的“新时代这十年”丛书（当代中

国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

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记述了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努力用学术话语和历史视野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彰显“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该丛书在首卷开篇确定了“新

思想引领新时代”的立意，并在各卷

首章深刻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论

证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突出党的全面领导的极端重

要性。该丛书以严谨的理论逻辑

和铁一般的事实，深刻阐明“办好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深刻阐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展望未

来，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

强有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

轮在新时代新征程乘风破浪、扬帆

远航。

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始

终。该丛书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体现在各卷各章中，全景式展现了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伟大力量；强

调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永远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

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

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全面展现新时代十年历史性成就
——“新时代这十年”丛书简评

何 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

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

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作为中国人民在

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

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所坚守的中华文化立场，充分彰显了我们党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

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智

慧，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源泉

所在。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着每个人，文

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化人。《易经》中说：“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今天，我们要以文化人，

就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刻把握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成为经久不衰的

活的文化。以文化人，客观上要求我们每个

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修身的智慧。《孟子》说：“天下之本在

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说：“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一体、家国同

构，既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深层逻辑，也是

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内在支撑。修身是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修

身既是个人层面的要求，也是社会层面、国家

层面的要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修

身的智慧，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立德立身。“德者，本也。”立德立身是修

身的核心内容。我国古代先哲一贯倡导立

身必须先立德，要做君子不当小人，做到“喻

于 义 ”而 非“ 喻 于 利 ”，“ 怀 德 ”而 不 是“ 怀

土”。我们在立德立身的过程中，既要立意

高远，也要立足平实。一方面，立志于报效祖

国、服务人民。作为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 感 ，爱 国 是 一 个 人 立 德 之 源 、立 功 之 本 。

“家”与“国”向来是一体的。党员干部要积极

做爱国主义的坚守者和传播者，永葆对人民

群众的赤子之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另一方面，立足于做好小事、管好小

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

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些都是修

身的内在要求。党员干部要用高尚的道德操

守约束自己的言行，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

友的底线，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克己修身。修身就要克己，克己就得自

律。《周易·系辞》说：“惧以终始，其要无咎”；

《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些都是在告诫人们，要

始终保持警惧忧患心态，努力做到言行无过。只有心有所畏，方能言有

所戒、行有所止。每一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都是克己奉公、修身无私的典

范和表率，把立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落到实处，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

榜样。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干扰面前，党员干部要正确处理公

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不断涵养“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

治定力，努力抵御私心杂念的干扰、不良欲望的侵袭，稳得住心神、管得

住言行、守得住清白。

立志立业。立什么志、立什么业，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事关

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古人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根不植则

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这启

示我们，立业首先要立志，只有立大志、立长志，才能更好地做大事、成

大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年轻干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

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要立志做大事，不

要立志做大官”。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

斗。党员干部要切忌立志立业中带有功利倾向，而是牢固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政绩观，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骛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终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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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 中 央 高 度 重 视 对 历 史 的 学 习 研 究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

古知今，学史明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

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

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

经验，吸取教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坚定历

史自信，必须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

史、把握大势。

唯物史观开辟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
路，为坚定历史自信奠
定学术基础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历

史很重要，如何认识历史更重要。100 多

年来，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丰硕，归根结底

是因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我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家接续努力，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所具

有的开创性、民族性、广泛性特点，为我们

正确认识历史、坚定历史自信奠定了学术

基础。

开创性。唯物史观对于百年前的中

国史学界来说是新事物。在唯物史观指

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建设上，二是理论与

中国历史研究结合上。代表理论建设的

开创性著作是李大钊 1924 年出版的《史学

要论》，这本专著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

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

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等内

容，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构建史学理论的

最初尝试。代表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结

合的开创性著作是郭沫若 1930 年出版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写道：“谈‘国

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

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

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

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在这两

部著作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早期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

史大论战中崭露头角，扩大了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锻炼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

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涌现。

民族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我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历史的逻辑阐述

了对民族前途的信心。1938 年，翦伯赞在

《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写道：“自从民族

抗战开始以后，中国的历史又走上一个变

革的过程……中国历史的这一伟大转化，

直接是使中华民族跃入一个崭新的历史

阶段……这一胜利之获得不是‘历史的偶

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胡绳

在同年 7 月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中

也写道：“当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

一个伟大实践……在抗战中我们是更清

楚地了解了，用怎样的战略战术才能最有

效地消耗敌军力量，加强自己军力而最后

击退敌军”。正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正确运用历史

思维，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

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

广泛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越来越深入群众，体现出广泛

性的特点。 20 世纪 50 年代初，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的相继出版、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探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的大量

发表，引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

传播，50 年代关于中国历史上若干重大问

题的讨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反思

中走向进取，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史

学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4 年，党中央

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

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概论、中

外历史及各种专史方面产出更多重量级

成果，也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更大范

围得到广泛传播。

唯物史观推动人们
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
深入，为坚定历史自信
奠定群众基础

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

发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陆续出版了

关于中国社会史和中国通史的著作。这

些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编撰的学术著作，推

动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持续走向

深入，逐步坚定历史自信。

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在 1934 年出版

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这是用马克思

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开创性

著作。邓初民在 1940 年、1942 年先后出

版的《社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社会史教

程》，曾作为高校教材，对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史观产生重大影响。1947 年侯外

庐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

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关于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富有创造性

的著作，具有标志性意义。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在社会史方面又推出了许多有分量

的研究成果。

在通史方面，1941 年、1948 年，吕振羽

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下册，作者说

此书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

出来”。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20
世纪 40 年代初出版，该书的特点是肯定劳

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按照社会形态划分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阐明中国历史螺旋式

的发展特点。翦伯赞在 1943 年、1946 年

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与殷周

史、第二卷秦汉史，作者运用历史文献与

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把中国史置于世

界史的环境加以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编

撰中国通史成为热潮。举其要者，有尚钺

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主编的

《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

前三册、范文澜和蔡美彪主编的 10 卷本

《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的 12 卷本《中

国通史》等。其中，白寿彝总主编的 12 卷

本《中国通史》规模宏大、体例新颖、古今

贯通，堪称传世巨著。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编撰的这些社会

史、通史著作，推动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多

方面的深入认识：第一，中国拥有百万年

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

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千年来唯一

没有中断的文明。第二，中国这块富饶的

土地上曾经有许多部落、部族、民族生息

繁衍，经过千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

明，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

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第三，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

迫，虽然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的奋起反抗

屡遭失败，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

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四，人类

的历史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不同而

构成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

的正确道路。第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第

六，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

民的前途命运，今天的中国人民坚定历史

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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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史观在新时代
实现了新的深化和拓
展，为坚定历史自信奠
定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

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作为马克思主义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唯 物 史 观 也 是 如 此 。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

现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新 的 飞

跃。作为人类认识历史的唯一正确的历

史观，唯物史观在新时代实现了新的深化

和拓展，为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坚信党和

人民必将用新的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奠定了理论基础。兹举两例，以概其余。

一是提出“坚持人民至上”。李大钊

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指

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

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现

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

该自觉我们自己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

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

民的新历史。”相信人民群众和肯定人民

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是唯物史观的本质

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民至

上”，将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的思想传统和百年实践提高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高度，成

为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二 是 提 出“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司马迁的《史

记》是最早记述统一多民族国家面貌的伟

大著作，这一历史撰述传统对后世历代正

史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汉以降历朝

历代的民族关系中，历史文化认同作为一

条主线贯穿始终，显示出各民族共同开拓

中国疆土、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浇灌

中华文明、共同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共同谱写中国历史的特点。一个伟大的

民族共同体，必然有伟大的精神力量来维

系和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

念在中国历史中传承发展的结果，也是唯

物史观自身发展的表现。

从提出“坚持人民至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唯物

史观的最新发展，更能认识到蕴含在中国

人民中的磅礴伟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我们坚定历史自

信、坚信党和人民必将用新的奋斗创造新

的历史伟业的理论基础所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唯物史观 坚定历史自信坚定历史自信
瞿林东瞿林东

唯物史观开辟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发展道路，推动人们对
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
深入。坚持唯物史观
与 坚 定 历 史 自 信 密
不可分。唯物史观在
新时代实现了新的深
化和拓展，让我们的历
史自信更加坚定。

核心阅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古代先

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万物之源

得出的许多治国之道、为人之学、修身之

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蕴含的智慧结晶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

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历史和实践充

分表明，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其内在的基因密码就蕴含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神。我们要深刻领悟和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理直气

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

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内在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经过长期

实践的探索和检验、历史发展的沉淀和升

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内在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突出

体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和高度契合的论

断 上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马 克 思 主

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

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

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

我 国 传 承 了 几 千 年 的 优 秀 历 史 文 化 和

广 大 人 民 日 用 而 不 觉 的 价 值 观 念 融 通

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

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

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

国 人 民 在 长 期 生 产 生 活 中 积 累 的 宇 宙

观 、天 下 观 、社 会 观 、道 德 观 的 重 要 体

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

度 契 合 性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融通和

高度契合的，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互促共进、共同推

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深层原因。这是

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

关系认识的极大深化，无论是在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

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这里择其要者略举几例。党的思想

路线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汉书》

所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相契合；唯物

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关于认识论和

矛盾论的观点，同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

的 唯 物 论 和 辩 证 法 特 别 是 关 于 知 行 合

一、福祸相依等的观点相契合；“天下公

义”“兼容并蓄”“集众思，广忠益”等思想

主张也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我们党曾创

造性地以“小康”这一富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意蕴的概念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目

标；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

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积累形成的“亲

仁善邻、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和谐共

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理念中的有

益成分相结合，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进一步研究和提

炼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

合之处，并以二者契合之处为着力点和

切入口，推动二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

造性结合。比如：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

主义的远大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的思想；马克思主

义集体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克己奉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绳不挠曲、法不阿贵、行

义以正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

设的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以化

人、文以载道、弘道养正的思想；马克思

主义消费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道

制欲、不为物使、俭约自守的思想；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

行 合 一 、以行为本、以知促行的思想；等

等。这些都可以立足新的时代条件，经过

深入研究和创新发展，进行有机贯通。面

向未来，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需要我们在认

识和实践上付出更大努力。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

究员）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高长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