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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央宣传
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编写
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下简称《简史》） 在
全国发行。《简史》 严格遵守两个“历史决
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
系统总结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宝贵经验，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
学习党的历史，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简史》的写作风格与特点

《简史》 共 10 章 70 节，约 28 万字，虽
然篇幅不长，却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
性、可读性于一身，是一部思想深刻、通俗
易懂的党史著作。今年7月，《简史》荣获第
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荣誉奖。

《简史》 坚持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党史主要是研究党的过往和历史的，但目的
是面向现在和未来。与以往中央批准的党史
著作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
历史》相比，《简史》用更大比重描述了当下
的实践，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有助于更
加清晰地分析大的历史趋势、把握历史规
律，也有助于我们站在更宽广的时空视野理
解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简史》 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
史既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有
高度的科学性。党史工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
重要阵地，必须坚持“党史姓党”“党史为党”；
与此同时，又必须遵循史学规律，坚持实事求
是原则。例如在一大代表问题上，与以往党
史相比，《简史》 没有直接罗列 13 位代表，
而是用了“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
议”的表述，并使用分号与其他代表分隔，
突出了包惠僧作为私人代表的特殊性，更加
符合历史事实。《简史》以科学与真理为原则
撰写历史，始终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
上，确保了导向正确、观点明确、史实准确。

《简史》 坚持史料和史论的统一。《简
史》 的一大特点是夹叙夹议，把基本的理论
观点寓于对历史的生动叙述之中，不作空泛
的冗长议论，不作大段的材料堆砌，同时在

史料使用上兼顾档案文献资料、口述资料甚
至是民间俗语，让事实说话，又以史为鉴。
例如，在描述湘江战役时，引用了当地百姓
流传的“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令人在痛惜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8.6万多人锐
减到3万人的巨大牺牲的同时，对“左”倾错误
的危害有了更直观和切身的认识。《简史》注重
史论结合，在记述一段事实后，往往会有精
要、精彩的评论，既有以史为主的厚重历史
感，又有以论贯通的深刻理论性。

党的光辉历史的主题主线

《简史》 记录了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
突出了主题主线，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功绩；同时不回避历史教训，坚持以史
为鉴、在实践中发展真理。

《简史》 充分反映了党的光辉历史是党
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
奋斗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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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简史》以事实阐明中国能够取得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同人民群众保持
血肉联系，依靠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业。

《简史》 充分反映了党的光辉历史是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简史》再
现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以事实阐
明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根本经验就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论证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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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史》 充分反映了党的光辉历史是一

部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简史》详细
描述了思想建党、整风运动等如何推动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历次党代会如何推进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十八大
以来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自我革命。

《简史》以事实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
永葆青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根本原因就
在于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把党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

《简史》 充分反映了党的光辉历史是党
不断通过伟大实践创造伟大精神的历史。与
以往党史著作相比，《简史》首次构建起绚烂
夺目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
头，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抗战精神……《简史》 以事实阐明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能够攻坚克难，就在
于百年精神谱系能够团结人民群众凝聚奋斗
动力，能够鼓舞党员干部淬炼奋进的毅力、
提升奋斗的能力。

明理增信笃行

认真学习《简史》，不仅对于我们学好党
史具有重要作用，还有助于我们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做好现实工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学习 《简史》 有助于我们坚定继续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自觉。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
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
选择，人民的选择。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不惧任何风险，不为外界所惑，不走封闭僵
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学习 《简史》 有助于我们增强信仰、信
念、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新的
历史时期，必须坚定这份信仰、信念和信
心，勇于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前进。

学习 《简史》 有助于我们提高攻坚克难
担当作为的勇气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
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在新
的历史时期，新的共产党人必须自觉用所学
所思改造主观世界，自觉担当使命，在新时
代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作者系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副
教授）

庄重典雅的15函深蓝、160册，以线装
影印方式收入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传奇、
杂剧138种，书名签上繁体的“古本戏曲丛
刊十集”字样，宣告了总十集的收官。

《古本戏曲丛刊》（下简称 《丛刊》）
全十集，共收入元、明、清传奇、杂剧等
1193 种，合计成书 141 函 1398 册，是当代
古籍整理出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7月23
日举办的“六十载使命接续 千百卷传奇完
璧——《古本戏曲丛刊》 编纂出版座谈
会”上，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谈起这一浩
大工程，为之欣悦，又不免嗟叹唏嘘。

当年策划 《丛刊》 的郑振铎先生，若
得知这套书的编纂几经断续，终在国力强
盛的今天完成，会含笑九泉吧？

戏曲在中国古代一直属于“小道末
技”，为正统文化所鄙弃。历朝历代，体现
为“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馆文库都不收录
戏曲剧本，任其长期流散、自生自灭。但
戏曲却是最接近人民的文学形式，它形象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思想情感，
表达着他们的理想、愿望和追求。在农村
临时搭起的戏台上、在庙宇或游艺场中演
出的戏曲，传达出人民对贪官、恶霸的
恨，对正直忠贞英雄的崇敬，对负屈含冤
男女的同情……将最朴实的价值观植入一
代代人心中。

上世纪 50 年代初，时任文化部副部
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组召集人的郑
振铎，曾设想用三四年时间，搜集印刷
1000 种古代戏曲剧本，“作为研究之资”。
他主持编纂 《丛刊》 初集至第四集，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

1958 年，郑振铎先生不幸殉职，吴晓
铃先生主持编纂。为配合新编历史剧的讨
论，1964 年，《古本戏曲丛刊九集》先于第五
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收清代宫廷大戏10种。

20 年的停顿后，在时任国务院古籍整
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的推动下，《古
本戏曲丛刊五集》 1986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

“如果没有《古本戏曲丛刊》，150万字
的四卷本 《中国戏曲发展史》 根本无法完
成。《丛刊》实现的是学术的积累，是文化
的传承。”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廖奔在书
面发言中说，上世纪 80 年代他和刘彦君准
备撰写 《中国戏曲发展史》 时，得益于在

《丛刊》 中轻松读到的几百部古代戏曲剧
本。而此前，除 《元曲选》 和 《六十种
曲》 外，其他古代戏曲剧本多散见于各地
公私藏书之中，一些还藏于海外，许多稀
见珍本，即使知道所藏处所也不一定能见
得到。廖奔认为，《丛刊》对推动戏曲学科
的建设功莫大焉。

《丛刊》能够完璧，还要感谢程毅中先
生。2012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
书局编审程毅中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
递交了 《关于完成 〈古本戏曲丛刊〉 的建
议》，建言将其纳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项目，使其完璧。《丛刊》第六、七、八集
的编纂出版工作很快被列入 《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谈起此书也
百感交集。之前他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
一心想完成《丛刊》，连版权归属都搞清楚
了，但程毅中先生说，国图出版社在善本
搜集方面更有优势，“书比人、比出版社都
重要”。

2014年1月，《丛刊》重启。负责选目

及版本确认的戏曲文献专家、北京语言大
学教授吴书荫忆及底本浩繁使搜集变成巨
大工程，多次遇到有目无书、有书无目、
收藏状况与记载不符的情况，工作人员甚
至要从危楼里扛书箱下来一一找寻。

60多年中，《丛刊》先后由文学古籍刊
行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
华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接续出版，来
自五湖四海的几代人为之默默付出，正是
这一充满社会责任感与学术道义的接力，
成就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丛刊》 的出版，填补了中华文库“经
史子集”四部之阙项。收笔之际，记者喜
闻 《丛刊 （六、七、八集）》 荣获第五届
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重视学史用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传统。早在 1942 年 3 月，毛泽东在
延安整风运动中就为党内高级干部专
门作过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的辅导
讲话。

讲话中他提出了“为什么要研究
党史”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开宗明义
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
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
把事情办得更好。”党史研究“对研究今
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
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毛泽东诙
谐幽默地形容自己“靠总结经验吃
饭”。编史学史用史活动贯穿延安整风
运动始终，对全党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加强团结、凝聚力量起到非同一
般的作用。

毛泽东明确了党史研究的对象：
“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
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
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
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

“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
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
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从这种大历
史观出发，毛泽东率领党成功开辟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总结了研究党史的科学方
法，通俗而形象地提出了“古今中外
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

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
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
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
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
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要把辛亥革
命以来党领导人民参加五四运动、大
革命、内战、抗战的“古今”，把中共
同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
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

“中外”联系起来研究，提出研究党史
必须全面看，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
客观原因。

毛泽东阐明了研究党史的基本立
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
心。”毛泽东认为列宁等苏联布尔什维
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
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
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重温这份中共第一篇关于党史研究理
论和方法论的专论，我们可获得如下
启示：

第一，善于总结运用历史经验是
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也是推动党的
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要通过百年党史学习明理增信
崇德力行，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
聚起推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
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二，全面客观地研究党的全部
历史是党史学习研究的科学方法。百
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
承赓续，不能支离破碎地理解党史、
不能以一得之见解释党史，更不能按
己所需地剪裁评判党史。只有在联系

“古今中外”基础上，准确把握党的历
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才能
科学把握历史规律，团结带领人民走
好新时代赶考路。

第三，立足中国实际、增进历史自
信、把握历史主动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新境界。“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
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
界。”“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
来，从中国共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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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新的征
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
命、开创美好未来。”

跨越 70 余年时空，一样坚定的历
史自信，一样恢宏的历史担当。习近平
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系统阐述
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根
本要求。我们要从百年奋斗中增进自
信、汲取力量、坚定走自己的路，推动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新的历史奇迹。

第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落到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
来，用好党的历史这本“最生动、最
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弘扬“延安整
风”精神，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
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
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团结带领
14亿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伟业。

（作者系《人民公安报》副总编辑）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
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
心向阳开……”这一英雄赞歌唱出
了共产党人坚韧勇毅的精神品格，
深深打动人心。1964年9月，根据
长篇小说《红岩》改编、创作的歌剧

《江姐》在北京上演，由阎肃作词、
羊鸣等人作曲的《红梅赞》被广泛
传唱，影响了几代人。羊鸣回忆
说：“当时，我们受毛主席诗句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的启发，思路顿开，创作了歌曲

《红梅赞》。”
说到红色经典歌曲，在我们

脑海里，总会有几段动人旋律跃

起。戴永汉先后采访 40多位艺术
家、历经 7 年编著而成的《百年歌
声——中国经典歌曲的故事》，以
收录的 215 首歌曲，讲述 100 年中
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努力奋斗，
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
史时期所产生的经典歌曲背后的
动人故事。

每一个歌曲故事看似独立，
却又以时间线串连；一组歌曲往
往折射出一个时期的历史缩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瞿秋白
将最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
歌《国际歌》译成中文：“这是最
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
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在当
时的工人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
开展工农运动，涌现出许多宣传
群众、鼓动革命、爱党爱国的革
命歌曲，如《赤潮曲》《国民革命
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

90 多年前，工农革命军从湘
赣 边 界 出 发 ， 经 “ 三 湾 改 编 ”
后，翻山越岭抵达井冈山，建立
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铸就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这一
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歌曲有 《三湾
来了毛委员》《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苏区干部好作风》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中央苏区的党政机关及红军在十
分危急的境况下踏上了长征之
路。歌曲 《十送红军》 描绘出红
军主力队伍离开中央苏区时，老
百姓的依依惜别之情：“深情似海
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归
乡。”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生死相
依的深厚情谊。

党 中 央 带 领 红 军 到 达 陕 北
后，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延安颂》《二月里来》《黄河大合

唱》 等歌曲动人心魄。许多有志
青年唱着“啊，延安！你这庄严
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
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革命
实践的洗礼中，最终成为中国革
命的中坚力量。延安文艺座谈会
召开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贯
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
针，《东方红》《南泥湾》《翻身道
情》《绣金匾》《军民大生产》《解
放区的天》 等歌曲唱遍了各抗日
民主根据地。当时，中国共产党
领导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
片，自力更生开荒生产、纺棉织
布，如 《南泥湾》 中所唱的，把
荒凉贫瘠的南泥湾建成了“处处
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
江南。

这 些 承 载 着 革 命 历 史 的 歌
曲，从一诞生就带有鲜明的“红
色”印记，对当时社会和后世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得到人
们由衷的喜爱，堪称歌曲艺术见
证历史的活化石。阅读该书，我
们可以从歌曲创作和传唱的层面
了解历史，在歌曲故事中感悟党
的伟大精神。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

□ 李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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