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和发扬重视吸取历史经验的好传统

尚庆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

传统。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

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这一重大判断阐明了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性

与重要性，是对我们党这一优良传统的深刻揭示。2019 年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节

点，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历史规律，并将历史有机地融入到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现实实践中，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重视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

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经验中可以观成败、鉴是非，也能晓真理、明规律、知

方向。而重视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恩格斯曾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

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

“天才发现”，首先就是以“历史观”的形态而出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建基于对唯物主义自然观、费

尔巴哈“半截子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超历史观”等的批判之上，可以说“是

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一方面构建出了科学的社会历史宏观解

释框架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和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社会的本质，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实

现机制，物质生产、人本身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历史发展的进程，等等。这无疑也为当

下我们科学认识历史、审视历史、研究历史提供了根本方法和基本框架。

其一，人类历史是在无数次的“交替”“改变”中前进和发展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历

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

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

的环境。”换言之，历史就是一个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进程中继承的过程。而新中国成立 70年

以来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不断沿承前人成果、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历史。

其二，现实的人是在特定历史进程中活动的历史主体，人创造着社会历史。这也意味着人在客观历史



规律面前并非是消极被动的。可以说，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邓小平就曾指

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

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其三，在历史事实之后进行回溯并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真正把握历史事物发展进程中的内在必然性

和历史规律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

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正是从回顾 500 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历程与前景，

从而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

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更加明确地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

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

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

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而重视吸取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运用历史眼光掌握发展规律，无疑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乃至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克敌制胜的根本锁钥。

重视并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

进的重要路径。毛泽东就十分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与规律加以

总结提炼。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大多数著

作都是科学总结党领导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国具体推进社会

主义建设、寻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构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

核心问题。在不断探索中，我们党进一步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命

题的诞生。

从 1957 年反右扩大化到“文革”结束，由于未能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

段弯路。这也意味着，历史经验是一个开放而不僵化的体系，而要想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就必须结合生动变

化的新的实际，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是着重在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和辩

证思维指导下展开经验总结，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纵深。一方面，通过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后

30年的历史进程，重新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对这一段历史经验科学总结的集中表现载体。另一面，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和“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加之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历史经验的思考，从中国

的具体实际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命

题。而邓小平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也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作为社会主

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命题的赓续

回应和理论升华。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中升华理论，并用之指导实践，在“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并从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的，从而构

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重视吸取历史经验的现实启示与当代价值

重视吸取和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赓续前进的重要法宝，也是一项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节点，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重要节点，深刻认识党重视吸取历史

经验的现实启示与当代价值，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找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

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第一，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既要善于总结成功经验，又要勇于总结历史教训。历史经验既包括促进社

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包括失败衰乱之世的惨痛教训。不可否认，成功的历史经验是建立在对客观规

律深度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对于实践具有鲜明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失败教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纵观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不断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历史。毛泽东曾在 1936

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一方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

验，另一面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由此推动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而在改革开放新时

期，也正是因为邓小平对毛泽东留下的“双份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科学态度和

辩证分析，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平稳推进。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

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第二，重视吸取历史经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是我

们党不断发扬的一大优良传统。在总结改革开放 40年经验之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必须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而要想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也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依托，力求给予合乎历史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的回答，如此才能

对历史发展真正起到推动和启示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

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自觉站在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从历史的、全面和发展的、

实事求是的、辩证的观点出发来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倾向。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历史经验的错误总结和人为扭曲。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既不能割

断历史，也不能虚无历史。

第三，结合中国实际经验，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推动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创新。历史经验

的总结就是要在实践与再实践的基础之上，不断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将实践经验在理论上概

括和升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紧密结合生动发展变化的实践，与时俱进地向历史学习，持续地、

动态地、及时地总结历史经验，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

律的认识，如此方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机活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政策是坚定

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每

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这也意味着我们坚决摒弃将过往历史经验置于神龛之中以教条式态度加以顶礼

膜拜的错误做法，而应采取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历史环境的变化加以发展和创新。

另一方面，要坚持将总结经验与理论创新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永远处于进行时之中，没有完成时。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从实践经验中汲

取理论的养分、不断建构出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的历史。而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坐标，

中国共产党人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实践经验，进

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发展实际经验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



义开放性特质的时代表达。在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条件下，亟待我们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

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

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