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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近代史看百年党史的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夏春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

质。①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准确把握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党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和发展。习近平同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首先讲党创建的历史背景，

正是从作为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谈起的。
“七一”讲话郑重指出，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拯救民

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

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② 这段话言简意赅，对澄清一些涉及

中国近代史的模糊或错误认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譬如，正面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肯定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开篇的历史意义。今年是金田起义 170 周

年，而近些年社会上出现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的偏向。有人甚

至在党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曾国藩的功业是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赞许湘军“超越一

般意义上的地方武装，成为近代中国军事精神的写照”。还有人轻侮革命，大谈所谓“民国范儿”。
这就颠覆了历史，混淆了是非曲直。再如，“七一”讲话明确指出中国在 1840 年后逐步成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所作的科学判断，毛泽东新民主主

义理论早就对之作了深刻阐释，但近年来却受到无端冲击或质疑。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

会形态说，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封建社会，甚至明确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釜

底抽薪，从源头上否定了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和执政的

合法性。
所以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党史观至关紧要。要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180 多年的历史，

特别是党的百年奋斗史，有个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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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带领人民进行的百年奋斗史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按照时

序深情回顾了党的百年历史，归纳为四件大事，首先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 28 年夺取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这 28 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尾声，是这段历史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 ; 是中国共

产党从诞生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是其百年奋斗历程中筚路蓝缕、夯实基础、开辟未来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
百年党史是前后接续贯通的一个整体。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牢记初心使命、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一百年，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

新的一百年，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历史发展大势的一百年，是在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风雨同

舟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一百年。以上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

本质。一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 28 年的历史，对此作了生动、极具说服力

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广大民众和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投袂而起，一次次抵御外侮、血战到底，一

次次奔走呐喊、苦苦求索。这些抗争与探索汇成时代洪流，不同程度推动了历史进步，但均告失

败，清末维新思想家谭嗣同遂有“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之悲叹。长夜漫漫，寻路

最难，也最紧迫。中国共产党作为崭新的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新兴的工人运动相结合

的进程中应运而生，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基于帝国主义侵华和国内阶级

斗争的现实，党科学阐释了中国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给近代中国

走出黑暗指明了方向，从而科学解答了谭嗣同之问，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诸如实业救

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虽有进步意义，但终究治标不治本。在近代中国，要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就是反帝反封建。党带领人民

为此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慷慨捐躯。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

结合亲身见闻，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行，把祖国喻作“生育我们的母亲”，疾呼“救

救母亲呀! 母亲快要死去了!”号召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②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

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 1949 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憧憬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来

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

可能性”。③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路人和主心

骨，党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牺牲和创造，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 党团结

带领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开创了历史新纪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 推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证、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主动的精神力量。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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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坚信新中国前途光明，会面貌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

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

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① 可以告慰先烈的是，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

愿，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的

进步潮流。这涉及学习的动机，学什么、怎么学; 路径不同，命运与结局迥然不同。清朝统治阶级内

部的洋务派官僚以“中体西用”为主旨推行新政，百般维护旧思想旧制度，属旧瓶装新酒，洋务运动

因而走进死胡同。民国初年，中国煞有介事地照搬西方那套政治制度，设国会、推行多党竞选，结果

有名无实，却引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很快陷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境地。中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拥有了观察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至于

中国革命道路具体该怎么走，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答案，要靠党自己去摸索。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

个支部，起初存在“左”倾错误倾向，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具

体表现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搞“城市中心论”，脱离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主体

这一基本国情。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中国革命遭受严重失败。毛泽东等人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马恩列斯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郑重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苦难走向辉煌。中共七大将毛泽东

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突出表现

为创造性解决了此前未能解决的农民、农村问题，使中国革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② 作为中国旧式

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以农民为主体，无力挣脱旧思想的束缚，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则成功地动员、组织并改造农民，使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 尤其是通过延

安整风运动，使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还在思想上入了党，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

先锋战士。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之一。百年党史从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的角度讲，就是历经艰辛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独创性地走出了两条

新路: 创立毛泽东思想，成功开辟中国革命新路，创造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

了积极探索; 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开辟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使

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阔步走向繁荣富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始终充满活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不懈奋斗，始终努力讲新话、走新路、开新局、谱新篇，在一脉

相承、与时俱进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党的创新创造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以五千多年

厚重璀璨的历史文化作为滋养，以长期奋斗实践和丰富的执政兴国经验作为依托。独立性保证了

创造性，创造性支撑了独立性，凸显出大党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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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始终引领发展进步。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

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①党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在洞察和把握历史大

势中顺势而为，始终勇立时代潮头、掌握历史主动。党诞生前夕的历史大势，国内是中华民族大

觉醒、各种新思潮交锋碰撞，国际上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中华民族寻求自

立自强与世界无产阶级寻求解放这两股时代大潮交汇激荡，呼唤产生新的政治力量领导民族民

主革命。党应运而生，自然走在了时代前列。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抗日救亡、共赴国难与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构成历史大势。党顺应这个大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全民族抗战

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侵略赢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充分彰显了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实

现民族独立，则一举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顺应了亚非拉

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一历史大势。顺势而为、走在时代前列，必然顺乎民心、充满生气。作

家王蒙回忆说，1946 年他在北平念初中，第一次遇到中共党员，即来家中做客、作为中共代表在

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李新( 后来成为党史名家) 。王蒙拿李新的言谈与从广播中听到的国民

党某要员的讲话作对比，认为前者是为民立言、自信、雄辩，后者官气重、拿腔作调、文理不通。
他不禁感叹:“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

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

量的。……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②事实上，党对文化改造有具体思考。毛泽东早

在 1940 年就指出，党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

有新文化，“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

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

目的”。③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百年来，党始终敢为人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带领

人民取得非凡成就，诸如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五千年文明，使之在现代化进程中焕

发新活力、呈现新形态，使人们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 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

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在苏东巨变背景下逆风飞扬，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勃勃生

机; 使具有 70 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总之，党的百年奋斗彻底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

世界。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本质是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人心向背关乎事业成败、政

权存亡。太平天国为反抗封建腐朽统治而兴，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倡言将“乖离浇薄之世”
改造成“公平正直之世”，号召“斩邪留正”，强调世人都是兄弟姐妹、天下一家，唤起下层民众打

江山的激情。但支配洪秀全思想和行为的终究还是旧思想旧制度，严判上下尊卑，后期更是沉溺

于营造“爷哥朕幼”体系的洪氏家天下，漠视大众利益，导致内部人心离散，迅速走向败亡。孙中

山先生 1894 年创建兴中会，是近代明确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第一人。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

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但这场革命未能动员广大农民参加，对

中国社会结构触动有限，没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鲁迅小说《阿 Q 正传》以犀利笔触描述了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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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中国农村波澜不惊、换汤不换药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信奉唯物史观，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党的根基和血脉所在。毛泽东早在 1934 年就精辟指出: “真正的

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

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①如何赢得人民群众

的拥护和支持? 靠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不是一

句空话，而是看得见、摸得着。譬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农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农民

在党的领导下分到梦寐以求的土地，翻身做了主人，故而自觉将自身命运与红色政权紧紧连在一

起，欣然听党话、跟党走。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留下太多感人故事。红军长征至湖南汝城县

沙洲村，三名女战士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临走时将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留下②，让老百姓

感悟到了什么是共产党。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

的。”③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党不竭的力量源泉。从本质上讲，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

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休戚与共，党性与人

民性是高度统一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共七大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其一便是密切联系

群众。党始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致力于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
赢得民心，也就赢得主动、赢得未来。一百年来，党闯过一道道关口，战胜无数风险挑战，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从建党之初 50 多名党员，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近 450 万名党员，到今天已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党带领人民已走过万水千山，新征程还会继续跋山涉水。我们会走好新的长征路，会走得更加从

容、自信和坚定。
树立正确党史观是树立正确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

流本质，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研究民国史，要与中共党史研究、新民主

主义革命史研究相结合，不能将彼此切割开来。说到底，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

( 责任编辑: 葛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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