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既无比波澜壮

阔,又异常艰辛曲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

和精神财富。学习党的历史，不是仅停留于学习

和了解党的历史故事的层面，而是需要以科学的

理论为指导，深刻理解故事背后的历史逻辑，从

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2021年1月，北

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炳林等著的《中共党史学

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一书，重点围绕党史学科

的基本理论问题，对党史研究应该遵循什么原

则、采用什么方法、恪守什么样的学术规范以及

如何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等重大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对我们当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坚持正确的党史观

学习党史，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行认识和评

价，即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指导党史学习的问

题。唯物史观是党史研究的历史观，运用唯物

史观指导党史学习，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而且因为唯物史观是人

们认识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是从历史发展过

程中总结经验和揭示规律的认识理论。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强调，党史学习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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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在该书

中，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详细阐述了如何

科学地评价党史上的人物、事件、会议等关键

问题，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读者运用唯物史

观指导党史学习的生动教材。在党史学习中遇

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历史虚无主

义对党史学习造成的认识上的迷惑问题。本书

专门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表现及危

害，并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

判，向读者展示了唯物史观的真理力量。例

如，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经常用到的历史假设问

题，作者认为，历史假设需要看到历史的复杂

性，要结合每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

综合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才可能成为当前的

参考。整个历史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趋向发展

的，历史研究要尊重这种规律，不能抛开历史

发展趋势和具体的历史条件，随意虚构所谓的

“可能性”。历史虚无主义者恰恰是不顾客观实

际凭空想象，把推理当作史实，在他们的笔

下，“假设没有……”“便会怎样……”成了惯

用词，以此描绘出一幅虚幻的历史画面去混淆

是非，这违反了最基本的历史逻辑。作者运用

唯物史观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在理论和实

践上为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提供了重要指导。

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党史学习是以党的全部发展过程为学习对

象、揭示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活

动，是否采取科学的理论方法，决定着我们是

停留在纷繁琐碎的党史故事层面，还是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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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党史故事，认识其背后的历史逻辑。

我们强调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党史学习，决

不是套用现成的公式，而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

前提下，根据党史学习的对象和内容选择具体

的方法和理论。在该书中，作者认为，不管是

从认识论层面分析，还是从学科分类标准来

看，“中共党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

基于对党史学科性质的分析，作者在本书中专

门用一章的篇幅分析了党史学科的研究方法，

包括社会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个案研究

方法、口述史学方法，以及心理史学方法、计

量史学方法等。例如，在谈到个案史学的研究

方法时，作者认为，我们主张微观研究，绝非

是告别“宏大叙事”，走向无关宏旨的“琐碎史

学”，走向“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

史”，而是主张将微观研究展现出来的历史本来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与宏观研究的理论性的结

论进行比对，最大程度地展现历史的原貌。这

一过程正是考验微观史学研究者理论分析功力

的试金石。如果没有理论分析，只是强调史料

搜集、考据的重要性，这些“个案知识”就不

能成为经验与概念连接的桥梁，也就只能成为

没有价值的孤立史料。本书提供的这些党史研

究方法，为我们通过历史表象看清历史发展的

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三、正确处理好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

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资政育人。法国年

鉴学派认为，史学的作用是对人类历史进行系

统的认识，这种认识的需要与动机是现实所给

定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及对人类生活各层面的重大影响，才促使人

们去研究经济史；正是现代社会人口问题的迫

切性才促使人们去考察历史上的人口；正是工

业发达带来的环境污染才使人们去研究独立环

境史、气候史，等等。”那种“为历史而历史”

的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与旨趣。

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

动规律的科学，只有正确处理好政治性和科学

性的关系，才能从党史研究中看成败、鉴得

失、知兴替，以经验教训指导社会发展。1942

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

就曾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

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

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在本书中，作者认

为，党史学习必须要处理好政治性与科学性的

关系，才能推动党史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发

展。科学性，也就是学术性，我们强调党史研

究的学术性，是指党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

样，都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和学术追求。党史

研究的学术性、真实性越强，就越能从中引出

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实践。之所以明确界定党

史学科的性质，就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指导下，运用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

究党史，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把历史结论

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

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是，强调党史研究的科学

性，并不意味着忽视它的政治性特点。作者认

为，政治性是党史学的鲜明特征，不能离开政

治性抽象地谈它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因此，党

史研究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始

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遵守党的决议，准

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不能抹黑或歪曲，更不能

否认党的领导。

总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全党

上下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之际，《中共党

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 一书出版，可谓正逢其

时，特别是该书从政治性、学术性和理论性的

维度，系统回答了党史学习要坚持的原则、立

场和方法，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价值。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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