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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 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 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①

的构建思路, 而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正是基于此思路而开展。 因此, 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

性学术工程,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既涉及传统社会思想、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 社会主义理

论、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又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 国际格局演化密不可

分,② 是契合大历史观意义的学术探索, 期待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投入。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学叙述∗

赵朝峰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新时代十年”是中共二十大概括提出的专有名词, 特指中共十八大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十年。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是中共二十大报告对这一时期整体状态和成就的概括。 研究

新时代十年虽然可以有社会学、 政治学、 中共党史党建学等不同的视角, 但根据其内在特征应作为

中国当代史的考察内容, 并具有历史编纂学中断代史的特点。 依据中共二十大报告, 开展对新时代

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学叙述, 对于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中共党史都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加强当代中国史中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研究

具有历时性特征的“新时代十年”无疑属于历史学类的范畴, 应当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

共产党历史的“当代”范围。 “当代”即“当前这个时代”, 当代史 ( Contemporary History, Current His-
tory, History of the Present)是研究当前时代的历史, 既具有历史学的既往性特点, 又具有与历史认

识主体共时性特征。 由于受某些思想认识的影响, 当代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似乎是史学界有意无意

闪避的领域。 实际上, 当代史在史学家那里并没有缺席, 注重当代史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

统。 中国最早的“当代史”著作当属孔子作的《春秋》, “上揆之天道, 下质诸人情, 参之于古, 考之

于今”。③ 司马迁的《史记》, “虽叙三千年事, 其间详备者, 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④ 鸦片战争后,
在中华民族命运转圜的紧要时刻, 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年间有大量当

代史著作问世, 魏源的《圣武记》和《道光夷艘征抚记》、 梁廷枏的《夷氛闻记》、 夏燮的《中西纪事》、
王闿运的《湘军志》、 姚莹的《东槎纪略》、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皆如是, 并在推动中华民族意

识觉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发挥了先导作用。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研究当代史

也是推动革命实践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就是那个时代的当代史。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对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时期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了深刻总结, 恩格斯评价该著作“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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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 的确是无与伦比”, “是一部天才的著作”。①

与古代史相比, 当代史研究有其独到优势和重要价值。 就研究优势来说, 当代史研究具有便利

的资料搜集、 切近的研究对象、 鲜活丰富的现实观察和记述等先天条件, 这是时间久远的古代史研

究所无法比拟的。 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特别重视当代史研究, 他说: “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

要”, “以史学自任的人, 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 资料较多, 询访质证亦方便, 不以其时做

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 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 又不知要费多少

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 那么, 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 。②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史与研究者共时

性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更强的现实关怀性, 有着社会学、 新闻学的功能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

基人李大钊指出: “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 纵着看就是历史。”③ 可见, 当代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进行另一种社会学考察。 李大钊还把报纸报道看作是当代史研究, 他说: “报是现在的史, 史

是过去的报。”④ 当代史研究中体现的社会学、 新闻学特点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影响社会舆论、 优化社

会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 这也是古代史研究所无法企及的直接现实价值。 列宁深刻指出: “我们必

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当前的事件并力求使我们的描述能够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

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 能够促进运动的扩展。”⑤

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起步。 加强新时代十年的研究, 科学总结这一时期各

个领域的经验教训, 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使命任务。 中共二十大将新时代十年定位为“伟大变革”,
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学角度深入考察新时代十年所经历的“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时代背景,⑥ 系统

分析新时代十年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 全面研究新时代十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 通过

探讨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间的互动关系, 真切展现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过程和结果, 并依据

大历史观在比较中对新时代十年做出客观评价, 从而真正发挥历史研究求真和至善的学科功能。 从

这个意义上说, 中共二十大既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明确了新任务, 又是深化和延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契机。

二、 依照历史研究规律书写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

历史研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 形成具体的历史学记述。 学者们将其称之为历史学叙述

或叙事。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叙述和叙事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词意区别, 叙述是“把事

件的前后经过记录下来或说出来”, 叙事为“叙述事情”。 史学理论的一些流派认为, “叙事”是具有

特殊内涵的史观表达。 叙事主义者“对历史学文本性的强调, 得出他们否认了过往历史的真实存在

的结论”。⑦ 这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历史客观真实性和可认知性等有着根本的不同, 将使人

类对自己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认识失去任何意义。 因此, 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研究应当贯彻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叙人叙事, 客观叙写新时代十年的历史面貌。
历史是整体性的客观存在,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要从总体上呈现。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既成结果, 具

有与自然存在同样的客观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历史就是历史, 事实就是事实, 任何人都不可能

改变历史和事实。”⑧ 但历史不可能自我呈现, 必须通过历史研究实现重构。 而重构真实的历史必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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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念, 否则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 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

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这就克服了把自然和社会机械分离的形而上学观点, 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和自然相互影响而又

各自独立自成系统的整体。 因此, 研究新时代十年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 从中华文明史的视

角看, 这十年的伟大变革可以从人与自然交互关系中写就出具有广阔历史空间的总体史。 同时, 生

态文明建设也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 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 决心之

大、 力度之大、 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

的变化”。② 另一方面,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视角看,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可以着重考察这一

时期“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③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写出总体社会发展史, 也可以参考社会学的理论, 在深入研究社会诸要素及其

相互运动的基础上, 写出新时代十年的总体社会史。 中共二十大报告“从 16 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新时

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④ 为总体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但还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有机体

历史, 属于历史学研究中的专题史或专史, 尚需在横的方面进行整合。
历史是过去在时间上的演变发展,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要在过程上有反映。 人类社会有机体之

所以绵延不断、 生生不息, 是因为其具有沿袭发展的历史逻辑, 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正如马

克思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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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历史依次更替的继承和发展的逻辑。
一方面, “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 资金和生产力”反映了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历史联系性

和继承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 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

革都不是突然而至的, 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努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造了良好

条件、 提供了重要保障”。⑦ 另一方面, “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体现了人类在历

史主动中通过解决矛盾和问题实现了发展。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解决旧矛

盾和新问题而在认识和实践上的跃进, 中共二十大报告在强调十年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

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指出了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⑧ 因此, 研

究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和发展、 变与不变的逻辑中, 充分展现这一时

期采取的战略性举措、 推进的变革性实践, 以及实现的突破性进展、 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等, 完整呈

现历史发展的背景、 过程和结果的逻辑。
历史是与自然相联系的人类社会历史,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要生动呈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天地之间, 惟人为大; 历史发展, 人是主体。 历史由人类创造, 靠人类记录和认知。 历史研究不去

叙人则无以叙事。 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
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 其实, 正是人, 现实的、 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 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

战斗。”⑨ 人民创造历史, 劳动开创未来。 历史叙述应该见人见事, 研究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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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呈现人民群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和脱贫攻坚斗争中的伟大创造及挺身而出的壮举, 又要

充分再现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普通劳动者的奋斗, 用丰富的历史事实诠释新时代十年凝练出的伟

大抗疫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 北京冬奥精神、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等。

三、 根据历史评价标准认识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定性定位

历史研究是对既往现象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历史是客观的, 而人们认识和评价过

去则是主观的, 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 就必须有科学的史观指导。 正确认识和评价新时代十年, 也

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新时代十年的状态定性为“伟大变革”,① 直接表现为这十年“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② 成就和变革的“历史性”特征需要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去认识。
历史性与现实性是相联系的, 这表明一定时期的人、 事及社会在影响方面实现了对过去的超越和为

未来创造了现实前提或基础, 构成了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

说: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 一定的生产力总和, 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

形成的关系, 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 资金和环境, 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 资金

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 但另一方面, 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 使它得到一定

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③ 习近平总书记又把新时代十年的变化表述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

位、 开创性历史成就, 发生深层次、 根本性历史变革”。④ “全方位、 开创性” “深层次、 根本性”是

“历史性”在哲学上表现出的质的革命性特征。 因此, “历史性”既有量的确定性又有质的规定性。
从根本上说, 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定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认识。 大历史观并非指历史

观的“大小”, 而是关于大历史的观点和认识, 是相对于小历史来说的。 大历史观强调“从历史长河、 时代

大潮、 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 探究历史规律”。⑤ 强调历史长河就是把历史现象“放在历史大进程

中审视”,⑥ 通过历史纵向比较做出客观评判。 正如列宁所说: “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

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⑦ “新的东西”就是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内涵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增长。 强调时代大潮就是评判历史现象是否“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 把握人类进步大势、 顺应人民共同期待”。⑧ 强调全球风云就是把历史现象放到世界的风云

变幻中审视, 在横向的比较中做出判断。 因此, 研究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要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 通过

定量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的状况, 使其符合定性的评价。 同时, 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 把新时代十年放

在历史长河、 时代大潮、 全球风云的纵横比较中定位和定性, 深刻说明其在中共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⑨

“历史性”定位的质的飞跃特点, 也是史学研究中进行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 就改革开放历史来

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历次党代会报告也曾使用过“历史性”定位的标题, 主要集中在改革

开放初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初期。 中共十二大报告和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一部分分别用了

“历史性的转变”和“历史性成就”, 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根本标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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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第一部分分别用了“历史性变革”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即前

述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体现。 现实的结论都有历

史的积淀, 从历史学角度深刻分析“历史性”, 对历史现象进行全面、 系统、 整体性还原, 不但能够

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有切实认识, 而且能够从思想史的角度呈现这一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等创新理论的历史逻辑, 进而深刻认识新时代十年断代史对

于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
总之, 历史研究是回溯性考察, 重点是要“把过去的事件整顿成为有先后次序的因果关系”,①

探讨其变革的内在逻辑机理, 发现其顺时性变化的原因, 正如李大钊所说: 历史研究“必须认人事

为互有连琐, 互有因果关系者, 而施以考察, 以期于事实与事实之间, 发现相互的影响与感应, 而

后得观人事之会通”。② 但新时代十年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断代史, 有的事件并没有过程性完结, 还

在继续或发展, 有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 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③ 尚需有更加完整和完美的结

果呈现。 正如马克思所说: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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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需要从更长时间段审视新时代十年历史, 以更好地认清这段历史的本来面

目, 做出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

从史学角度观察中共二十大

周良书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李大钊说: “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 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⑤ 也就是说, 要洞察

现实的社会, 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 胡适则将这一研究思路, 形象地比作“祖孙的方法”。 此种

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 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 “上头有他的祖父, 下

面有他的子孙。 捉住了这两头, 他再也逃不出去了”。⑥ 这个方法也为我们观察中共二十大, 并通

过它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个思路。 按照这个思路, 这里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从二十大看党的生命历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苏联共产党从创立到垮台仅 93 年, 而中国共产党已有 102 年的历史。 它从

50 多人的小团体, 发展到今天已拥有 9800 万党员, 领导着 14 亿多的人口大国, 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

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这一不寻常的成长经历是值得细致观察的。 当然这种观察, 也不能是事无巨细

地看下去, 那样只会把历史写成一部“流水账”。 钱穆说: “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 没有变, 不成为历

史。”⑦ 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此, 细察党的成长经历, 还是要从它的变化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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