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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

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

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

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

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

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在这

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爬坡过坎的

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以把握历史规律

和历史趋势的高度自觉、高度自信，

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

会主义发展史进行全方位的实践反思

与规律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全局性

的视角、科学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

来对待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

进程中积淀而成的精神基因，就是

要把历史性论断、历史性成就、历

史性变革、历史性结论作为一个整

体来把握，避免把它们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苏长和则强调，“我们要讲好

四史，得有自己基本的世界历史哲

学和逻辑。一段时间，世界历史被

扭曲歪曲的不少，鸦片战争被说成

是中国不接受自由贸易的代价，一

些西方国家对外输出制度被说成是

民主化的历史，个别国家对外霸权

被说成是解放别人的历史，这些我

认为都是历史观的混乱造成的。所

以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四

史故事，得有自己的政治学和世界

历史知识体系，要有基本的历史观”。

样本：讲好中国故事

在苏长和看来，中国共产党作

为一个百年大党，是一个有强烈使

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条件

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富强

和民族复兴，这就是新中国史。而

在新中国历史过程中，改革开放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

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

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民

族复兴的历史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条

清晰的脉络：党史的起点是初心和

使命，方向是朝着人民幸福和民族

复兴，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

标前进。苏长和指出，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不是孤立的，是一个连贯的整体。

一百年党史告诉我们的是一部中国

共产党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世界和平的历史；

新中国 70 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

一个新型国家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

之林的历史；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

史告诉我们的是如何坚持独立自主

与对外合作实现自己强大的历史；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的

是人类作为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

怎么实现大多数人独立、自由、解

放的历史。四史的核心逻辑，就是

追求大多数人的自由和幸福，用中

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话语来说，

就是都以广大人民为中心的历史逻

辑。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放在哪

里都不输理。这样看，四史的历史

观是一种正道的历史观，是人民为

中心的历史观。

胡静波指出，在“四史”学习教

育中，人们对主线问题有不同说法。

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

史”的主线；有的认为，中国共产党

党史是学习主线；还有的把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等内容、重点、目标等同于“四史”

学习教育的主线。实际上，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都有各自的主题和主线，相互之间

又存在内容交叉、逻辑关联等，我们

不能只讲其中“一史”，尤其是用党

史代替其它“三史”，这些都不太严

谨和规范。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可以说都是围绕党史这

个“骨骼”展开的。但是，中国共

产党因何应运而生，一个国家实行

什么主义，是由这个国家面临的历

史课题决定的。某种意义上说，“四

史”就是一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史。而中国共产党、新中国、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这些相互间关

联的背景和动因，共同孕育和催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

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主

题。我们党治国理政第一位任务，

就是紧紧围绕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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