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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野下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

◇金民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历

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

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就是这个历史主题的实践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人民在

不懈斗争中实现解放和独立的历史。

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全面深刻、内涵

丰富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人民要完成这个变革就

必须从历史自发状态上升到历史自觉状态，成为团

结统一、自主自觉的实践主体，凝聚起实现伟大复兴

的历史合力。但是，历史主体的形成并不是自然发

生的，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先进思想的

指导，先进制度的保障，先进道路的引领。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长期磨

难，就是因为缺乏这些重要的历史前提。1840年鸦

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都归于失败，虽然

如此，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梦想。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马克思列宁主

义传入中国并被作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中国人

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中国历

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成立了，这

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有了先进政党领导，中国人民有了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革命历史发生了根本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迅

速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努力找到了符合

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经

过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

底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民实现

了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奋斗、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

的转变，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饱受欺

凌的命运而真正站立起来。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成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

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

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

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

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

本社会条件、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社会制度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迎来了新时代的重

大发展机遇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研究首要和直接的理论依据。在领导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

一科学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首要的和直

接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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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

的一个重要领域。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就已经开始。新中国成立

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推动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的学术研究快速发展起来。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的研究框架和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遇到一系列重大

挑战。在指导思想方面，一些人偏离甚至放弃唯物

史观，曲解、背离甚至诋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

把某些西方史学理论奉为圭臬；一些人把否定主流

观点作为历史研究的价值旨归，以微观历史否定宏

大历史，以碎片的真实代替历史的真实，冲淡、消解、

对抗党和国家组织编纂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

在话语体系方面，一些人掩盖或放弃革命话语，连革

命、斗争、阶级等概念都刻意不用；一些人把具有先

进性、正义性和人民性的革命战争等同于一般的政

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学术独立性上和学科合

法性方面，一些人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为一个

研究领域、一个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共党史、中国

革命史的学习研究高度重视，领导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领导制定了一系

列重要文件，深刻阐述了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

血脉、发扬光荣传统、弘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意义，系

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科学阐明了学习研究党史、革命史的立场观点

方法，为做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

循。习近平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统筹把握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强调学习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意义，

系统总结了党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科学阐述了

学习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科学方法和基

本要求。习近平关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学习研

究的重要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事业的发

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也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

遇。

三、开拓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中华民族复

兴史范式”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唯物史

观、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

立场和学术导向。深入把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

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理论、物质生产决定理论、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革命理

论、阶级斗争理论等，全面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反

封建斗争实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性和正义性

本质，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无产阶

级的领导地位与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工农联盟基础

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关

系，革命战争中武器因素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

系等。

第二，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反对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

主体叙事，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

本质，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实践成就、理论创

造和历史经验，突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三，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纳入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中，在突出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本

质内涵和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整合近代史研究中的不

同叙事范式，辐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

治变化、经济状况、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内

容，完整展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体历史。

第四，坚持守正创新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

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的方法。一是要树立辩证思

维，做好贯通研究。二是要放宽研究视野，增强对比

研究。三是在文献资料方面，尽可能使用可靠的、公

开的第一手资料，在最新资料的使用上坚持审慎处

理；对于流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西方史学理论

和话语体系，坚持有辨析、有借鉴、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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