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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取得全面成功，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正以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开始在世界上赢

得了说服力、号召力、影响力。

只有按照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我国历史，才能澄清所谓王朝循

环论，才能打破治乱兴衰论，才能证明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停滞论

是伪说，才能看出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看出我国历史

的不断进步，才能阐明我国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才能肯定历史

上改革的进步作用，才能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历史自

信，才能使我们对未来社会发展抱有信心。

建设我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最基础的东西是建设学术体系。学

术体系的核心是中国观点的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核心观点的表达。我们要

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回顾历史，建设历史学的三

大体系。

国家统一意识是历史表达的要义
关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应

特别引起史学界重视，加强这方面的研
究，是建设历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的重中之重。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的连
续性是毋庸置疑的，国内外都有人认为
中国历史文化存在中断或者断裂，却拿
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我国考古学者、
历史学者、文化学者，需要在中国历史文
化连续性研究上开拓新的局面，拿出新
的成果。

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来，国家统一
成为中国历史的传统。我们在历史上
找不出反对国家统一的例子。统一导
致中国历史的绵延悠长，统一导致国家
的强大，统一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断强化，统一导致中华文明的发展世

代不绝。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有统
一的时期，也有分裂的时期。这也是事
实。这里如果强调分裂时期，可能导致
对历史的误读。如何解读分裂时期，历
史学者应该下功夫研究。事实上，所谓
分裂时期，不是像欧洲历史那样的国家
分裂、民族分裂，而是哪一种社会力量
更有能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分裂时期
正是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孕育国家统一
的时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分裂，是东
汉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崩解，军阀混战，
终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魏蜀
吴三国政权分立，形似国家分裂，实际
是看哪家有能力实现国家统一。魏国
统一后形成西晋统一。西晋短暂，形成
东晋、南朝与北朝十六国对峙局面。南

朝和北朝多个政权，虽然多数由少数民
族建立，都处在融入华夏的过程中，都
以秦汉中央集权制度作为自己的政治
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发
生大规模移民和民族交融，各个分裂的
政权都在酝酿着统一。终于在公元581
年由隋朝完成了南北统一，随后建立唐
朝。从公元 229 年开始三国鼎立到 581
年隋朝建立，中间分裂时间差不多 352
年，隋朝不满 40 年就被唐朝取代，唐朝
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以汉族为
主体的多民族国家，面积最大，人口最
多，经济文化最发达，丝绸之路最通达，
形成万国来朝局面。350多年的分裂过
程，是一个孕育重新统一的过程，是一
个多民族不断交融的过程，是一个中华

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强
化国家统一意识的过程。

此后，经历了唐末以后的五代十国
分裂时期，经历了宋辽金夏鼎立时期，每
经历一次分裂，都有一次更大规模的统
一时期。清代的统一是国土面积最大的
时期。民国时期虽然短暂，国家实际上
也是分裂的，民国政府没有真正统一全
国。抗战胜利，经过三年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历
史上空前统一的国家，如今已经成为世
界上一个强国。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不
变的主题，国家暂时的分裂从来没有固
定过，分裂从来都是孕育重新统一的机
遇。国家统一意识是历史学学科建构和
学术体系表达的要义。

贯彻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
新中国从1949年起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我们已经走过了76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正在取得全面成功，正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正
以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开始在世界上赢
得了说服力、号召力、影响力。

1949 年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在长达一
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当然，在1840年前，中国经
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秦统一全国，成
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郭沫
若把中国奴隶社会定在殷商、西周到春
秋战国之交。夏代以前是原始社会。

以上是近百年以来中国史学界研究
中国历史得出的认识，根据的是社会形
态理论。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一生用力最
多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分析和批
判。马克思的研究结论是资本主义一定
要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替代。马克
思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观察了全部
世界历史，发现了唯物史观，提出了社会
形态学说。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总和起
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
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
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
会。”这个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具有
独特特征的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就是一
定的社会形态。

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所构成的
社会架构，可表述为社会形态。社会的
经济结构，也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构成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这个构成社
会形态的经济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而变化，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
进步，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
就是社会形态学说的理论基础。因此，
社会形态学说是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学说，是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
学说。

目前我国史学界有些学者不承认
我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有些学者不
承认我国历史上存在封建社会，早些年
甚至有人质疑我国存在过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这些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历史研究中贯彻社会形态理论，就是贯
彻唯物史观。一些人口称唯物史观，却
反对社会形态理论，这是说不过去的。
只有按照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我国历史，
才能澄清所谓王朝循环论，才能打破治
乱兴衰论，才能证明超稳定结构的历史
停滞论是伪说，才能看出我国历史发展
的基本规律，才能看出我国历史的不断
进步，才能阐明我国历史上生产力的发
展，才能肯定历史上改革的进步作用，
才能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
历史自信，才能使我们对未来社会发展
抱有信心。

在历史学研究中贯彻社会形态理
论，是我们建设历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
体系最可靠的保证。

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

建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的核心要求。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主导的现代化
研究，以探讨日本、土耳其、印度的现代
化模式和发展道路为主。这是美国出于
对亚洲政策的需要，试图影响新兴的独
立国家向非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国
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的反映，是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为美国
推行美国式民主服务的舆论工具。在第
三世界国家，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越来越
受到重视。各国学者立足本国的具体历
史情况，探讨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
的模式，对于以欧美发达国家作为唯一
标准的研究框架是一种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理论传入
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各个学科
都对现代化概念进行了讨论。一些历史
学者也对“现代性”与“传统”的对立关系
及中国现代化历程作了探讨。章开沅、
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
现代化研究》，对洋务运动及其后的所谓
现代化运动作了探讨，提出了“早期现代
化”概念，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是
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畸形的、屡
遭挫折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现代
化。为了区别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同的现
代化，把前者叫作早期现代化，把后者称
为现代化。把1949年前近代中国失败的
现代化与1949年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加以
区别，是有眼光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是必要的；不加区别一概用现代化的框

架加以研究，则是忽视了发展中事物的
本质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中国
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对近代
中国大变革发生作用的过程，不是简单
的“挑战（冲击）—回应”模式或“传统—
现代”模式，而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
复杂的网络运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
程是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
及各种革命运动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革命化走向现
代化的独特道路，不同于欧洲现代化。
还有学者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
发展的主题，或是主张用现代化史观取
代革命史观等，均引起了广泛争议。

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观照下，
我们要反思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
有关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范式的运用。

我们要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进行学术性
建构，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
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研究中国共产党
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发
挥本质作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
制度，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力，形成数字化的新质生产力，全面提高
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绝对贫困，使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明显超过资本主义；
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久绵长的历史
特性，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
撑，矫正所谓“现代性”与“传统”相对立
的现代化范式。

何
为
自
主
：
中
国
式
的
最
高
表
达

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 理 |论 |年 |度 |特 |献
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

责编：舒展 美编：陈昌 版式：夏洋 责校：文胜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