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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坚定理想信念
———基于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分析

刘建军　王　丽

摘要:通过制定历史决议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共

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方式.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曾制定过三个历史决议,它们都结合当时历史条

件有效地维护和坚定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第一个历史决议即１９４５年４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了党内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维护

和坚定了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理想信念;第二个历史决议即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但同时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使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把理想信念建立

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概括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深刻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

经验,在新时代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走向新征程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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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通过制定历史决议对自身奋斗历程进行全面

梳理,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并在全党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在党的历史上,党中央曾

制定过两个重要的历史决议,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改革开放初期

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的特殊年份,总结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全党的重大职责和任务.７月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１１月８日至１１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九届六中全会,集中研究总

结百年历史经验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第三

个历史决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将三个历史决议联系起来考察,揭示其中的必然性联系和历史

性规律,是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从理想信念的角度来考察比较三个历史决议的内涵

和意义,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就此做初步探讨.

一、总结历史经验是理想信念建设的重要方式

总结历史经验对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具有百年历史并长期执政的中国

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总结历史经验固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但在经历

较长时期并在重要历史节点上由党中央以历史决议的形式郑重地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进行全

面总结和规范性表述,则是总结历史经验的最高形式.以此种方式总结党奋斗的历史经验,具有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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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意义和价值,既关系到全党思想认识上的深化和统一,也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调

整,更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未来方向和发展前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维

护、坚定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历史决议的制定,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其

产生重要影响.决议的研究制定以及宣传教育,都必须谨慎考虑它可能对理想信念产生的影响,不仅

要尽力避免产生负面的消极性影响,更要自觉发挥坚定理想信念的功能价值.幸运的是,我们党是有

自觉历史意识和信仰意识的政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历史决议的制定,都充分顾及了这个方

面,不仅在纠正党的错误和转变党的观念的时候细心呵护了自身的信仰,而且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科学

总结和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使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和信心更加坚定和自觉.
首先,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维护理想信念.历史经验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成功的经验,二是

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固然需要总结和坚持,而失败的教训则尤其必须总结和吸取,以为前车之

鉴.从一定意义上讲,吸取失败的教训,纠正自身的错误,对于党走向成熟是更为重要的.中国共

产党是新型的政党,从事着全新的事业,在自身奋斗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时甚

至会出现某种重大失误,并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特别是在我们党的幼年和不够成熟的时候,
就曾多次犯过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并建立新中国之后,在探索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曾出现过全局

性错误.因此,党的历史上前两个历史决议,都直接由纠正党的错误而引发并以全面纠正历史错误为

主要任务,以此使党的事业重新走上正轨.在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总结

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为主是完全必要的,也完全符合百年来党奋斗历史的实际,特别是符合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但即使如此,其中也包含有认识和纠正某些局部性失误和

教训的内容和意蕴,特别是在全面总结和阐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上.因为党在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是战胜了一系列新的重大风险挑战,而且也是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因此,总结教

训、纠正错误是制定历史决议的重要议题和内容.但是,由于人们的理想信念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和

巩固起来的,往往是与以往的历史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大幅改变历史认知有可能会动摇人们的理

想信念.因此,必须十分小心并巧妙把握好分寸.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前两个决议,在主要是

纠正历史错误和历史认知的同时,都细心维护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这是十分重要而不容易的.
其次,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增强理想信念.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成功的经验,能够进一步坚定全

党的理想信念和必胜信心.虽然我们党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从历史全程和总体上看,这些错误

都是支流和个别情况,而党的政策的正确和事业发展的成功是更为根本的.党在百年历程中经历过

不同历史时期,面对过不同历史任务,但总体来看,党的历史是一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历史.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

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
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所有这些

成就都极大地增强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必胜信心.党的事业之所以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党本身的成熟特别是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成熟.确立党的领导核心,能够让

理想信念更具有方向性和凝聚力.领导核心的确立让理想信念因其有了人格因素而更加具象化.前

两个历史决议都与毛泽东同志有关:第一个决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树
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形象,不仅使党有了成熟而稳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也使全体党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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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更加具体而充满活力;第二个决议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同时也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

历史地位,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三个历史决议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对于坚定新时代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作用.
最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完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首要而核心的内容,而理想

信念建设的主旨就在于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因而通常又往往用“坚定理想信念”来指代理想信

念建设.但是“坚定理想信念”并不只是在狭义上使固有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而已,而是还包含着

更丰富的内容和要求,比如对原有的理想信念进行调适和完善,以及丰富和发展.理想信念虽然具有

很强的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僵化的教条.特别是人们的理想信念作为一种精神和心

理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以及个性化色彩.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每一次重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重大推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新成果的形成发展,都把中国共产党人

的理想信念建设在更加科学和现实的基础上,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更加自觉,从而也更加坚

定了.同样,我们党每一次通过历史决议来总结经验,都包含着对自身奋斗历史的新认识,对事业发

展规律的新把握,以及理论进展上的新境界.所有这些,都不仅能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而且能

够完善和升华他们的理想信念,并使其信仰方式更加合理和贴近现实.

二、在纠正三次“左”倾路线、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中坚定理想信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更具体地说在抗日战争后期,党中央于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至１９４５年４
月２０日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

议.决议通过对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纠正,统一了全党认识,加强了全党团结.决议中虽然并没有

关于理想信念的明确表述,但无疑具有理想信念的意蕴,决议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对教条主义和经验

主义的纠正,对毛泽东正确领导和正确路线的充分肯定,增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和热情,坚定了

夺取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信心.
首先,既纠正了教条主义错误,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以马

克思主义为基础性、核心性内容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性,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应有之义.
但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教条主义或实事求是两种相反的态度和做法.在领导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过程中,党内曾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一些教条主义者一度占据了党的领导岗

位.他们缺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只靠背诵和照搬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词句来

指导中国革命,结果给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害.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当务之

急.但是清除教条主义并不容易,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由于教条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个别

教条主义者甚至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光环,使广大党员干部误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因而,
如果在反对教条主义时简单粗暴、不加区分,就会有影响和动摇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险.党

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和稳健的做法,没有在１９３５年清算历史问题,而是先搞整风教育,等待大家思

想认识的转变和提高,到时机成熟之后再制定决议.所以,当决议在１９４５年４月正式通过的时候,时
间已经到了十年之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批判了教条主义,深刻剖析了教条主义的错

误本质和根源,并指出改进的方法;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所

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帮助人们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既彻底否定了对马克

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又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广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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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能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其次,既纠正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又保持了革命者的信念和热情.历史决议在分析批判了陈

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之后,重点分析批判党内的三次“左”的错误.第一次是１９２７年“八
七会议”后逐渐发展起来并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只持续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第二次是１９２９年下半年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立三路线”,主张攻打中心城市以

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这一错误路线虽然形态上更加完备,但也只持续了不到４个月时间.
第三是从１９３１年１月六届四中全会到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期间的“左”倾错误路线,这次错误路线形

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更长,危害也更为严重.彻底纠正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左”倾错误,成为决议的主

要议题.从党的历史上看,纠正“左”的错误有其特有的难度,比纠正右的错误更为复杂.因为右的错

误在立场和方法上是统一的,既在革命立场上不够坚定,又在思想认识上落后于形势.纠正这样的错

误相对容易.而“左”的错误则不一样,它在立场和方法上往往是相反的,从革命立场上讲,一些犯了

“左”的错误的人往往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信念,但在思想方法上又存在教条主义错误,在思想认识

上超越革命发展阶段,是完全错误的,实践上也非常有害.要纠正“左”的错误,既要坚决彻底,又须讲

究策略艺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决议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

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

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①决议还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虽然长,也给党和革

命造成重大损失,但这一时期党领导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军民英勇斗争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决议纠正“左”倾错误但不纠结于个人的责任,而是强调三次“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

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必须深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对错误思想的鉴别能力.这些举措

既纠正了错误,又实现了团结,更保护了大家的革命信念和热情.
再次,党的领导从不成熟到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稳定领导集体,使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有

了主心骨.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错误,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和缺乏经验有关,
也与未能形成一个稳定而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关.就党中央领导集体而言,又与缺乏一个真正

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自觉结合起来的核心领袖有关.邓小平曾指出:“在
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

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②而且,“左”的错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强烈的宗派主

义,因而一时难以纠正.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以历史决议的形式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

领导核心地位,特别是接下来召开的党的七大,进一步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强的领导集体,有了全党信任的核心领袖,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从而使全党思想更加统一,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成为接下来夺取人民革命事业伟大胜利的重要精神指

引和精神力量.
最后,决议在总结过去的同时也开辟了未来,坚定了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信心.历史

决议当然是总结过去的,但总结过去本身不是目的,坚定信心、面向未来、开创未来才是目的所在.决

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

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

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

些部分的现象.”“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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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

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①六届七中全

会的结束特别是历史决议的通过,为党的七大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七

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使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革命信

念空前巩固、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维护毛泽东思想中坚定理想信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党中央于１９８１年６月召开六中全会,研究总结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

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地、历史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在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中维护、调整和坚定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首先,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面目,使社会主义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

之上.决议指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是假马克思主义.决议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

枷锁,强调领袖是人不是神,如果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决

议正本清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本来面目,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

修正主义批判的一些社会主义原则;纠正了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大规模疾风骤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

法,纠正了脱离党组织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纠正了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

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做法,以及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等错误.决议指

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
是僵化地照抄照搬,必须与现实相结合,否则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

解放思想,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我国最大的现实和新

问题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抓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对人民

最大利益和最根本利益的维护,也是新形势下实实在在坚定理想信念的着力点.决议拨乱反正,恢复

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使之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也由此建立

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其次,既纠正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晚年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人们的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不只是一套抽象的世界观和一个远大的社会理想,而是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

动紧密相连,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威信紧密相连,其中也与党的领导核心的人格形象和魅力有关.
人格因素是信仰现象中的应有之义,它能够将信仰从抽象化为具体,并激发出强大热情.毛泽东同志

作为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地位和崇高威望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他的人格形象已成为人们理想信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毛

泽东同志,尤其是如何正确地处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仅直接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

一,更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理想信念的大问题.决议从大历史观的视角,跳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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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长河中全面评价了毛泽东的一生,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
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①.“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②“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有毛泽东

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错误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中央也有责

任,还有的错误是江青、林彪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

行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毛泽东同志即使在犯错误的时期,也带领党和人民取得了不少成绩.毛

泽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的不朽功勋远远大于他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

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③.决议对毛泽东同志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既彻底纠正了毛泽东晚年

的错误,又坚定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解决了信仰上的一个难题.

再次,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又高扬了毛泽东思想的旗

帜.要想真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必须否定毛泽东同志晚年提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

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破除这一理论,又有可能影响毛泽东思

想的旗帜作用.决议在明确指出这个理论的错误的同时,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

体系区分开来,辩证地解决了既要破除又要维护的二难困境,指出:这一理论既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又脱离了中国实际,更脱离了一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

东思想的轨道,所以毛泽东晚年的这个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邓小平强调:“对毛泽

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

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④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是党和人

民的事业和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
“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⑤决议起草前,邓小平就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⑥.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

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梳理了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及党的建设,

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未来的

发展中我们仍将高扬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如果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上犯了错误,就企图

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决

议还明确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绝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

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了.“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

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进行到底.”⑦这样就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旗帜和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

最后,使全党放下思想包袱,坚定了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议是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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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已经启动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那时虽然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已经完成,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经从政治上得以纠正,改革开放进程已经开启,但在广大党员干部以及群众

中,关于“文革”和毛泽东评价的思想纠结还没有真正解开,党内党外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在这样的情

况下,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新的历史决议的制定,彻底打通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放下了思想包

袱,一心一意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

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从十个方面对其作出了概括.
决议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的时代条件下理想实现的正确航道已经打开,全国上下精神振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

围,齐心协力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四、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坚定理想信念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三个重大决议,也是份量最重的一个决议.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
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形成和发布的这一决议,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坚定共产党人的理

想信念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两个确立”坚定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这个决议不仅是总结过去,更是把握现在和指明未来,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性新成就作了全面总结,对习近平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

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①决议对这一新思想给予了科学的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②最后明确提出“两个确立”:“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

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③“两个确立”
使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了可靠保证,使党和人民的事业有了科学指针,这就极大地增进了广大党员和

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其次,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总结坚定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信

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牺牲、创造的主

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理想信念.百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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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

程.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点,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

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十三个方面取得的全方位重大成就,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全党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民族自

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前所未有.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深

入人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新的征程上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情越来越高、

决心越来越强、信心越来越足.

再次,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展现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共产党人的

科学信仰提供了厚实的实践支撑.决议从十个方面全面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

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
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个坚持”每一个都具有丰富的历史

底蕴和思想内涵,而且它们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历史经验具有高度概括性,是对许

多具体经验的概括和抽象,鲜明体现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经验并不等同于规律,但
是经过概括的基本经验距离历史规律只有几步之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达到历史规律的“前阶”.

如果说实践性经验有待于升华为规律性的理论,那么规律性的理论也需要实践性经验的支撑.马克

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成为

科学的信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信仰,在这一信仰的鼓舞和指导下不断推进中国

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时又用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性,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实践活力.

最后,决议凸显了理想信念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决议中多次提到理想信念,着墨最多

的还是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理想信念重要性的论述.决议强调:“全党必须做到理想信念坚定、组织

体系严密、纪律规矩严明.”①关于理想信念,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党中央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
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②.决议明确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目标任务:“必须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
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③当前,我们已经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新的长征路

上,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并不比以往少,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

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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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在新的发展阶段,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StrengtheningIdealsandConvictionsthroughSummingupHistoricalExperience
—AnalysisBasedonThreeHistoricalResolution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LiuJianjun　WangLi
(SchoolofMarxismStudi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８７２,P．R．China;

SchoolofMarxismStudies,Hubei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Xiangyang４４１０５３,P．R．China)

Abstract:Tosummarizehistoricalexperiencethroughthemakingofhistoricalresolutionsisnotonly
agoodtraditionandimportantaspectofpoliticaladvantagesofCPC,butalsoanimportantwayfor
CPCtostrengthentheiridealsandconvictions．InahundredＧyearhistoryofCPC,threehistorical
resolutionshavebeenformulated,whichhaveeffectivelysafeguardedandstrengthenedtheideals
and convictions ofthe Communists underspecific historicalconditions．Thefirst historical
resolution,the“ResolutiononCertainQuestionsintheHistoryofCPC”,waspassedattheSeventh
PlenarySessionofCPCs６thCentralCommitteeinApril１９４５．Itcorrectedthethree“Left”line
mistakeswithinthePartyandestablishedthecorrectlinerepresentedbyMaoZedong．ItalsosafeＧ

guardedandstrengthenedtheidealsandconvictionsofthecommunistsintherevolutionarystruggle．
Thesecondhistoricalresolution,the “Resolutionon Certain Questionsofthe CPCsincethe
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wasadoptedattheSixthPlenarySessionofCPCs１１th
CentralCommitteeinJune１９８１．Itcorrectedthe“CulturalRevolution”andMaoZedongsmistakes
inhislateyears,whicheffectivelymaintainedthehistoricalstatusofComradeMaoZedongandMao
ZedongThoughtandenabledthecommuniststobuildtheiridealsandConvictionsonamorescienＧ
tificbasisinthecauseofsocialistconstruction．Thethirdhistoricalresolution,the“Resolutionof
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onMajorAchievementsandHistoricalExperiＧ
enceofthePartysCentennialStruggle”,isadoptedattheSixthPlenarySessionofthe１９thCentral
CommitteeofCPCinNovember２０２１．Itcomprehensivelysummarizesthemajorachievementsand
thehistoricalexperienceofthePartyscentennialstruggleandstrengthenstheidealsandconvictions
ofthecommunistsinthenewera．
Keywords:TheCommunistPartyofChina;Historicalexperience;Idealandconviction;Historical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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