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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学概论》

内容概要

《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中共党史学概论》立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本身，结合中共党史研究实践
，分析解释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的概念和范畴，概论中共党史学是怎样的一门社会科学，以及应该怎样
研究中共党史，如何撰写中共党史论著等系列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史学本体论、
历史认识论与史学方法论角度帮助、引导学生步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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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学勤，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
究中共党史学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开设“中共党史学概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当代中国社会史专题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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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
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
，把阶级斗争观点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用生产的发展来解释阶级的起源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其
基本理论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之间的斗争贯穿阶级社会的
始终，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由这个专政达到消
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毛泽东在文
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质、人数及其对于革
命的态度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划分了全国约4亿人口中敌、我、友的界线。 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
级社会历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如果脱离了历史主义原则，阶级分析方法是不可能得到科学运用的
。一段时间以来，甚至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史学界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始终存在一种偏见，
研究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只能肯定，不能批判，只能热烈歌颂，不能客观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
民粹主义。翦伯赞认为：“要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歌颂他们英勇的革命斗争，但历史家不是诗人
，除了歌颂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其
实，“应该用历史观点对待这些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不要依照现代无产阶级的样子去塑造他们的形象
，不要把他们写得和解放了的工人阶级一样是当家作主的阶级”。整个极左时期，阶级分析被简化为
阶级成分划定，根据家庭出身贴阶级标签，这样的运用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践踏。拨乱反正以后，学
界开始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唯阶级斗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历史时必须抛弃阶级分析
方法。针对近来中国近代人物的评价中出现的翻案现象，有学者再次强调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指出，对于历史人物不是不可以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和出发点上，要不要对历史人
物作基本的阶级分析，要不要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发挥的作用作总体的把握。如果对此完全置
之不顾，恐怕很难说是客观公正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与阶级标准混为一谈，用阶
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并不是以阶级为标准去判定。 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
法，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一个阶级要进行具体深入的阶层分析，不要把一个阶级看成铁板一
块。任何一个阶级都分为不同的阶层和集团，这些阶层和集团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有较大的差异，
他们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使他们之间相互区别。简单地判断某人从属于某阶级或集团，
而去肯定或否定之，这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是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是根据历史人物的实践
活动，而非家庭出身。要认识到，个人是阶级的代表，但并不一定是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代表。孤立
地静止地用个人出身、家庭成分来解释一个人一生的言行是站不住脚的。很多政治家的阶级属性并不
从属于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同样出身的人，甚至兄弟姊妹之间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而
去充当不同阶级的代表。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其阶级属性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学说所服务的
阶级，他们的思想学说所体现的阶级性与他们的出身也常常是不一致的。三是阶级关系是基本的社会
关系，但不是社会关系的全部，不能用阶级分析取代对所有社会关系的研究。除了阶级关系之外，社
会关系还应包括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宗教关系、民族关系、乡土关系、家庭关系、交友关系等，不
能把所有的问题当做阶级问题去处理，对任何问题都“上纲上线”讲行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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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中共党史学概论》的主要对象是本科生，但也适当考虑到硕士研究生、党
政干部和对党史国史有举的读者的阅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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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下了不少功夫，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一般吧，很薄的一本书
3、好书，发货快!
4、这是一位中青年学者的理论著作，学术水平不是一般的高。系统性强，逻辑思维也比较严密，视
为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著作。
5、不错。这个教材的版本还不是太多，人大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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