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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辩证思维审视党的百年历史 

 
郭雯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市，100101） 

 

摘要：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一以贯之的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将其运用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辩证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也是习近平党史观中重要的方法，是我们看问题、做

事情的基本遵循。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看待党的百年历史，对于把握历史的脉搏，厘清领袖与群众、理想

与现实、主流与支流的关系有重大意义；对于我们学习党史，总结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开

拓创新奋发图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坚定信心、坚持党的领导，大踏步的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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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我们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方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更要用

辩证的方法去准确看待。2021 年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决议》，决议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与新的论

断，为我们把握党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强调：“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

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

要人物。”
[1]
这要求我们以辩证的思维和眼光去看待党的百年历史。以辩证的思维和眼光回

顾党的百年历史征程，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对重要关系，一是要辩证看待党的领袖与群众

的关系；二是辩证看待党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三是辩证看待党史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这

三个关系涉及到党的领导、历史使命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之所以带领人民取得

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离不开对这三对关系的正确把握。只有正确认识这三对关系，才能准确

把握、深刻认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质，才能为正确认识其他重大问题打好基础，才能

在“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继续保持战略定力，高瞻远瞩，促进中华民族的永续长远发

展。 

一、辩证看待党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 

在党的历史发展中，我们能够取得重大的成就，首先得益于能够正确处理领袖与人民群

众的关系，这是党获得人民群众拥戴、建党立党的基础。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共同书写了一

部部奋进的历史、辉煌的历史。新时期正确处理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我们继续夺

取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力保证。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深刻阐明了领袖与群众相互依靠的辩证关系。首先，人民

群众需要领袖的领导。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谈到领袖的重要作用，

在拥有几万万人口的大国，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需要有道德有才能的领袖
[2]
。正是在伟

大的领袖的带领下，我们才能完成伟大的使命，建立新中国，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最终取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这一系列的成就离不开领袖的领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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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们所发挥的主心骨的作用。所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坚持“两个确立”和“两个维

护”。这样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能够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其次，领袖需要人民群

众的支持。领袖的产生和生存依赖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其存在的根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初期，我党就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在 1922年 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组

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3]
此后的众多会议

中，多次提到“争取群众”、“群众路线”等说法，其完善和成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样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巨大

作用。所以说，人民用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4]

。事实的确如此，谁得到民心，人民

就能把他推上去,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群众

路线得到确立。我们的党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党。
[5]

党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走过百年的路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人民为

中心”。党需要人民，人民也需要党的领导。在实际的工作中，党员干部就要深入到人民群

众中去，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进而解决人民群众所面临的问题，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

在中共中央第三次决议中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执政

兴国的最大的底气。”
[6]
领袖与人民不可分割，自古以来便是这样，古有“民本思想”，今有

“人民至上”。新时期，更要牢固树立为民的思想，这样党才能发展壮大，党的发展才能行

稳致远。 

领袖与群众的辩证关系，不仅仅是相互依靠的关系，另一方面领袖人物来自于群众，与

人民群众是血浓于水的感情。众多党的干部，都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然后又回到人民群

众中去服务于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志丹在陕甘地区积极领导运动与起义，他非常

注重实际的考察，关心人民的生活，乡亲们亲切的称他为“老刘”。毛主席称他为“群众领

袖，民族英雄”。习仲勋也是从群众中走出来，进而成为群众的领袖。1933 年在陕甘边区工

作时，习仲勋挨家挨户做工作，认真进行实际调查，为之后开辟苏区建立政权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毛主席亦是如此，对寻乌进行实际考察之后，他写下了《寻乌调查》，之后又写了《反

对本本主义》，并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7]
的著名论断。习近平同样也是从群

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陕西省梁家河插队时期，就注重关切人民，办人民满意的实事。他

曾自述到：“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

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

自信心。”
[8]
深入梁家河的七年里，给予习近平的锻炼是不言而喻的。这同样也为他以后担

当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人民谋求福祉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领袖要从人民群众中来，才能切实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想所

需，才能真真切切的感同身受。如今，众多党员干部被鼓励深入基层，尤其是年轻的干部，

更需要到基层去磨练，走到人民中去，感受人民群众的一呼一吸，才能担当起人民赋予的重

任。 

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辩证关系，是“水”与“鱼”，“水”与“舟”的辩证关系。鱼离

不开水，水需要鱼才显得更有生机和和活力；水能载舟而行，亦能倾舟于水。党的密切联系

群众的优良作风不能丢，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

上”，无论什么时候，在总书记心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

的。在新冠疫情面前，我们更是深有体悟，“以人民为中心”使得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民

心是最大的政治”，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牢记初心，担当起历史使命，与人民一道，继续谱写

中华民族壮丽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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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看待党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肩负起历史使命，为了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

斗。百年党的征程中，我们取得了“四个伟大成就”
[9]
，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光辉的形象， 

并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当中去。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改变了积弱积贫的局面，实现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继往开来，走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时代。在党的领导下，理想逐渐照

进现实。 

对待理想与现实，我们既要仰望璀璨之星空，又要脚踏坚实之大地。现实当中的每一步

都告诉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在进行社会发展与建设中，党通过制定阶段性

的目标，逐步向着远大的理想靠近。在纲领的制定中，党也做到了正确处理与辩证看待理想

与现实的关系，于是党的二大中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高纲领与马克思主义对

于未来的设想一致：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是一直保持不变的。最低纲领随着时代的发展阶段

而不断变化。落脚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当前的社会现状与经济发展状况出发，确立现

阶段我们的基本纲领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

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目标与任务需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目标是取

得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所以主要任务是赶走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经过浴血奋

战，我们赶走了侵略者、迎来了希望的曙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改变长久以来

贫困落后的局面，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国家需要发展重工业。经过十几年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为了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带动我国

经济的发展，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在总结经验中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由此进入到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也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使得中

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历史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

入新时代以来，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如今，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已经实现，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前进
[10]

。2021 年，完成了脱贫攻坚，实现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新时期党带领人民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继续迈进。我们的目标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历史就向前进一步。

我们既要立足于当下的现实，又要牢牢把握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要看到现实问题

和不足，进而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基于对现实的把握和对理想的坚守，新中国成立以来，

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党对于社会矛盾的变化做了三次重大研判。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

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

我们要立足于实际，辩证把握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通过厘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并

在发展的过程中去协调并解决存在矛盾，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才能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

梦。 

2017年 10月 25 日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理想信念不

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见诸行动才有说服力。只有一步步付出

行动，我们的远大理想才能实现；要实现远大理想，就必须踏实的走好前进道路的每一步。

党的百年历史经验表明：既要有理想又要立足于实际，满怀热情，在新的伟大征程中继续奋

斗，逐步完成每个历史阶段的任务，进而实现远大的理想。 

三、辩证看待党史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要求我们在把握和分析问题时:要分清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把握发展的主要趋

势，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我们在回望党的百年历史时要认识到党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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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主要的，带领人民前进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是次要的。 

党的历史就其主流来说是奋斗的、理论创新的、自身建设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

带领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后，党带领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

度，进而顺应世界发展的浪潮实行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来，党带领人民消灭贫困，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建成人民满意的小康社会。这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大势。在主流发展趋

势的推动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教育、养老、医疗、保险、就业等方面得到了全面

的发展。政治上，各项政治制度得到完善，民主集中制得到认真贯彻，充分展现出人民当家

做主的巨大优势。经济上，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已突破百亿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

过一亿美元，综合国力大大加强。文化上，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实行了“走出去”与“引

进来”相结合的政策，截至到 2020年，全球共有 548个孔子学院和 1193个孔子课堂。同时

为了“引进来”，成功举办了世博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魅力。过去的一百年，

是翻天覆地的一百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这一百年中，

我国的法律法规逐渐健全，成为人们生活安定的有力的保障。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水平

大幅提升，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利得到维护。在这一百年中，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中

国：从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 2008 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到 2015 年在北京成立亚投行再

到 2022 年成功举办冬奥会。从历史的巨变中可以窥见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这离不开党的

正确领导。在这一百年中，我们党办了许许多多为人民服务的实事，在应对自然灾害、疫情

防控方面，能力大幅度提升。从 2003年的非典到 2020年新冠疫情……充分看出灾难面前，

在党的号召与带领下，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共克时艰。这充分显示了没有党的领导，就不

会有今天的丰硕成果。党的努力我们不能忽视，无法忽视，也不能忘记。我们要牢记党的历

史使命，在党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行。但是，前进的道路上不是平坦的，也容易因一时的疏

忽而犯一些错误。在国家成立之初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当时的思想经验还十分不

足，在制定政策决策之时出现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反思总结经验中

奋起直追，这才是我们党的英明所在，进而建设起一个强大的中国。这些辉煌成就是历史的

“主流”，历史的前进不可能一帆风顺，所遇到挫折是历史当中的“支流”。只有在困难中进

行反思总结，才能实现更好更快速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在历史的发展中，我们要把握

好党带领人民前进的主流，前进是历史的总趋势。2021年 2月 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一系列辉煌是历史的主流，走过的弯路和

缺点错误是历史的支流，挫折、失误与停滞只是辉煌历程中的短暂一瞬，其伟大光荣正确，

与日月同辉。
[11]

 

总的来说，辩证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看待问题的总方法，运用辩证的方法去处理和认识

问题，将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从而多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上，都可以

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以辩证的思维方法去看待党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党的理想与现实的

关系、党史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将对于我们把握主要矛盾、抓重点，处理好各种关系有重

大的启发意义。党也正是在辩证对待这三对重大关系中，把握住了时代的潮流与脉搏，进而

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人民能够幸福生活。在党成立的一百年来，党带领人

民取得了的辉煌成就，实现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跨越性发展。

尽管其中有一些插曲，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好的，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这三个方面关系的梳理，对于党领导人民，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继往开来创造新的辉煌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正确处理与辩证看待这三个重要关系，这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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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中促进中

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进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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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 the party's hundred year history with dialec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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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s century-old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we must consistently adhere to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thinking.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thinking is the basic method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an 

important method in Xi Jinping's view of Party history. It is the basic follow for us to look at problems and 

do thing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rasping the pulse of history and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leaders and the masses, ideals and reality, mainstream and tributaries to look at the party's century-old 

history with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o achieve the second century of the goal 

has a significant inspiration; It will help us strengthen confidence,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stride toward a brighter fu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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