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的历史书写
———读 «新中国 ７０ 年» 有感

汤伏祥

凡事过往ꎬ 皆为序章ꎬ 过往即历史ꎬ 但如何书写历史ꎬ 并为后来者展现历史的本真状态ꎬ 为后

来者展现历史发展的大势ꎬ 却并非一件易事ꎮ 特别是对于书写近期的历史而言ꎬ 其中的难度是可想

而知的ꎬ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所著的 «新中国 ７０ 年»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版) 却把不易书写的历史ꎬ 书写出了本真ꎬ 书写出了大势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讲过要加强党史、 国史教育ꎮ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ꎬ 有目共睹ꎬ 也是毋庸置疑的ꎮ 那么ꎬ 如何书写新中国 ７０ 年的历史ꎬ 如

何呈现这 ７０ 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并取得的辉煌成就? 需要历史学家的智慧ꎮ 就 «新中国 ７０ 年» 一

书来说ꎬ 前两个部分ꎬ 书写还相对容易一些ꎬ 即 “探索篇” 和 “改革篇”ꎮ 新中国 ７０ 年的发展历

程ꎬ 经历了前两个历史时期ꎬ 即新中国成立后ꎬ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ꎬ 并在其建设中艰辛探索和曲

折发展ꎻ 接着是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ꎮ 这两

个时期的历史书写ꎬ 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ꎮ 但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ꎬ 也就是书中的 “强国篇”ꎬ 如何书写? 这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站在新中国 ７０ 年的发展历程中去考

察ꎬ 更需要他们放眼未来———明白什么才能被历史所沉淀ꎬ 明白什么将引领历史走向未来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这是从新中国 ７０ 年发展历程中做出的科学判断ꎬ 更是从中国历

史发展方位及未来发展大势中做出的时代宣言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ꎬ
高瞻远瞩ꎬ 及时、 科学地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ꎬ 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期望ꎬ 举旗定向ꎬ 谋篇布局ꎬ
迎难而上ꎬ 开拓进取ꎬ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ꎮ 新时代ꎬ
既是政治话语ꎬ 更是历史概念ꎬ 正像 １８４０ 年中国历史进入近代、 １９１９ 年中国历史进入现代、 １９４９
年中国历史进入当代一样ꎬ 它已经成为历史书写的阶段概念ꎬ 成为新中国历史的阶段标识ꎮ

那么ꎬ “新时代” 这一历史概念、 历史标识是如何确定的呢? 通常的理解ꎬ 它是源于政治话语

的阐述ꎬ 但事实上ꎬ 它是植根于历史的发展脉络、 植根于历史的方位以及历史发展的大局大势所做

出的ꎬ 它与历史书写完全吻合ꎮ 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ꎬ 就需要 “新时代” 来引领ꎬ 同时ꎬ “新时代”
又为历史书写增添了新的华章ꎮ «新中国 ７０ 年» 一书ꎬ 正是这样的新时代的历史书写ꎮ

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两个章节中ꎬ 书写者把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作为开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间节点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以及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ꎬ 这是中华儿女近代以来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梦想ꎮ 那么ꎬ
伟大的中国梦如何实现呢? 或者说ꎬ 进入新时代的昭示如何变为生动实践呢? 正像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那样ꎬ 它昭示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ꎬ 随之而来的就是改革开放在神州大

地的不断实践ꎮ 党的十八大以后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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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做出了科学、 系统的回答ꎬ 随之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ꎬ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ꎬ 对新时

代的改革进行了总部署ꎬ 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 优先顺序、 主攻方向、 工作机制、 推进

方式和时间表、 路线图等ꎮ 这次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ꎬ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的进程ꎮ «新中国 ７０ 年» 第六章以 “新时代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 为开篇ꎬ 让读者深切体会到党

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成为新时代ꎬ 它不是凭空而来ꎬ 而是从历史方位上做出的科学概括ꎬ 也是从历

史发展趋势上做出的历史阶段性选择ꎮ
历史书写ꎬ 需要厘清历史节点和历史概念ꎬ «新中国 ７０ 年» 既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历史节点和历史概念问题ꎬ 更是将其书写放在历史趋势中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ꎬ 不断深化改革ꎬ 提出了 “五位一体” 总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以及如何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ꎬ 如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ꎬ 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举措ꎮ 党的十八

大以来ꎬ 可以在新时代的华章中留下精彩镜头的内容很多ꎬ 但历史书写不是过往内容的堆积ꎬ 也不

是时间的叠加ꎬ 它需要书写者站在历史的大格局中ꎬ 去取舍、 去作答ꎮ 书写过往ꎬ 不是简单地让过

往留下痕迹ꎬ 而是让历史的印迹昭示未来ꎮ «新中国 ７０ 年» 书写新时代的历史的篇幅不算多ꎬ 但这

些它已经做到了ꎮ
在新时代两个章节的论述中ꎬ 既阐发了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ꎬ 新时代有哪些战略部署ꎬ 新时代的显著特征等ꎬ 更通过历史书写的视角、 取舍ꎬ 展现了新时

代的内涵、 新时代的成就以及新时代的 “中国之治”ꎮ 从政治建设上ꎬ 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和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ꎬ 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ꎬ 全面从严治党等等ꎻ 从经济建设上ꎬ 贯彻新发展理念

和推动高质量发展ꎬ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 以及协调区域发展ꎬ 实

施乡村振兴等等ꎻ 在文化建设上ꎬ 不断增强文化自信ꎬ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ꎬ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ꎬ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ꎬ 繁荣文艺创作等等ꎻ 在社

会建设上ꎬ 不断改善民生ꎬ 实施脱贫攻坚ꎬ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ꎬ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ꎬ 建立覆盖

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等等ꎻ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ꎬ 我们党在新时代做出

了前所未有的部署ꎬ 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ꎬ 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ꎬ 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ꎬ 以及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等等ꎻ 在军队改革、 国防建设、 维护祖国

统一ꎬ 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ꎬ 我们党都做出了战略部署ꎬ 并提交了阶段性的历史答卷ꎮ
“时代是出卷人ꎬ 我们是答卷人ꎬ 人民是阅卷人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精辟论述ꎬ 是历史学家书

写历史的根本遵循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中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已经出了卷ꎬ 党领导人民也做出了答卷ꎬ
人民也已在答案上做了批阅ꎮ 这其中ꎬ 虽然不能卷卷都满分ꎬ 但新时代的作答已经昭示着未来———未

来可期ꎮ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也就短短几年的时间ꎬ 在中国大地发生如此大的变革ꎬ 并且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确立了 “中国之治” 的历史经验ꎮ 因此ꎬ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 «新中国 ７０ 年» 不仅是在书写新

中国 ７０ 年的历史ꎬ 是在书写新时代的历史ꎬ 也是在昭示中国之未来、 中国之明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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