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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歷史決議”的制定背景、 
主要內容和重要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週年的歷史性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向全黨

發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偉大號召，這也是我們黨治黨治國一以貫

之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我們黨在歷史上先後制定了《關於若干歷

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兩

個“歷史決議”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所要解決的問題有所

不同，但都在重大歷史關頭統一了全黨思想，加強了全黨團結，為推

動黨和人民的事業勝利前進發揮了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證。黨的

十九屆六中全會將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

歷史經驗的決議》，學習好、把握好這兩個“歷史決議”，既是樹立

正確黨史觀、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內在要求，也對我們深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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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會《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具有

重要指導作用，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往開來意義重大。

兩個“歷史決議”制定的歷史背景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

題的決議》，均形成於黨的事業發展的重要節點，誕生在全黨團結統

一的氛圍之中，並且都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廣泛徵求意見，反覆討論修

改，凝結了黨中央和全黨的集體智慧。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成果。這場

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從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開始，並在總結歷史

經驗教訓中逐步深入。而整風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對重要歷史問題的嚴

重爭議、思想鬥爭過火等問題，引起了毛澤東同志的高度重視。他意

識到，如果不能解決好黨的歷史問題，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團結統

一。為此，他不僅在與黨內同志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提出了

明確意見，還先後在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中央黨校等不同場

合、不同範圍，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並親自找有關同

志深入談心談話。他還要求組織高級幹部學習研究歷史上黨內路線

鬥爭的相關文件，並指出：“此種研究的性質是整風的深入與高級階

段，其目的是使幹部提高認識與增進統一團結，並為將來討論七大決

議作思想準備。”通過一段時間集中而有針對性的學習討論和對錯

誤路線的深入批判，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對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史

上的路線是非有了比較統一的認識。這樣一來，起草一份“歷史決

議”，徹底解決黨的歷史問題的時機也就成熟了。

1944年 5月，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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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包括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等

同志，由任弼時同志負責召集，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正

式啟動。毛澤東同志對這項工作極為慎重，他不僅明確起草“歷史決

議”必須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達到“既要弄清思想

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理論觀點，而且親自

動手對經任弼時、張聞天、胡喬木等同志修改過的稿子，先後作出七

次重要修改，並將題目定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起草過

程中，黨的高級幹部對“歷史決議”稿進行了多次討論並提出很多修

改意見，其中多數被採納。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搞了一個歷史決

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

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

許多問題來了。”“不是大家提意見，就寫不這樣完備。”1945年 4

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既成

功解決了黨的歷史問題，也標誌着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形成於改革開放新時

期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歷史轉折之中。經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這

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

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內外呈現出一派安定團結、

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但也存在一些對新的路線方針政策、對新中國

成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特別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

過和毛澤東思想，更是成為黨內外、國內外高度關注的一個重要政治

問題。面對這種情況，黨中央認為，要順利推進改革開放，全面完成

撥亂反正，必須正確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黨所走過的道路，全面總

結這一時期的歷史經驗，並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以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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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統一思想。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過去的問題已經結束

了，需要作個總結，不走這一步不行。”

1979年 11月，在鄧小平同志親自主持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

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成立。鄧小平同志曾先後十多次召集

起草組開會，對起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明確提出起草“歷

史決議”要突出三條“中心的意思”：一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

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二是實事求是地分

析新中國成立 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公正評價其中的功過是非；三

是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總結，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

看。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過程也是集思廣益、發揚民主的過

程。1981年 5月，鄧小平同志曾感慨地說：“這個文件差不多起草了

一年多了，經過不曉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討論，提了很

多好的重要的意見；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

上，又進行修改，反覆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

現在拿出這麼一個稿子來。”同年 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

過了這份凝結了集體智慧、代表了全黨意志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

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也由此勝利完成。

兩個“歷史決議”的主要內容

兩個“歷史決議”雖然相隔近 40年，但其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的鮮明品格則一脈相承。兩個“歷史決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

唯物主義的方法，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黨在與“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

傾向長期鬥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深刻分析了產生錯誤的根源，

並對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科學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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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七個部分，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

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對

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了結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決議“主要

講我們黨歷史上的‘左’傾錯誤，講黨史上一種比較適合於中國人民

利益的路線與一種有些適合但有些不適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路線的鬥

爭，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其中，第一部分首先

明確：“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

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第二部分

對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歷史作了簡要闡述。第三部

分論述了從 1927年到遵義會議黨內的“左”傾、右傾的偏向，特別

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產生的思想根源作了深刻分析，強調：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

的。”第四、第五部分用較大篇幅論述了黨內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

傾路線錯誤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表現及其發展過

程、主要內容、社會根源以及給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嚴重危害。第六部

分強調對於黨內歷史問題應採取“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原

則。第七部分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

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領導地位

的重大意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八個部分，回顧了

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歷史，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

設的歷史經驗，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評價，特別是正確

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其中，第一部分簡要回顧了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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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前 28年的歷史。第二至第五部分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黨的歷史作了系統總結，指出這段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

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

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第六部分闡述了結

束“文化大革命”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實現的偉大轉折。第七部分實事

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

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特別指出要“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

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

來”，並對毛澤東思想“多方面的內容”和“活的靈魂”作出科學概

括。第八部分指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

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並對其“主要點”

從十個方面作了概括。這實質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國建設什麼樣的社會

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兩個“歷史決議”的歷史作用和意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對兩個“歷史決議”

的歷史作用作出這樣的論斷：“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一致

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

了全黨的團結，促進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

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

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這段話有三個關鍵詞：“統

一”“團結”“前進”，這正是我們認識兩個“歷史決議”歷史作用和

意義的三個主要維度。

首先，兩個“歷史決議”堅持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既深刻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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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黨的歷史，又集中統一了全黨思想，為我們正確對待黨的歷史、科

學運用黨的歷史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強

調：“要堅持以我們黨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

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

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這是對兩個“歷

史決議”地位和意義的充分表達，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

充分體現。毛澤東同志在領導起草第一個“歷史決議”時反覆強調，

“不要反對一切”，“不要一切否定”，“這才是實事求是”。他指出，

“正確和錯誤的標準”是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利益，“要強調產生

錯誤的社會原因，不要強調個人問題”。這同樣也是鄧小平同志在領

導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所強調的基本原則。他指出，“這個決

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

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正因為堅持了從馬克思主

義和人民利益出發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兩個“歷史決議”才能成為統

一全黨思想認識的“中國共產黨史的大綱”和“診治思想疾病的良

藥”，才能“使大家的認識一致，不再發生大的分歧”，才能經得起

歷史的檢驗，至今仍是我們樹立正確黨史觀，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的

基本依據。

其次，兩個“歷史決議”堅持“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政治方向，

既從團結出發，又達到新的團結，為我們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樹立

了光輝典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

和集中統一是黨的生命，也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

的關鍵所在。”加強全黨團結，是兩個“歷史決議”共同的出發點和

落腳點。毛澤東同志指出：“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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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鄧小

平同志強調：“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

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

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

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第一個“歷史決議”指

出，“全黨今後的任務，就是在弄清思想、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團

結”，“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

鐵一樣”。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黨的團結，黨同人民的團結，

是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奪取新的勝利的根本保證。”這些飽含

着崇高政治境界、博大政治胸襟、深厚政治智慧的寶貴思想，對於增

強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高度團結，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

用，為我們從黨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切實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

力、政治執行力，堅定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

地位，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不斷鞏固和加強全黨的

團結，樹立了光輝典範。

最後，兩個“歷史決議”堅持“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

致向前看”的鮮明導向，既立足於以史為鑒，又着眼於開創未來，為

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提供了重要啟示。習近平

總書記強調：“今天，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

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迴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藉口，

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

量。”第一個“歷史決議”原本是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的，之所以

後來改為提交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其原因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講的：

“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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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而第二個“歷史決議”提交黨的十二大之

前的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也是基於同樣的考慮。鄧小平同志指出，

“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

央全會上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問題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作一個結

束。十二大就講新話，講向前看的話”。這種“向前看”的鮮明導向，

使兩個“歷史決議”分別為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

想、使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為黨的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和“小康”戰略目標、開創改革開放和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做好了充分準備、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

我們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開啟新的歷史征程、創造新的歷史

偉業，提供了重要啟示。

（原載《黨建》2021年第 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