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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学习的历史观与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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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是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作为一种历史观，一是因为“大
道”蕴含“大智”，大智源于史；二是因为“大道”涵养“大气”，“大气”基于史；三是因为“大道”熔铸“大美”，“大美”育于

史。因而，“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便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习的方法论。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展望未来，需要我们

从“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方法论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才能不忘初心、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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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句话出自清末启蒙
思想家龚自珍的《古史钩沉论》。“大道”指的是

自然客观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必然规律，也

就是人间正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指要深

刻理解、领会、把握“大道”，必须先研究蕴含着

“大道”的历史。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实质上讲是一种历

史观和方法论。它告诉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历史

观和方法论观察历史和研究历史，启迪我们学习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基本要求是深刻认知、感

悟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中蕴含的“大道”，即要让

学生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

路、改革开放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大道”。

１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学习的历史观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一致的。马克思认

为：“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

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如果离开人们的历史活动而仅仅“对现实的描述

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

充其量不过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

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况。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

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１］在这里，马克思清

晰地告知我们，哲学的抽象不能离开人们的现实

的历史活动，否则，哲学会失去生存环境。不仅哲

学抽象不能离开人们的现实的历史活动，社会变

迁和政治变革也是这样，所以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了恩格

斯的名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

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

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

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

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

济中去寻找”［２］。

事实上，在人类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每一个新时代，都意味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的变化、社会结构和地缘政治的变革、思想观念和

价值取向的改变。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０９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选题项目（［２０１９］２６６号：序号６９）
作者简介：尹杰钦（１９６４－），男，湖南湘乡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年第１２卷

新时代，怎样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怎样解决好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并最终跨入马克思设计的“物质

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不能离开人们的现实的

历史活动做简单的“哲学的抽象”，而应当到蕴含

“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的“大道”历史观

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去寻找答案；而应

当到为我们提供审视经验与教训、希望与梦想，观

照历史与现实、使命与担当的“大道”智慧、“大

气”视野、“大美”梦想方法论的“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程中去探寻方法。

１．１　“大道”蕴含“大智”，大智源于史，所以“欲
知大道，必先为史”

历史是人们过去的经历、记载人类足迹的各

种资料以及后人的研究成果等。人类文明进步的

年轮是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涵养出来

的。历史智慧指引人们明万物阴阳之本，知万物

阴阳之变，晓万物阴阳之化。所以，学史使人懂盛

衰之道，通成败之数，审治乱之势。英国哲学家弗

朗西斯·培根就说，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习近平指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

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

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

向未来。”［３］一个国家因为有了记忆而更加厚重，

一个民族因为有了记忆而得以延续，一种文明因

为有了记忆而得以传承。我们敬畏历史、尊重历

史，就要让历史告诉未来。

那么面对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面对蓬勃发

展的时代大潮，如何明是非、论成败、知兴替？

司马迁史家绝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他想通过探究自然（天）与社会

（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晓古今社会历史发

展的演变历程，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其

蕴含的“大道”是：历史让天人合一，古今相通。

龚自珍从“史”与“道”的关系，论证了历史、

国家、民族休戚与共，“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进

而从“灭国”与“去史”的因果联系中，指明以史育

人的重要性。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其蕴含的“大道”是：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对自身光辉历史、

灿烂文化的认知，也就没有了民族认同感，自然也

就没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凝聚力。

毛泽东指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

史。”［４］“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

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４］其蕴含的“大道”

是：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

大梦想需要“历史遗产”的指引。

邓小平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

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５］“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

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５］其蕴

含的“大道”是：新时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需要我们重视历史、研究历史、

借鉴历史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

的营养剂。”［６］他教导我们“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

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

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

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７］。其“大

道”是：立足新时代，需要回望昨天的如铁雄关、

正视今天的沧桑正道、感受明天的雄风破浪，自觉

地从历史深处汲取历史智慧的“营养剂”，以探寻

社会规律、校正发展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学习历史不

仅是回望过去，更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让

波澜壮阔的历史与伟大的时代梦想交汇，以找寻

历史与现实相融、人民与祖国共鸣的通道，并引领

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的长征路上，铭记初心

使命，锚定历史方位，认清历史走向，把握历史规

律，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１．２　“大道”涵养“大气”，“大气”基于史，所以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说，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

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也就是说，历史“大道”

涵养“大气”，这种“大气”表现为敬重历史智慧的

精神力量，高屋建瓴认知历史发展规律的广阔视

野、战略格局和从容胆识。它指引我们在纷繁复

杂的历史变迁中，追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引领

我们从社会历史发展演进历程中回望历史、观照

现实、展望未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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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大

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

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

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

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８］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许多共同

挑战：各类“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频发，

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风险

日益放大。诸如：政治领域的全球主义、霸凌主

义；经济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

领域的文明冲突与文明对抗、网络风险与网络安

全；社会领域的恐怖主义、人权主义；生态领域的

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多样性危机问题……

这一系列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的现实社会生

活让人心理预期与现实境遇形成极大反差，令人

困惑、矛盾、无奈、不安，甚至恐慌。怎样应对这个

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的一系列挑

战？怎样在这个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

中寻找你所需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答案是历

史。唯有历史“大道”涵养的“大气”，能使我们面

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要以历史的

眼光、以更加宏观和宏大的视野看待这个世界，也

就是要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变化的观点来

看待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挑战，而不是孤立、静

止、片面地看待某一个挑战，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和迷失自我。这就是说，应对这一系列挑战的策

略和方法，也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去学习和寻找

“大道”，修养“大气”。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只有对中国

近现代历史“大道”涵养的“大气”有深刻的体悟，

才能让人面对变化大局时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才

能让人面对变动大势时审时度势、准确判断，才能

让人面对变幻大潮时胸有成竹、镇定自若，才能让

人面对变革大道时淡定从容、泰然处之……

１．３　“大道”熔铸“大美”，“大美”育于史，所以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

“关键”课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坐标，“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可以“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也

就是说，历史“大道”熔铸“大美”，这种“大美”表

现为历史深处的美德。我们从历史走来，“大美”

是我们存在的依据和理由，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和

甘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今

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

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

哪里去。”［９］

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历史是现实的根

源”。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助于大学生

明白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政党、人民的过去是什

么样、现在是什么样、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的未

来可能会怎么样以及应该怎样才会更美好，以此

获得归属感、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历史是最好的老

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助于大学生

明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是怎样思想、生活

的，他们的成功、失败及其原因是什么，以此获得

前行的美德力量和生活动力。

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历史是最好的营养

剂”。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助于大学生

认知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历史是一个国家无形

的领土和长城，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就是自毁长

城，其要害就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

的历史必然性；其惯用手法就是否定、歪曲、篡改

历史，诸如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台独”修改高

中历史教科书事件、钓鱼岛归属问题，否定南京大

屠杀问题，香港的前世今生等。透过现象看本质，

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内涵本质的认知，

有助于训练和提升我们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历史前进的车轮浩

浩荡荡不可阻挡”。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有助于大学生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寻梦、追梦、圆梦

的历史征程，以此获得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

思维、奉献祖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２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学习的方法论

中国近现代史蕴含的“大道”就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大学生如何心领神会这

个“大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一部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也

就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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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改革开放深化认识、加强认同、最终选择

的历史。

２．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蕴含的“大道”之一：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是因为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和近代西方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都不能救中国，自然谈不上引领中

国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诸如，“天国”及其领袖

推崇的“拜上帝教”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地主阶

级洋务派代表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资产阶级

维新派代表倡导的“君主立宪”思想、资产阶级革

命派领袖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所有这些

思想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各自阶级的诉

求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最终都没有改变，也无力

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地位。

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近现代“救

亡”与“启蒙”的主题与历史进程。马克思曾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

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１］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中，马克思主义

开始传入中国。在众多的“主义”中，为什么马克

思主义会被历史和人民认知、认同和选择呢？一

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实性、时代性、阶

级性等特征非常鲜明的理论，其本身具有其他

“主义”所没有的独特的理论魅力，即它能够为中

国人民提供解决中国问题、寻找中国出路的思想

武器。所以，中国人民经过学习、研究、比较、鉴

别，最终认知、认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

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产生

的震撼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十月革命的

胜利，让为了救亡图存而苦苦摸索和艰难奋斗的

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

它不是地主阶级推崇的封建主义，也不是官僚买

办主张的资本主义，而是工农大众向往的社会主

义，因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

样，“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

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１０］，所以

历史和人民才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

三是因为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表现

为一种历史的、主体的自觉选择。这一主体最开

始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放眼“改造中国

和世界”，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并怀疑后，在俄国十月革命

的影响和激励下，在五四运动的火热推动下，主动

接受、认同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后，他们把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

产党。这样，选择的主体扩大到工人阶级。其后，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

践相结合，随着“上山”—“工农武装割据”—“农

村包围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演进，开辟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选

择的主体也进一步扩大，到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

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新中

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实践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到中国人民的认

同。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

应了中国的时代课题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思想

武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得到了全

国人民的一致认同。这一认同过程，显然是人民

对马克思主义自觉选择过程的继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

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不仅

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

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１１］

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近代以来饱受外来侵略、灾

难深重的中国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从一

穷二白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并迎来了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的伟大飞跃。

２．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蕴含的“大道”之二：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历史的必

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学习研究、比较鉴别

后，主动、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又把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

产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

发展的必然产物，换一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是应运

而生的，也就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在摸索、探寻国

家出路的背景下主动自觉的积极选择，是中国人

民在民族救亡、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顽强求索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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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产物。

其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可依靠、最能信赖的领导力

量，而且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历史比较后做

出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和正确选择。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历史的潮

头，引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肩负起领导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任，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

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就义无反顾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

丽史诗。”［１２］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

一路走来，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在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民族战

争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人民的认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

一路奋进，带领中华民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在引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

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人民的认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

一路向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开创着民族

复兴的光辉前景，在指引中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的奋斗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将进一步得到人民的

认同。

２．３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蕴含的“大道”之三：
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

之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社会理想。

因此，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

党，自然也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指向与其所处社会历史条件

的催化互动性，加上其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融合一致性，使得这种理论的应然演变为历史的

必然。

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实需要，即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反

复证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自身

根本利益也内在要求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两条工业化道路的现实抉择，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经过比较后发现：资本

主义工业化道路已经被历史证明在中国行不通：

农民阶级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不同意走资本主义

道路；地主阶级出于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需要也不

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局

限性，没能力走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为了控制

和奴役中国，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不答应走资本主义道路……

因而，中国只可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

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顺应人民利益诉求，选择了社

会主义道路，之后经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

主义制度。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也

是中国人民根据自身根本利益选择的必然结果。

２．４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蕴含的“大道”之四：
改革开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是因为内部忧患的诉求，也就是对“文化

大革命”深刻反思后的自觉选择。从１９５７年反右
扩大化开始，“左”的错误思潮开始在党内占据主

导地位，以至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

果。对此，邓小平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

“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

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

态”。面对这种政治经济状况，我们该怎么办？

“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

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

的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

事业；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邓小平正是深怀

“开除球籍”的忧患，带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

深刻思考，顶着“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巨大压

力，开启了激荡中国、震撼世界的伟大变革。

二是因为外部压力的诉求，也就是对中外发

展差距的深切体认后的主动选择。中国是在困顿

与落后中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带着十年“文化

大革命”的重创进入世界坐标，我们发现中国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有形和无形的外部压

力让中国人开始心情复杂地审视自己、反思自己：

“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总设计师邓小平痛定思

痛，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

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１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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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

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

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１４］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

经验时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

展进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１５］

三是因为时代挑战的诉求，也就是对时代主

题转换的深邃洞察后的积极选择。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后，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时代主题已由“战

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为应对时代挑

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关头，邓小平

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

的。”［５］在决定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

时刻，在人民的意志和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十一届

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势不可挡的改

革开放大潮很快在中华大地掀起了天翻地覆的历

史波澜。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地

位时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１６］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告诉我们，十一届三中

全会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

史的“偶然”，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大势使然，

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是我们党的

一次伟大觉醒。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评述：

“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

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

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

要的深刻体悟。”［１７］

３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１８］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

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大道”的深刻洞悉，又彰显

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

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

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们需要豪

情，需要信心，也需要更为艰苦的努力，更需要有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大道”蕴含的“大智”“大气”

“大美”的心领神悟和融会贯通。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可以为我们找寻

胜利源头，汲取经验教训、坚定理想信念、获得前

行力量，进而扛起新时代的使命担当，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地推向前进。胡锦涛指出：“事实

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

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

放。”［１４］回望历史，“四个选择”是在双向互动中

进行的，也就是说，“四个选择”统一于中国近现

代的历史进程中。展望未来，“四个选择”是一个

长期的、曲折发展的历史实践过程，也就是说，

“四个选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经选择

就一劳永逸的。历史“大道”启示我们：马克思主

义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和不断地中国化，中国共

产党必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社会主义

必须不断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发展和完善中国

模式以及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改革开放必

须进一步全面深化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使

“四个选择”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又踏上了新的长征。展望未来，需要我们从“欲

知大道，必先为史”的方法论中吸收丰富的营养，

才能不忘初心、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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