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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学派”与中共党史研究述论 

汪　兵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３）

［摘　要］“胡绳学派”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学派代表性的中共党史学家包括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他们的
著述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他们及其著述以及中共党史活动的考察和梳理，能够

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和完善党史学科体系提供思想理论资源。学界需要从多方面加强对“胡绳学派”代表性的党史学家及

著述进行研究和评析，这对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及加强其学科建设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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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上刊载了衡
朝阳博士的论文《试论“胡绳学派”的中共党史学

意义》，从中共党史学上的“胡绳学派”、近３０年中
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和“胡绳学派”、晚年胡绳和“胡

绳学派”三个方面进行了独到的理论思索。２０１５
年４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
学中共党史系耿化敏副教授主编的《青年党史学者

论坛》（第二辑）一书中，在“中共史学家研究前沿”

部分，刊载了杜玉芳博士的《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

究》、赵庆云博士的《胡绳与中共党史研究》、欧阳

奇博士的《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三篇研究论文。

尽管，这是关于“胡绳学派”与中共党史研究评析的

最新成果，但这三篇论文都是孤立地对三位党史学

家及其党史著述进行研究与评析，并没有从“胡绳

学派”的整体性的角度去深入考察。因此，笔者拟

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

审视与探讨，以期学界有新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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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首先简要考察学界有关

党史研究者及其著述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中共历史研究肇始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到
党在延安时期已初步形成研究体系，即由研究的层

面逐步升华为一门学科。但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

１９７８年底的近３０年里，限于多种原因，中共党史研
究体系和学科体系并没有正式建立起来。并且，党

史研究者对自身学科建设问题研究重视得也不够，

并没有形成自觉的思想认识和研究意识。内在的

原因，比如就有党史研究的成果过早进入教科书

等。党史学界真正对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问题加

以重视并深入研究取得成果，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后的事情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
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中共党史研究进入繁荣和复兴

时期。为深入总结中共党史研究经验和教训，提高

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水平，科学阐明中共党史研究

的发展历程，国内知名党史学者张静如教授最先提

出要开展中共党史学家及党史著述的研究。他明

确指出：“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蔡和森，比

较早的就讲党史了；像华岗也早就写了大革命史。

他们对党史研究究竟作了哪些贡献呢？这是党史

学史要研究的任务。”“党史研究的成果到底有哪

些，到底有什么贡献，今后党史研究的任务是什么

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党史学史来解决。”［１］张静如

教授的这个观点，为后来党史学界开展中共党史学

家及党史著述研究指明了方向。随后，党史学界关

于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来。

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体
系和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包括中共党史学理论

和方法、中共党史文献学（史料学）、中共党史学史。

在中共党史学史研究领域及其学科建设中，就先后

有《中共党史学史》（张静如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中共党史研究９０年》（周一平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等著作出版以及
诸多研究论文发表。

但是，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还需要进一步

深化和拓展，诸如对于党史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个

“学派”的问题，有研究者就做了初步研究和探讨。

在中共历史研究史上，党史研究队伍初步形成于抗

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

繁荣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尽管，这支

队伍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

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党史学界对于自身研究者及

其著述的研究评述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

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者不仅对党史学家及史

著研究的进展作了述评，［２］而且，还有研究者发表

文章，专门就学界开展对党史研究者及其著述进行

评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等问题比较系统地

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谢荫明研究员在《北京

党史》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上发表的《注重党史研究者自
身的研究》一文，就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

认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既要对研究的客体即历

史现象、历史过程等进行介绍、分析、总结，也要对

党史研究者本身，即对他们所研究的领域和成果，

对他们所应用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要加以介绍、分析

和评论。关于如何开展党史研究者及其著述研究

和探讨，他认为，党史史家及其史学思想评论是党

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作为研究方法，应当

有特殊的规律性。从中不难看出，提高中共党史研

究水平，完善中共党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就是要研究和评析中共党史研究者自身

及其著述，这本身就是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的重要

内容。

二

由于“胡绳学派”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范围）的

明确界定，是深入探讨“胡绳学派”与中共历史研究

问题的立论基础。以下笔者就对“胡绳学派”学理

概念的由来、演进变化过程做出学术史梳理，并列

举由其概念内涵所界定的主要代表性党史学家。

“胡绳学派”概念的思想渊源，较早源自于胡绳

去世后，石仲泉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的“胡绳学术思想研讨”会

上所作的发言。他指出，长期以来，不少同志都为

当今中国学术界没有学派而扼腕叹息。自乔木同

志１９９２年去世以后就一直在想，中国学术界究竟
有没有学派呢？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一直

到胡绳去世后，学派问题再次萦绕脑际。就社会科

学而言，包括哲、经、法、文特别表现在历史、中共党

史方面，尽管许多学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

学术研究，但由于一部分又兼做领导，因而实际上

就存在着一个以胡乔木同志为首，包括胡绳同志在

内的从党的事业、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出发，在从事

各科学术著述的同时，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着力

研究、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派。至于学

派，各人界定和理解不一样，但只要在学术思想、学

术视野、学术风格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并有后

来者学习、继承和发扬这种学风和文风的，那就应

当承认这是学派。他还就这个“学派”的内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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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初步提炼和概括，包括从事着相当部分的“纯

学术性”研究，参与思想文化斗争、努力阐发和宣传

党的理论与政治主张；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

统一；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思维缜密”，

“辞章考究”；思想解放、不断创新，努力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３］

从上可以看出，石仲泉提及的“胡绳学派”概念

的思想，是经过了一个前后持续不断发展的思考过

程，即他从最初思考当代中国学界是否存在一个

“学派”，到胡乔木去世后产生的一些想法，再到胡

绳去世后深入思考“学派”问题，并初步提及“胡绳

学派”的概念。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和中共襄樊市委联合召开了“纪念胡绳同志逝世

一周年”座谈会。石仲泉研究员在发言中就“胡绳

学派”的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不过，他并没有使

用“胡绳学派”这个词语，而是先提出“胡绳现象”

的概念，概括了胡绳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提出的
１３个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并指出胡绳在改革
开放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以及

“胡绳现象”产生的五个原因。石仲泉指出“胡绳

现象”产生有五大原因：其一是时代大环境的变化；

其二是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三是密切

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其四是有面向世界的开阔

视野和独具特色的历史眼光；其五是坚持全面缜密

多维的辩证思维方法。［４］

石仲泉上述有些观点在党史学界引起了进一

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比如，关于“胡绳现象”的产生

原因，王文滋博士在《人文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３期上
发表了《透视“胡绳现象”》一文。作者指出，这是

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客观环

境的变化还只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关键的还是胡

绳在主观上打破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框框。笔者以

为，王文滋的这个观点对于以后中共党史研究中

“胡绳学派”概念的认知和提出，均有着重要的启示

和推动的作用。

综上，石仲泉从初步提出“胡绳学派”概念的思

想及其中主要代表性人物和对这个“学派”内在特

点的提炼，到后来进一步提出“胡绳现象”的概念，

具体梳理和提炼胡绳在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学术研

究的主要贡献和归纳出“胡绳现象”产生的五个原

因等，都为后来学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理清了线

索，提供了资料，开阔了思路。而衡朝阳博士在石

仲泉等研究者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和使用“胡绳学

派”这个概念，［５］应该说是学术界在这个问题研究

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深刻说明了“胡绳学

派”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学术史、

中共党史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有着突出的

地位、作用和影响，是史学界党史研究互动所产生

的结果与自觉回应。按照以上研究者的思路，笔者

以为，“胡绳学派”中主要代表性党史学家有胡乔

木、胡绳、龚育之等，还包括石仲泉等。他们的学术

领域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指导思想、中

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至于本文使用“胡绳学

派”概念的内涵，主要也是定位在中共党史的研究

领域。

三

要具体探讨“胡绳学派”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关

系，就必须要深入考察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

时期以来“胡绳学派”中代表性党史学家在党史研

究方面的贡献。这不仅包括他们代表性党史著述

（包括党史通史型著作等）以及其提出的具有代表

性的党史观点，还包括他们的党史工作和党史活动

等。不过，在梳理和阐述他们对党史研究及党史学

科建设贡献时，还要兼及评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领域的有关成果。

１．胡乔木。胡乔木是“胡绳学派”的开创者，是
这个学派主要代表性党史学家之一。早在延安时

期，他就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文革”前夕；改

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在这

些主要历史时期中，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和邓小平等

主要领导人参与起草有关党和国家路线、方针和政

策等文件、整理编辑党的历史文献资料及参加建国

后《毛泽东选集》（１－４）的编辑和修订等工作。
１９７７年以后，他曾担任过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

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领导职务。

胡乔木在党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纳

为：第一，参与编写和指导中共党史通史型著作。

其中，１９５１年，在建党３０周年的时候，他用了大约
一周的时间就写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部

建国后第一本党史通史型的专著。［６］这本著作对此

后的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党史著述编写模式及中

共党史学科体系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发表了一些有影响有份

量的理论文章，如《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

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和

《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第三，

在党中央核心领导人指导下，参与《关于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主要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研究和宣传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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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第二个《历史决

议》）提供理论依据和准绳。第四，提出了一些有影

响的党史研究观点。比如，党史著述中“两个发展

趋向”的理论观点，较早就来源于他主要负责起草

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

《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的学术讲演

中。第五，在党史文献的编辑及党史文献学科建设

方面。第六，整理出版《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著

作，为深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研究奠定思想理

论的基础及文献史料的基础。

２．胡绳。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胡绳担任
过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

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

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等职务，是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要领导者。按照

石仲泉研究员的观点，胡绳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

个阶段，即１９３５到１９５６年，是他才俊崭露、驰骋文
坛和大器早成的时期；１９５７到１９７７年，是他的思想
“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在矛盾中相当长时间写

作“几乎是个空白”的时期；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０年，是
他的学术活动焕发青春、与时俱进、旺神求真，成为

“理论大师”的时期。［７］这是石仲泉研究员从其学

术生涯的角度所作的划分和概括。

胡绳在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

论等领域著述颇丰。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他的贡

献可以归纳为：第一，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和主持《中共党史大
事年表》（后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现已改称为第二卷，２０１１
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等编写和审定工作。其

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

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中等篇

幅的通史型著作。［８］这部著作高度体现了新时期以

来中共党史通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对此后中共党史

的通史、断代史、专题等著述及党史研究和教学等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整理出版的《胡绳论“从

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党史著述，为深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和背景

材料。第三，发表了一批有影响性的理论性文章，

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防“左”》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等。第四，提出了

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党史理论观点。［９］比如，关于建

国后中共党史分期的这个重要理论问题，胡绳明确

提出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为界限，把

建国后的中共党史分为两大时期。并且，这个观点

较早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结束语部分就有

了初步阐述。

３．龚育之。１９７８年底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他担任过毛泽东著作

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

部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

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等职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的重要领导者。

龚育之在自然辩证法、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

理论等研究领域著述颇丰。他对于中共党史研究

的贡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参与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二卷初稿）等中共党史通史类著作的编写、修改和

定稿等工作。第二，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文

章，主要集中于《龚育之文存》（３卷）、《龚育之论中
共党史》（上下册）、《党史札记》（３册）和《从毛泽
东到邓小平》等著作中。第三，提出一些有影响的

党史研究观点。比如，“两个发展趋向”观点，就是

按照胡乔木的思想，龚育之正式提出和初步运用于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整合和分

析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党的历
史。第四，在中共党史文献的编辑及党史文献学科

建设方面。第五，在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研究方面，

如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研究。第六，关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他不仅深入研究和阐释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成果，还主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和基本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一书（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版）就是最终成果。该书全面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基本经验，是近年来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力作，为深化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以上笔者简要概述了“胡绳学派”中三位主要

代表性党史学家胡乔木、胡绳、龚育之对中共党史

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从这三位

中共党史学家的经历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

从事的党史工作、党史著述及活动等方面来看，我

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从任职的情况来看，他们三位都担任过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要领导职务，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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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都曾经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党史研究专门

工作机构担任过要职，为其开展党史工作和系统研

究党史提供了良好条件，使得他们的中共党史著述

以及提出的若干观点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其二，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史通史著作的编写工作

中，他们三位党史学家都参与其中，凝聚着他们共

同的思想和心血。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

十年》一书，胡乔木参与指导和撰写“议论风生，文

辞优美”的《题记》，龚育之参与其中两章的改写和

定稿工作，胡绳最后统改。其三，在中共党史研究

中，既注重“一家之言”，又体现“群体智慧”。像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写范式和体例就

吸收和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特点

和优点，在体裁体例、核心观点、文献史料等确定和

运用上都具有传承性和相袭性。其四，比较注重对

党的历史研究与党的理论研究的结合与统一，在党

史著述中采用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的方法。这是因

为党的理论研究和党的历史研究二者有很密切的

关系，即“理论和历史结合，历史和理论结合，比较

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恐怕是理论研究

和党史研究提高水平的一个方向。”［１０］此点尤其值

得党史研究者重视和反思，即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要

加强理论性研究。［１１］其五，从研究特色来看，他们

既做学术研究，又用其研究成果作为党的理论宣

传，使政论与史论得以完美结合。这样的著述既有

政治宣传效应，又有学术价值，是政治宣传和学术

价值的有机统一。［１２］此外，限于论文的篇幅，笔者

并没有对“胡绳学派”中其他代表性党史学家以及

他们的党史著述进行研究评析。不过，笔者以为，

党史学界也需要研究他们在中共党史领域以及党

史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以进一步完善对这个“学派”

的深入研究和认知。

四

以上笔者对“胡绳学派”中主要代表性党史学

家对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贡献作了比较简要的

阐述，为学界开展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思

路。不过，笔者在梳理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资料时，

也感觉到党史学界对自身研究者及著述的研究还

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主要原因是对于这方面问题的

研究没有形成自觉的认识。基于此，笔者就试图以

学界关于“胡绳学派”中主要代表性党史学家及其

著述的研究现状作为个案作简要考察和述评，希冀

推动问题的深入研究。

关于胡乔木及其党史著述研究。自１９９２年胡
乔木去世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学界有关这方面

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目前，公开出版的研究专

著，主要有石仲泉研究员指导博士生杜玉芳撰写的

专著《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张继良教授指导博士生鲁书月撰
写的专著《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

考》（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张静如教授指导博士
生朱家梅撰写的专著《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中共

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等研究成果。学界发表的
学术论文，基本上涉及胡乔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

域。此外，还有研究者专门就胡乔木学术思想研究

进展进行了述评，并梳理了胡乔木党史思想研究的

进展。［１３］

关于胡绳及其党史著述研究。自从２０００年胡
绳去世以来，国内学术界曾先后召开数次座谈会。

目前，公开出版的胡绳学术研究专著，只有郭德宏

教授指导王文滋博士著的《胡绳晚年学术思想研

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一书；此外，
还有朱洪强的博士论文《胡绳学术思想研究》（中

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４届）、胡现岭的博士论文《胡绳史
学研究》（南开大学２００９届）、魏连的博士论文《胡
绳与马克思主义》（山东大学２０１１届）等研究成果。
国内学界发表的论文大多涉及胡绳生平及其学术

领域的各个方面。［１４］不过，总体来说，胡绳及其党

史著述的研究与评析还比较薄弱。

关于龚育之及其党史著述研究。自从２００７年
龚育之去世以后，学界先后召开了数次学术研讨会

和座谈会；修订和整理出版了《龚育之党史论集》

（上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以及《怀
念龚育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和《走进
龚育之》（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等著作，为深化龚
育之在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的学术思

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目前，国内出

版的关于龚育之党史研究专著，只有柳建辉教授指

导博士生陈莉莉撰写的专著《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

究》（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此外，还有匡家
在教授指导硕士生史代罗写的论文《龚育之与中共

历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２００９届）、马启民教授指
导硕士生闫琳写的论文《龚育之党史思想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届）和硕士生张俊写的论文
《龚育之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４届）等学术成果。学界发表的论文涉及龚育
之的各个学术研究领域，尤其集中在他的中共党史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１５］

通过以上对“胡绳学派”代表性中共党史学家

及其党史著述研究现状的梳理和述评，从中可以看

出在这方面问题研究中所存在的薄弱地方，党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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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还需要加以认真梳理和重视，这可以为进一步深

化“胡绳学派”与中共党史研究问题奠定坚实的基

础。另外，在研究和评析“胡绳学派”代表性党史学

家及其党史著述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

努力。

１．仍需要就“胡绳学派”概念内涵和特点进一步
作深入探讨，为这个理论的概念从学理上夯实基础。

在学术研究中，对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相对准确和

清晰的界定，无疑是顺利开展学术探讨和研究的前

提和基础，否则只能是“自说自话”。笔者认为，党史

研究者提出“胡绳学派”的概念也不是要划定这个党

史“学派”和其他研究者的学术界限，而是基于“胡绳

学派”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党史研

究领域的影响、地位和贡献而进行深入研究。

２．对“胡绳学派”中代表性党史学学家及其著
述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化，既要评论他们各具特色的

史学思想和方法，还可以对党史学家的思想观点进

行反评论等。此外，笔者认为还要对这些代表性党

史学家及其党史著述进行比较的研究。可以说，这

是目前深化“胡绳学派”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

要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３．尽管，本文中简要阐述“胡绳学派”代表性党
史学家在中共党史研究上的成就及其影响，但在实

际研究中，无论是研究他们对于中共党史及其学科

建设和发展的贡献，还是评析他们的党史著作中所

蕴含的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

件就是都要对党史学家的人生经历、求学过程、师

承关系、政治倾向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就是

他们在其它学术领域及其成果也需要做出全面的

梳理和考察。有研究者认为，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活的灵魂；由于历史的

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提供如何建设社

会主义问题的完整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这些“空白”的不断填补，是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运用

和发展。［１６］

４．要深入对“胡绳学派”中代表性党史学家提
出的若干有影响的党史学理论和党史观点做出学

术史的考察与述评。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要“从历

史哲学、历史编纂学、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深入地阐

明党史著述中各种学术观点的思想渊源、哲学归属

与影响”。［１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选择“胡绳学派”中

代表性的中共党史学家及其党史著述进行梳理和

评析，是因为他们在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方

面的学术贡献，不仅构成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的重要

内容，也是深入认识和把握党史学发展规律的一个

重要途径和视角。这是因为在研究中，“有影响的

党史学家在整个党史学界起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受其史学思想的影响，

其得失往往在学术实践中产生很大的作用。”［１８］总

之，我们通过做这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目的就是

要进一步丰富中共党史认知理念，以深化中共党史

研究，提升中共党史研究水平，完善党史研究的学

科体系和研究体系，推动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１］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１卷［Ｍ］．深圳：海天出版社，
２００６：３２３．

［２］汪　兵．中共党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评述及研究展望
［Ｊ］．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０７（４）：８４－８８．

［３］石仲泉．胡绳：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学派的杰出代
表［Ｊ］．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１（１）：２２－２７．

［４］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Ｊ］．中共党
史研究，２００２（２）：６１－７０．

［５］衡朝阳．试论“胡绳学派”的中共党史学意义［Ｊ］．党史
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０（３）：７４－７９．

［６］程中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作与发表经过［Ｊ］．
党的文献，２００９（１）：９４－９６．

［７］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Ｊ］．襄樊学
院学报，２００２（１）：５－１４．

［８］章百家．写党史要有好思路、好见解［Ｊ］．中共党史研
究，２０１５（２）：１１２－１１９．

［９］庞　松．追思胡绳同志，开创党史研究新局面［Ｊ］．中共
党史研究，２００１（１）：３０－３２．

［１０］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册［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９：８７．

［１１］张静如．静如文存：下册［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１：６６９．

［１２］石仲泉．我观党史［Ｍ］．济南：济南出版社，２００１：４９６
－５０８．

［１３］张成洁．胡乔木研究２０年学术史综述［Ｊ］．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７）：９３－９８．

［１４］赵庆云．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Ｊ］．云梦学刊，２００７
（６）：１９－２２．

［１５］欧阳奇．龚育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Ｊ］．中共党
史研究，２０１４（１０）：８３－９２．

［１６］彭　瑚，吕志明．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与当代社
会实践［Ｊ］．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３）：１２０－１２４．

［１７］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Ｍ］．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２．

［１８］张静如．张静如文集：第２卷［Ｍ］．深圳：海天出版社，
２００６：５７２．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