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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E FA C E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

中断自身文明的族群，中国共产

党也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的政党。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开

国领袖，毛泽东在 1964 年提出了

“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的著

名论断。1973年他又进一步强调：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

到共产党，都应该深刻总结。”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党的领袖，习近平向全党同志指

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

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党史、国史对于政党、国家

如此重要，团史对于共青团同样

也非常重要。团的十八大报告明

确指出，“不忘跟党初心，牢记

青春使命”。初心从历史中走来，

使命在历史中延续。当前我们学

习团史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今天，我们如何学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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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目标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

全面从严治团、锻造共青团铁军

的过程中进行的。团的干部需要

了解本组织的历史，明白了从哪

里来的路径，才能更加自觉地把

握到哪里去的方向；广大团员青

年只有更加深入了解共青团历史，

才能进一步增强荣誉感、认同感

和内聚力，这与一个员工要了解

企业历史和企业文化的道理是一

样的。

学习团史从何处入手

一讲学习团史，就会遇到几

个问题：一是大家的学科背景和

兴趣爱好各有不同，很多同志学

习团史的兴趣还有待培养；二是

日常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静

下来学习；三是团的历史几乎和

党的历史一样长，史料文献浩如

烟海，不知如何下手。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

这里也很难开出一副对大家都管

用、让大家都满意的“灵丹妙药”。

大概有这么几条比较基本的原则，

大家在学习过程中不妨一试。

第一，要掌握党史发展的大

致脉络。因为团组织是党组织一

手创建的，最初就是作为助手和

“预备学校”的。近百年来，共

青团的发展趋势、工作思路、活

动设计完全服务服从于党的战略

目标、政策指向。所以，不深入

了解党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团

史；只有讲清楚党的奋斗历程，

才能看明白共青团的作为。

第二，要从掌握最基本的团

史知识入手。首先要了解团的两

次建立、两次改名、一次改造的

大致历程；还要了解历次团代会

的基本情况，每次团代会的主要

内容和基本精神；再就是要熟悉

团的“朋友圈”，搞明白团同少

先队的关系、同青联的关系、同

学联的关系、同青年社团的关系、

团 的 十 八 大 报 告 明 确 指 出，“ 不 忘 跟 党 初 心， 牢 记 青 春 使 命”。 初 心 从 历 史 中 走 来， 使 命 在 历 史 中 延 续。

当 前 我 们 学 习 团 史 是 在 实 现“ 两 个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的 背 景 下 展 开 的， 是 在 全 面 从 严 治 团、 锻 造 共 青 团 铁

军的过程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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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会妇联的关系等等。

第三，要善于发现自己身边

的团史。因为大家所处的地域、

工作的条线各不相同，所以一方

面要学习团的通史，另一方面要

了解本地区的团史人物、团史事

件和纪念场馆（既可以是革命年

代的，也可以是改革开放时期的）；

同时还要了解本单位、本条线的

历史，比如青年报的历史、团校

的历史、希望工程的由来、青年

志愿服务的由来等。

有了以上团史的基础，就可

以继续深入学习了。当然还有一

个精读与浏览的关系，一些重要

的书可能要多花时间认真学习，

不能什么都走马观花、一知半解。

学习团史不能太着急，需要用“滚

雪球”的方式，边读书边思考，

逐步积累，慢慢地学会比较、鉴别、

归纳、分析，融会贯通，从“死档案”

中发现“活思想”。

学习团史要警惕常见的误区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由于主观客观的

种种原因，对历史还是有很多不

同甚至错误的看法，影响着我们

对历史的正确认知，这里称之为

“团史学习中的误区”。

一是“历史无用论”。轻视

团的历史，觉得都是陈年往事。

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大数据、

新媒体，快速迭代，历史太遥远，

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团史仿佛与

自己毫不相干。更有以创造历史

自居者，好像历史是从自己这里

才开始的。

二是“历史万能论”。这种

观点是走了另一个极端。迷信旧

的经验，觉得历史上曾经辉煌过，

历史经验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动不动就说过去如何如何，背上

了历史的包袱，难以产生创新和

进取的冲动。

三是“历史穿越论”。就是

以现代人的思维、现在的生活场

景、现在的政治逻辑去推想历史

人物的活动，把现代意识想当然

地强加于历史人物。虽然说“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如果去

生搬硬套，很可能牵强附会。

四是“历史简单论”。有一

种模糊思维，凭感觉，将错综复

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图谱化、

贴标签。比如一些人认为，团史

就是共青团跟着共产党从一个胜

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有啥好学的。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五是“历史主观论”。忽略

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综合

作用，认为就是英雄造时势，把

历史看成是少数伟人的传记。而

且在他们眼里，正面人物总是“高、

大、全”，反面人物则往往被“妖

魔化”。

六是“历史虚无论”。有的

人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无端抹黑、丑化党的领

袖和英模人物；有的局限于历史

细节，过于纠缠个人的功过是非，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缺乏

对历史主流的认知。

学习团史要有辩证思维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

都告诉我们，万物是辩证统一的，

也是相互转化的。看问题、做事

情要把握一个度，执中致和。团

史学习同样也需要辩证法。

第一，既要重视历史的资政

育人作用，又不能守旧于历史，

固步自封，要有理性的态度、科

学的方法。于是，我们必须回答

究竟要从团史中学习什么的问题。

简言之，就是要学习前人赤胆忠

心、勇于担当、朝气蓬勃、实事

求是的精神，借鉴前人处理矛盾、

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思路和做

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盛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

能益人神智。他说：“什么是益

人神智？就是告诉人对于种种事

情如何应付的方法，此即历史家

真实本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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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习历史既要借助现

实逻辑又不能原样照搬。马克思

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

一把钥匙。一个人对现实社会生

活理解得越真切越深刻，他对历

史的理解可能会更加中肯。但历

史终究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

的，不能把历史事件同今天的情

况做生硬对比，一定要从当时政

治氛围、经济结构、社会心态、

风俗习惯的基本特征与相互关系

中，理解那段历史的发生发展。

第三，正确认知历史中的必

然与偶然。历史不是铁轨上的列

车，它没有预先铺设的轨道。而且，

历史的发展不是由单一力量推动

的，而是处于复杂合力的共同作

用之下。历史的必然性不是对诸

多偶然性的综合或统计，而是其

内在的主要矛盾借助偶然性的展

开，所以说，历史前进的基本方

向可以预言，而历史的进程又不

可预言。

第四，学习研究团史，既要

了解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又要了

解错误或部分错误的教训。同党

的整个事业一样，党的青年工作

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在不断探

索中前进的，或者说，就是在不

断纠偏、试错中找到正确道路的。

因此，不要把错误认为是一种耻

辱，而要看作是一种很有教育意

义的财富。经常回忆这些历史，

可以更好改进工作，可以少犯一

些错误。

学习团史要以唯物史观作指

导

毛泽东曾明确告诫全党，研

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刘少奇也说过，不学习历史，就“理

论”不起来。在众多理论学说中，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科学

真正变成科学。因此，要把握历

史的真谛，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不可。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站在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

本主义的视野高度， 坚持一切从

历史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进行

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把握团史

的政治性、科学性、真实性。不

能道听途说，不搞文学想象，更

不能做无知猜测。

第二，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

归根结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

的。天下是不能由少数人去包打

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脱离群

众而能把天下包打下来的人物。伟

人只不过顺应了时代需求，自觉地

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青年

运动的方向就是与广大工农群众

相结合，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

持，青年运动将一事无成。

第三，历史是一条河，看你

选取的是哪滴水。细节虽然是鲜

活的，但要从主流的角度去考察。

站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

面对同样的历史素材，可能得出

的结论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可见，

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对团史学习的意义极为重大。

第四，学习历史是一种思维

训练。团的干部往往会被个人短

暂的生活经历所限制，通过持续

的学习研究，一旦具备了广阔的

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素养和锐

敏的历史感，就可以较快地提高

思想素养，有助于摆脱各种狭隘

眼界，摆脱各种短期行为，进而

对他如何看待和处理现实问题产

生深刻影响。

第五，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

于古，一代胜过一代。尊重历史

才能超越历史，善待前人才能超

越前人。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

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要回归到

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历史，把握规

律，不能超越历史。要从当时的

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对人物、事

件的优缺点、长短处加以说明，

使人理解，不能苛求于前人。

（作者系团中央青运史档案

馆常务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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