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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构建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传
承的古史谱系，这一谱系长期遭到质疑，并被一些学者视为
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例证。然而，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出土，史
前文明不断发现，不仅需重新审视司马迁构建的五帝谱系，
而且更需重新理解其为何书写，以及其中蕴藏的古史观念。

广搜史料、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

关于《五帝本纪》的书写，该篇篇末的“太史公曰”，给
出了三个重要信息：

一是创作动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
尧以来”。说明司马迁的创作缘于《尚书》没有记载尧以前的
历史，希望补缀历史缺憾，补齐中国上古史发展脉络。这样
的使命感，体现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勇
气和魄力。

二是文献来源：“孔子所传宰予问 《五帝德》 及 《帝系
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
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
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 《春秋》《国语》，其发明

《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说明司马迁所据文献以传世文献
为主，田野考察资料为辅。传世文献，主要有《尚书》、诸子
百家著作、《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田野考
察资料，主要是司马迁前往传说中五帝到过的空桐、涿鹿、
东海、江淮等地，向当地长者调研获得的口耳相传资料。

三是文献处理方式：“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
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参以前段所引，可
知司马迁将搜集到的田野资料与传世的古文进行过对比分
析，剔除“不雅驯”者，而保留下典雅之训。所谓“古文”，
即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所云：“若《五帝德》、若

《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
《春秋左氏传》、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
写本者，皆谓之古文。”司马迁将田野考察资料与《五帝德》
等古文典籍对比分析后，还得出了它们对五帝风教记载具有
一致性的重要结论。

以上信息，表明了《五帝本纪》书写的基本原则：全面
网罗文献资料，择雅黜野，析理探赜，按照时间先后次序，
对五帝历史进行整齐编排。

就 《五帝本纪》 对五帝谱系的言说看，黄帝为少典之
子，传位给其子颛顼，颛顼传位给族子帝喾，帝喾传位给其
子尧；尧将帝位禅让给同族玄孙舜。这一帝位传承依据的不
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继承者的德才。如颛顼“静渊以有
谋，疏通而知事”；帝喾“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尧“其仁
如天，其知如神”；舜“行厚德，远佞人”。并且，五帝均勤
政爱民，知人善用，重视教化，功勋卓著，深受百姓拥戴。
这样的书写，展示的是一幅理想的政治图景，体现的是一种
以雅求美的古史书写原则。

隐藏的文化记忆

尽管 《五帝本纪》 是以传世文献和田野考察为基础的，
但其真实性却长期遭到质疑。如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认
为：司马迁所作本纪，尧、舜、夏、商、周，皆出于黄帝，
导致“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
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缪哉！”梁玉绳《史记志疑》还指
出，按五帝世系，舜为尧族玄孙，则舜娶尧女“是以族曾孙
娶曾祖姑，不更渎伦乱序乎！”且鲧、禹历仕颛顼至舜四朝，
实在过于长寿；“尧舜在位，几百五十年”，亦令人难以置信。

对此，一些学者试图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五帝本纪》的

可靠性。如隋云鹏《〈史记·五帝本纪〉
的考古学基础》提出：“《史记·五帝本
纪》 具备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换言
之，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确实
存在着这样一群伟大的部落联盟最高统
治者，他们筚路蓝缕、朝乾夕惕，创造
了了不起的人类文明。”一些学者试图从
民族学角度肯定 《五帝本纪》 的合理
性。如孙锡芳《〈史记·五帝本纪〉五帝

谱系合理性探究》认为：“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对
于中国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

以上不同的观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司马迁为何如此书
写。由司马迁“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看，他搜集的关
于五帝事迹的文献中，除有“不雅驯”的内容外，可能还有
不一致乃至相矛盾的内容。比如，就《五帝本纪》载尧舜禅
让一事，司马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
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
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
使不与父相见也。”《竹书》，即西晋时出土于战国魏安釐王墓
的《竹书纪年》。由此记载，可知关于尧舜更替还另有说法：
舜取代尧靠的不是和平禅让，而是血腥武力。但司马迁在写
作中，选择了有助于表现美善政治的和平禅让，而对武力取
代的说法予以忽视，体现了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

如果一定要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去要求 《五帝本纪》 的
话，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司马迁对《竹书》这类材料的忽视
的。但如果从文化记忆理论去考量，就能理解《五帝本纪》
书写的合理性。事实上，《五帝本纪》承载的乃是自孔子以来
人们对“尽善尽美”德政的美好记忆，是建立在关于五帝时
代回忆的基础上的文化书写。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文化
记忆》所说：“回忆文化则着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
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在
司马迁看来，不可遗忘的是五帝时代的君明臣贤、关注民
生、“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德政文化。因此，他选择
了称颂五帝德政之美的文献。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对

《五帝本纪》的概括：“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
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在
此，他强调的不是五帝具体的风教业绩，也不是帝位更迭的
具体细节，而是黄帝开创的法天则地的政治秩序，以及颛顼
等四帝遵序形成的可以万世效法的法度规范。

继往开来的古史观

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疆域空前阔大。诚如司马迁
《太史公自序》所说：“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
不可胜道。”当时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往来、融合，盛况空
前。回溯过去，是为了构建当下，开创未来。受时代感召，
司马迁通过对古史的回溯，对五帝时代进行整齐、重构，“为
后世史家立则发凡”（钱锺书《管锥编》）。基于此，他描绘
的五帝时代蓝图除了君明臣贤、以德治国之外，还有两个重
要特征：

一是幅员辽阔的大一统。黄帝时代东至于海，南至于
江，西至空桐，北至涿鹿；颛顼时代东至蟠木，南至交阯，
西至流沙，北至幽陵；帝尧时代东至旸谷，南至南交，西至
昧谷，北至幽都。这些五帝疆域的描述，其实是建立在古史
传说与汉帝国实际疆域基础上的想象，体现的是汉武帝时代
大一统的思想。

二是民族和谐的大融合。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五
帝其实并非直系亲属关系，而是分属于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
的不同氏族。但在《五帝本纪》中，颛顼、帝喾、尧、舜都
是黄帝的子孙。此外，夏禹、殷契、周后稷均为黄帝玄孙，
秦、匈奴亦为黄帝的后代，东越、南越、西南夷的先君也都
可以溯源到黄帝。这一书写，其实是将汉武帝以前各民族的
文化记忆进行了重构，表现了早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要而言之，《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大量早期文献和文化
记忆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建构。它虽然不是“信史”，却包含
了上古以来各民族丰富的历史记忆，说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
长；虽有“拼凑”之痕，却符合中华民族多源共生的融合过
程，体现了大一统的文化理想。正因为如此，“炎黄”作为中
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才被后世所认可，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起
着无可估量的巨大凝聚力量。（作者系文学院教授，本文
转自《光明日报》2022年1月22日11版）

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指导是党和人民
百年奋斗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
的成功密钥，亦是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
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
义。”这一重要论断，昭示出“两个确立”乃时代
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深刻认识“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是我们在新的赶考路上赢得
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的现实要求。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为中国“复兴号”
巨轮领航掌舵

注重领导集体建设，致力维护党的领导核心
及其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保障。中
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中央委员会，
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对全党
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机关，而在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这个核心领导层中需要有“最有威信、最
有影响、最有经验”“大家公认的、人民满意”的
领袖人物为党和国家事业掌舵领航。回顾我们党
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党
内是否形成公认的领导核心，是党是否成熟的重
要标志，也是党能否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
成功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遵义会议召
开前这一时期，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党内制
度建设不成熟，革命斗争经验不成熟，没有形成
党的领导核心，导致党不断犯“左”倾、右倾错
误，中国革命事业不断遭受失败。遵义会议事实
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
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党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
下，带领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各种艰
难险阻，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重
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
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
盾和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树立党
中央权威，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这既是新的历
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必然要
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和现
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中国“复兴
号”巨轮指引航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
会有革命的运动”。而党的领导核心既是特定历史
阶段政治决断和战略决策上的核心，也是该阶段
围绕时代课题进行理论创新的核心。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中国革命
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推进的时代课题，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
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
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
大国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
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改革开放拉开大幕
到党的十八大以前，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回答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
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
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
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
展的物质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立
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中不断发展的，
确立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行稳致远的制胜秘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
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
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
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党的十九大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相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进一步强调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远大而美好的
梦想经过长期探索与积淀终于成为了党和人民的
实践指向。但新的起点也意味着新的挑战。当
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蔓延，全球复苏乏力，大国竞合分化，数字
鸿沟继续扩大，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蔓延。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涉深水、闯险滩、啃硬
骨头成为改革常态，需要防范化解的“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与日俱增，贯穿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两个确立”的忠诚
拥护者，“两个维护”的坚定践行者，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在新的征程中劈波斩浪、奋勇向
前，稳步驶向民族复兴的彼岸。（作者系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本文转自广西日报2021年
12月20日第六版）

广西大学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首任校长马
君武先生于1903年，最早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5部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以书目清单的形式，在中文期刊《译书汇编》上对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进行译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中共创始人之一李
达先生、《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先生都曾在
广西大学任教。195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东莼教授任广西大学校
长。目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
修基地，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信息化联盟12个常务理事单位之一，拥
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入选广西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学院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学科建设、教学竞赛和
信息技术应用方面不断发力，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通过科研育人、课程育人、思政育人的深度融合，实现思政战线上
育人又育己，立德树人中师生共成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以学科建设引领科研育人，实现教研相长

学院以学科建设助力科研育人为导向，实现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
动。实施入学前“扶一把”，即在研究生选拔过程中要求学生提供一份
科研规划，并将此作为入学的重要标准予以考核。在确定研究生录取
后，根椐学科方向制定书目并随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要求学生进行研
读并撰写一篇学术论文 （硕士6000字以上，博士10000字以上），入学
后由导师修改评阅，反复修改后进行投稿发表。实施开学后“推一
把”，即严格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制，从师生“双选”到论文开题、中
期考核、论文送审、毕业答辩，从日常管理到学术培养，每个关键节点
都做到导师步步紧跟，程程护育。每周二、六晚，由分管副院长组织博
士生导师领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科负责人组织本学科导师和硕博
研究生，每周进行一次前沿问题研讨。为师生提供最优质的科研学习保
障服务，给每位教授配备独立工作室，为每位博士生提供学习卡座，为
硕士生提供公共研修室，实行打卡考勤。实施毕业前“送一把”，即在
学生毕业前利用脑电实验室，眼动实验室等定期开展心理疏导，及时缓
解毕业生的各类焦虑情绪。开展“老手拉新手”活动，邀请优秀毕业生
来校分享职业和学业的成功经验，助力毕业学生做好职业规划和学业深
造。给每个班级配备专业班主任和兼职辅导员，持续跟进学生职业发展
和学术成长。

三年来，学院学科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软科2020年排名进入前5%
（全国第 17 名），2021 年进入前 7% （全国第 25 名），2022 年进入前 6%
（全国第21名）。师生在学科发展的助力下取得丰硕成果，共获省部级
以上项目4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5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项，教育
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 项）。在“三报一刊”发表理论文章 12 篇，在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118 篇。学生就业率在 95%以上，考研率达到
45%，考博率达到10%。

以教学竞赛推动课程育人，实现教学相长

学院以教学竞赛为抓手，充分发挥课程育人功效。实行以“赛”促
“教”，以教学竞赛能力和素养要求为标准，每周二下午进行教研室教师
集体备课，每周五下午开展教师理论大学习。暑期开展全员集体备课，
邀请全国知名教师现场一对一指导，为每位老师磨课练课提供专业意
见。每学期组织师生开展评教，邀请学校教学督导组进行全员全课全覆
盖式督导。实行以“赛”促“学”，以参加各类教学比赛为契机，充分
发挥师生在课程建设和学习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
和感召力。实行本科专业导师制，深度参与学生各类学科竞赛的指导工
作。实行博士、教授授课制，提高思政课授课质量，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实行以“赛”促“建”，以竞赛课程为单位，优化教学团队，要求
每门课程培育3名金牌教师 （教授、副教授、讲师），每名教师要打造
一堂金课。在一流课程、一流专业建设、课题申报过程中，实行老人带
新人制度，“搭台子，组专班，配能手”组建优势团队，明确课程、教
学建设的攻关方向，推动思政课课程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
革。

三年来，学院师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奖50多人次，多位教师取得优
异成绩并获得荣誉称号。其中1人获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
等奖，并获教学学术创新奖和教学活动创新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高校
前列），1人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1人获广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第一名并获广西五
四青年奖章、广西教学能手称号。1 门课程获推国家一流课程，2 门课程获广西一流课程建
设，学生评教85分以上思政课达到100%。

以信息技术助力思政育人，实现师生相长

学院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研发线上思政课实验教学App平
台，使手机变成“学习利器”。该平台集知识点、微视频、教学案例、课后阅读书目、随堂测
验、模拟考试于一体，具备考试、评教、考勤、讨论、答疑等多重无纸化功能。打造线下VR
虚拟仿真互动体验中心，使思政课真正“活”起来、“火”起来。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建立“中
共党史馆”“改革开放馆”“复兴之路馆”等静态场景，还原真实场馆环境，使学生能够达到身
临其境的体验效果。利用大空间定位技术开发“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南海及周边环境”等动
态实景，实现多人同场域互动，通过虚拟技术进行深度学习体验。

三年来，学院以现代科技为纽带，用虚拟仿真为代表的现代技术覆盖所有本科生的思政课
堂，实现了“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为师生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去认识世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技创新平台。学院教学创新被多家中央及地方媒体
广泛宣传，并形成一定示范效应辐射区内外多所高校。（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本
文转自光明日报2022年3月16日第8版）

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 吴家庆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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