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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狭窄。因此，新的资料有待发

掘、新的研究方法有待引入、研究

者的科研能力有待提升。三是站

位立意有待提高。要紧密结合党

的创新理论和国家发展形势，打破

思维僵化、陈旧、受限的局面。如

对白沙起义的研究，要站在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来认识；对琼

崖革命精神的研究，要站在“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高度进行审

视等。总之，琼崖革命研究基础已

经奠定，但后续任务仍然艰巨，需

要在大历史观指导下破除窠臼束

缚，再铸史界新篇。

琼崖革命史研究要实现质的

提升，必须在大历史观的视野下重

新加以审视，跳出琼崖看琼崖、走

出近代谈近代，从而打造大历史观

应用的地域范例。在地域上，以世

界形势、全国背景、华南片区为观

察琼崖的立足点；在时间上，以中

华五千年文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

年历程、近代一百八十多年的跨度

作为研究琼崖的纵向标。大历史

观力求抓住主线、主题、主流的研

究法，提示琼崖革命研究也同样要

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迷雾，溯

源头、求本质、循主旨，分析历史演

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从而

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这种强调

史鉴应用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

见性、创造性的方法论指导，对于

挖掘琼崖革命的时代价值以资当

今海南自贸港建设参考具有强烈

的现实指导意义。

大历史观认为分析历史现象、

研究演变机理要从历史长河、时代

大潮、全球风云三个层面入手。同

理，琼崖革命研究也需要遵循这一

规律。

拓宽琼崖革命研究视野。琼

崖革命虽然是20世纪20年代到50

年代发生在海南岛这一地域范围

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但是却

不能孤立、割裂其与历史、世界的

联系，必须打破“孤岛思维”，以孤

岛不孤的意识重新加以认识。

从历史长河角度看，孤悬海外

的海南岛能够及时融入全国革命

大潮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地方

党组织的创建、各个阶段的革命，

特别是为全国解放、祖国统一贡献

海南力量，都不是偶然现象。深层

次上源于自古以来海南强烈的民

族凝聚力、向心力。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和使命担当使其在各个历

史阶段都积极融入民族大家庭，从

冼夫人到琼崖革命者们，都是自觉

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历史上的黎

族、苗族到琼崖革命时期的白沙起

义领袖王国兴，都为民族团结作出

了重要贡献。

在时代大潮激荡中，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和发展顺应了时代大势，

时代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琼崖革

命也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产物，以其

鲜明的地域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一支汇入主流，共同绘就了20

世纪上半叶民族解放、独立的壮丽

图景。琼崖革命一方面受到大陆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刻影响，另一

方面通过华侨牵线也与亚洲人民

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运动有

密切联系。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

题映射在海南，具体体现为革命风

潮迭起的琼崖革命历史。

纵览全球风云演变局势，十月

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都深刻地影响

了中国革命，琼崖革命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传入琼崖、海外游学

潮、琼崖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

略、华侨回琼抗战等都是国际背景

下的海南写照。琼崖革命既是全

国革命的缩影，又因其地处南海的

重要位置、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

有着独特联系，塑造了琼崖革命的

独有特点。

力抓琼崖革命历史主线。大

历史观强调一方面视野要宽广，总

览古今中外；另一方面又要分清主

次轻重，抓住历史大脉络、主线条，

才能于宏阔深厚的历史发展中抓

住主旨。琼崖革命的主流、主线贯

穿于琼崖人民追求解放、自由的革

命征程中。它与整个中国近现代

历史的主题是一致的，是其中的一

股洪流。近代以来，琼崖人民在中

共琼崖地方组织领导下，为了拯救

琼崖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最终

赢得琼崖解放的历程，是琼崖革命

的主线。为此，琼崖人民选择马克

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选择中国共

产党作为领导组织，选择走社会主

义道路作为革命方向。历史证明，

这些选择是正确的，为琼崖革命胜

利提供了根本保障。这些选择是

促成历史主题实现的主要因素。

深挖琼崖革命历史规律。历

史规律就是引导人类进步的经验

总结和内在趋势。大历史观要求

通过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

作为决策的前提和依据。琼崖革

命发展、演变的机理和规律是深刻

剖析这场革命，进而解读、提炼琼

以大历史观审视琼崖革命的研
究路径

琼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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