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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历史演进的逻辑理路及当代价值 

庞淞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本论文旨在厘清马克思唯物史观从产生到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唯物

史观的历史演进背景和理论源起等角度分析马克思唯物史观历史演进的逻辑理路，并且从当代社会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出发，

阐释唯物史观对于当今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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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物史观历史演进的社会背景 

唯物史观的产生可以溯源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以英国

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飞跃和大

工业生产。恩格斯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评价道：“有许多巨大的工

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

机器生产的工业。”1 恩格斯同时也指出工业革命催生的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使得劳动者被剥削并加剧了他们的贫

困。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对于贫困人口的分析中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细化，细化为了雇佣劳动者的相对贫困以及失业人口的绝对

贫困等类别。 

由此，处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和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必

然发生矛盾，矛盾的激化就会形成阶级斗争，并会最终诱发无

产阶级革命。针对这一背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表面

上是政治斗争，其实质处于经济层面，因此需要用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去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基础，也

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理解阶级斗争，看待历史发展，形

成了唯物史观的基石。 

二、唯物史观历史演进的思想源起 

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开始，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进行了

系统的分析和论证。在其间马克思主要通过对于法国社会历史

现状的梳理去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

观进行批判。在后半部分马克思对国家的抽象观念和他的具体

历史形式之间的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使得当时

的唯物史观在源起时就已经超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范畴。 

马克思在对于法国历史的分析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

观，他指出：“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视为主语，……实际上，

他只是说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和政治哲学。”由此可以看出，无

论是黑格尔还是青年黑格尔派，在对于社会历史分析时始终还

是从唯心主义的视角去介入，而马克思则并不是从黑格尔认为

的决定社会历史的国家出发，而是从下端的市民社会出发研究

历史，这也为唯物史观形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

观点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唯物史观的历史演进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

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用温和的无

暴力的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并反对革命等激烈的解决方式。他

们的这一主张终究只是幻想，并且最终被实践检验是失 

败的。2 但同时，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

不够科学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但其仍然有其

进步性，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性中逐渐形

成科学的唯物史观的观点。 

空想社会主义者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必然存在根本性的问

题，虽然其无法从理论上用严密的逻辑发现问题的根本所在，

但是这样的意识已经具有启发性。而且，不同于以往的偏向于

历史随机论的历史观，圣西门主张历史发展有其规律，这对于

马克思从根本上剖析历史发展规律有着理论源起作用。欧文对

于政府的改良观点，以及“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章程”3 中所体

现的在意公平的精神现在也为现代国家政府所体现。这些对于

社会的构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做了思想铺

垫。但空想社会主义终究还是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固囿，其历

史观还需要革命性的变革。 

三、唯物史观历史演进的逻辑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逻辑进程可以从历史演进的

社会背景中提炼，并从历史演进的理论源起中找到理论的历史

学根基，同时，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历史演

进的哲学基础中洞察唯物史观的逻辑进程。唯物史观对于历史

的分析有着黑格尔的哲学基础。“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

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

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4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观区别去

其他以往的哲学观点的原因在于黑格尔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历史

意识，并且马克思把《精神现象学》中蕴含的历史意识作为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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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标志。黑格尔对于历史脉络以及历史发展

存在联系的思想也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对于黑格尔哲学历史观的批判继承过程中，马克思分析

了黑格尔在思维和人的本质层面陷入的唯心主义，认为将自我

的思维进入历史中并以此形成的历史观是错误的。同时，黑格

尔对于人的精神以及劳动关系的哲学论述具有辩证法的思维逻

辑，马克思也将其辩证法运用到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中。马克

思也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劳动异化的分析里扬

弃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学说，并从唯物主义视角对社会的经济

动力根源进行了分析，而不是停留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层面。 

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逻辑必然来源于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不同于黑格尔等哲学家的唯心主义思想，

他将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置于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并且将对于

社会的理解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也在哲学上超越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马克思在《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运用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去分析当时

的社会经济，并且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

解上提出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而为唯物史观

的逐渐形成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唯物史观的历史演进逻辑首先是从批判

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开始，意识到历史的发展不是取决于单纯的

人的精神，并且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等

进行分析，从社会的经济根源看待历史的发展。之后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从新的唯物

主义出发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并最终使得唯物史观走向成熟。 

四、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当今社会中各种社会思潮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尤其是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多种样态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其中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展现需要我们高度重

视。想要从根本上戳穿历史虚无主义的玄机和诡计就需要唯物

史观的观念和方法。 

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是属人的，是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和

观点对于史实的选择与重塑。在对于历史的理解中，“三史”

尤为重要，即史实、史料、史感。针对不同史料展现出的史实，

针对不同立场观点人呈现的历史，要拥有敏锐的史感。这样的

史感就包括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敏感性和批判准备程度。而只

有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下，才能科学的剖析历史虚无主义。拥有

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品，其真正危害之处就是在于其将

意识形态的消解目的巧妙地隐藏了起来，反而去刻意迎合受众

的口味与审美，从而在不知不知觉中达到其虚无历史的目的，

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诡计。 

历史虚无主义者巧妙地将各种诡计嵌入艺术作品的创作手

法中，不明真相的观众可能还在掉入这场蓄谋已久的陷阱时自

得其乐，殊不知早已走进历史虚无主义的骗局。通过唯物史观

去透视，可以发现，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是在历史本体论、历史

认识论还是历史价值论层面都有其根本的错误，其否定历史发

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规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鼓

吹抽象的人性和价值的虚无。所以，在各种社会思潮深刻影响

大众的今天，运用唯物史观戳穿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巩固和加

深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唯物史观

对于当今社会思潮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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