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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及其历史命运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及其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命运》简介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商逾同志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

思的历史决定论及其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命运》，于1999年立项，2003年10

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专著《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及其历史命运》，2003年8月山东

大学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有：汪健、陈锡林。 

该成果认为,人们应该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揭示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丰富而深刻

的理论内涵，切忌局限于某一个时期的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思想，并把其绝对化、简

单化。基于此，该成果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角度，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

史决定论演化的内在规律；在思维具体中构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

体系，展示了这一历史理论的丰富内涵和辩证本性，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

论是彻底超越机械历史决定论和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两极对立的科学历史理论；同

时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概括了当代科学和历史哲学的最

新成果，显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当代价值。 

一、关于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演变的内在规律 

马克马克思并非天生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者，在历史研究中，思历史决定论

经历了从理性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向唯物主义的历史演进，在三种理论形

态的更迭中，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质的飞跃。 



1、从大学时代法哲学研究到《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理性历史决定论的形成

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把理性推向了至尊的地位，主张理性是国家法的本

源和动力，是判定国家和法是否合理的唯一尺度。理性历史决定论成为马克思法学

观哲学方法论的基石。2、从《莱茵报》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是马克

思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从对黑格尔国家和

法的批判转向市民社会，再由市民社会深入到异化劳动，从异化劳动出发，视人的

本质为判定社会制度合理与否的依据，把历史规律看成是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规

律，使真实的历史变成了人的本质的历史的倒影，形成了人性历史决定论。3、从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马克思进入了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新时

期。马克思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性历史决定论的束缚，创立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

生产点，以历史规律为主旨，以社会有机体内诸要素的非均衡的相互作用为历史规

律起作用的机制，以历史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为历史规律实现方式的科学的历史决定

论理论。 

二、关于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涵义 

对于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涵义，要从其自我完善的动态进程中，才能作

出完整的理解和把握。大体说来，这种动态进程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通过三个历

史时期的阶段性推进，其理论内涵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升华。 

1.历史决定论科学涵义的抽象规定。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资本论》

写作前这一历史阶段，属于这一理论的初步发展时期，主要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决

定论科学涵义的最为抽象的规定。马克思通过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分析，指出生产过

程“表现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1] 在这两种

相互制约的关系中，马克思强调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是引起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变革的最终原因，使历史规律得到科

学地揭示，完全杜绝了对历史的主观性、随意性的研究和分析。 

 马克思揭示了历史规律起作用的机制问题。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

因素构成的多维性的社会结构，其中物质生产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层次，各种社会

关系和观念最终都能够从物质生产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历史规律就在社会结构多因

素的冲突和缠绕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在最初时期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基本内涵的规

定，总体上都是突出历史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这一理论重点的。 

    历史规律决不是无主体的自在规律，相反，历史规律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历史

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正是历史主客体统一的现实基

础，这表明，历史规律的生成和起作用的机制无不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联。历史规

律就是人活动的规律，是在人的活动中生成和发生作用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人类

社会无从存在，历史规律无所依附。 

    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创立唯物史观、把唯心主义历史观从历史领域中驱逐

出去的根本任务相关联，在社会结构诸因素的碰撞、交汇中，马克思当时全力捕捉

的是决定整个社会面貌、合理解释各种思想观念的经济力量，以此确立唯物主义历

史决定论最抽象、最基本的内涵；在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更强调人类历史进程的强

制性和规律性，视人为人格化的社会关系，把历史主体创造作用的发挥，置于现实

的基础上，显示了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发展的时代性、批判性和阶段性特征，要完

整地再现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全部内涵，有必要向思维具体的逻辑层次继续推

进。 

2、历史决定论科学涵义的具体展开。《资本论》写作阶段，构成了这一历史理



论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内涵得到了具体地展现。为

了能够对社会有机体系统的演变作出整体的理论把握，马克思在其宏伟巨著《资本

论》中，一方面从社会有机体的横向结构上，层层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不

同方面和层次，考察了社会有机体中各种要素的作用机制，从而表明，人类社会不

是毫无关联的、孤立的因素的机械拼凑，相反，它是由各种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作

用构成的活的有机体，其中每一个因素、成份都有相对自主的历史，都有自己发展

的相对独立的规律或特点，并且对其余相关因素发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

暂时或持久的影响作用，经济关系只是在最终意义上对社会有机体演变的总体趋势

和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构成社会有机体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内容；另一方

面，马克思又从社会有机体的纵向发展上，具体阐述了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的交互作

用如何推动社会有机体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必然的更替过程。由于《资本论》的

主旨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律，因此，马克思未能花过多的笔墨给予社

会有机体内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充分的说明，这就造成了理论研究上的倾向性，

结果，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在逻辑上所包含的完整内涵在对资本运行规律的实际叙

述中并未完全展现出来。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内涵在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

主义通信中得到全面的升华。 

    3、历史决定论科学涵义的全面升华。在恩格斯晚年通信中，唯物主义历史决定

论的科学涵义得到了全面的升华。在这一时期，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涵义主

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仍然是怎样看待历史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第

二个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历史过程中主体创造的结果。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概

括地说，就是人的主体创造是一个历史的实现过程思想。关于前一个问题，恩格斯

着重突出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和精神状况的失衡性，并从不同的角

度，深入分析和论述了上层建筑各因素反作用于经济因素的中介环节和复杂情形。



关于后一个问题，恩格斯的理论创造，就是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的命题。

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始终把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个人意志与历史合力、社会领

域内诸因素的“交互作用”与经济运动的“最终作用”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

起来，彻底消除了历史决定论中唯意志论和历史宿命论两种极端化倾向，给人创造

历史的活动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这些思想，是对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科学内涵绝对

必要的补充、发展和完善。 

三、关于历史规律的抽象表述与具体论述 

的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 

    历史规律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核，弄清历史规律的抽象表述与具

体论述的关系，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性，澄清理论领域内的各种混乱

见解，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历史规律之表述，研究的是何谓历史规律之问题，

它是对历史规律范畴的扼要概括，具有抽象性、简约化之特征；历史规律之论述，

解决的是历史规律起作用的机制和实现方式之问题，它是历史规律的完整内容在思

维具体中的逻辑展开，带有具体性、丰富性之特点。在历史规律的抽象表述与具体

论述的关系中，历史规律的抽象表述是对历史规律丰富内涵的高度浓缩，具有纲要

性特征，历史规律的具体论述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它直接规定着历史规律的作用

机制和实现方式的性质和特点。历史规律的具体论述是历史规律抽象表述的逻辑展

开，历史规律要从“抽象”变为“具体”，只有借助于历史规律的具体论述才能达

到。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些学者在研究历史规律时，由于仅仅停留在历史规律的抽

象表述上，忽视对历史规律具体论述的深层次把握和领会，要么把历史规律当成在

人类历史进程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思辨规律，走向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要么视历史

规律为无主体的自在规律，导致机械历史决定论，造成了历史规律被简单化、庸俗



化的理解和运用的错误倾向，最终无法领会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真髓。 

总之，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作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

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力量，同时，它又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开放的理论，

必将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日益得到深化、丰富和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得80页。  

  

©1999-2004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1号楼4层 邮政编码：100806 电话：010-66032841 , 010-66011398 

Email:npopss@public3.bta.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