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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唯物史观理论再研究 

世纪之初，在反思与展望中国史学及其作为指导的唯物史观时，《历史研究》2001年第4
期发表了蒋大椿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由此引起学界
的关注和热烈争论，至今年，唯物史观理论再研究已成为史学界的热点。 

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使唯
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故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
系统史观，其中包括将哲学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以探求各个文明地区和各个国
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历史理论研究；也可将价值认识方式与
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
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
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
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
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
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
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
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
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
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
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

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
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
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
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
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
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
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
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
“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
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
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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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強
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
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
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
术成果；其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
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
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
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
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
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
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
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
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马克思主义
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
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
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
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
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
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
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
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
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
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
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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