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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中国马克思史学的创建者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确立了其主导地位
为偏离这一根本指导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而遭遇严重挫折。之后面对苏联解体、世界格局急
变革的严峻挑战，又因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指导而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并在中国特色社会
伟大实践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活力。此间成就和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昭示了在新形
下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道路，即坚定不移地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严格、彻底的科学
开展实实在在的百家争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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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是它的迅速发展时期”；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后期，
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和遭到严重挫折的时期”；从70年代末到今天，有学者认为“是它在新的
下健康发展时期”，我个人认为称之“从挫折中探寻健康发展道路的时期”，或许更准确
        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其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就，集中体现于大多数史学工作者
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在争论后达成的六点共识方面。第一，历史不再被看做是一些偶然事件
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历史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第二，历史变动
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第三，
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
或民族的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第四，农民的阶级斗
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
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
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时“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这六点共识，也十分符合当时的
况。其中的“大多数”不仅包括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才
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众多老一辈史学名家。他们当时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
史研究，大多是十分认真的，为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取得上述成就的背景和原因，陈其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一书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表明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
象、方法、策略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运用唯物史观
著作的科学性得到了验证，这使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此外，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的在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倡导批
我批评的学术风气，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幸的是
家争鸣”的方针和健康的学术氛围不久就遭到了“左”的倾向干扰，并在“文革”中达到
狂的程度，连吴晗、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有的含冤
世，给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带来了深重灾难，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尤为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真理声望在遭遇灾难性破坏之际，正是
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遭遇空前沉重的挫折之时，同时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
克思主义进行空前猛烈的攻击之时。这给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唯物史观带来了极
击。现实生活中的巨变，引起了普通民众的极大困惑：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
是否意味着唯物史观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已
“证伪”了？由此推想，以往一直强调的“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推进的整个历史发展规律是否都
难以成立了？总之，在逆转的现实和种种的困惑冲击下，人们原来的一些信仰、信念动摇
至被否定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再来回顾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取得的那六
识，究竟还剩下多少呢？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面对严酷的现实，没有灰心丧气，坚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最具权威性的证据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从严重挫折的教训
了适应新形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已通过30年历史进程中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
证明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生命活力。实践中的辉煌成就，正在激励马克思主
学工作者怀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研究和思考唯物史观的科学含义及其
史学的指导意义，重新审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
严格的科学含义，重新审视什么是规律，什么是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些都是涉及科学哲
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百家争鸣热潮中，实际上都或多或少触及到了，
以“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名义和命题进行讨论的。不幸的是，随着“左”的
步升级，“争”和“鸣”都渐渐销声匿迹了，而疑窦和困惑的阴影却继续在人们脑海中萦绕
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和西方敌对势力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猛烈攻击的冲击下，那些阴
活起来，像冲破堤堰的洪水一样冲垮原来就不很坚实的信仰和信念。这正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深刻
教训。    我们也正是从这一教训当中可以找到重新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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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那样坚持严格、彻底的科学态度，开展实实在在的百家争鸣，针对科学哲学和历史哲
那些根本性问题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含义，紧密联系现实和历史的实际，展开畅所欲言的自由
论和争鸣，切勿再犯把学术争论当政治问题对待的历史性错误。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
“百家争鸣”的方针，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一定会重新赢得科学的声望，而且在人
类思想史和社会历史科学史上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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