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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发现，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重大发

现之一，也是人类科学思想中最大的成果之一。它在

人们的社会历史观中实现了彻底的变革，为一切有关

社会领域的科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前景。

（ 一）什么是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也叫唯

物史观。

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

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

一、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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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

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

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

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

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

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

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

第一次正确地回答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

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构成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恩

格斯对于哲学的重大贡献。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标

志着唯物主义已经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呈现为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彻底的、完备

的科学唯物主义形态。

在唯物史观诞生以前，人们总是从神的意志、卓

越人物的思想或某种隐秘的理性，即从某种精神因素

出发去解释历史事件，说明历史的发展。其结果不是

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资产阶级历史观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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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人”的观点解释历史，比起中世纪用神的意志说

明历史的神学观点是一个重大进步。但它所理解的

“人”是一种抽象的人，即脱离历史发展条件和具体

社会关系、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生物学上的人，或

失去感性存在的玄虚的 “自我意识”。从这种抽象的

人出发，必然把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归结为人

类的善良天性或者神秘的理性。这仍然是用非历史因

素、人们想象和思考出来的东西去解释历史，因而不

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以及历史研究的对象。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初是作为假说而提

出来的。科学发展史告诉人们，假说通常总是因为回

答需要解答的问题而设立的。唯物史观作为假说，首

先是为了回答阶级斗争这个当时尖锐的历史事实所提

出的问题而逐步形成的。恩格斯在论述唯物史观形成

的历史过程时，提出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是

“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①。面对这

样的事实，当时法国复辟时期的一批历史学家以及伟

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都曾提出过自己的

理论。他们虽然对问题的研究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却最终未找到科学答案。只有马克思在继承前人成果

一、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２２５页。



００　４　　　　

Ｍ
Ａ
Ｌ
Ｉ
Ｅ
Ｚ
Ｈ
Ｕ
Ｙ
Ｉ
Ｃ
Ｈ
Ａ
Ｎ
Ｇ
Ｓ
Ｈ
Ｉ
Ｇ
Ｏ
Ｎ
Ｇ
Ｍ
Ｉ
Ｎ
Ｄ
Ｕ
Ｂ
Ｅ
Ｎ

的基础上，才发现了阶级斗争问题的真谛，指出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但唯物

史观并不等于阶级斗争理论。如同恩格斯后来指出

的，研究阶级斗争，研究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动机

背后的动因，是发现整个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 “唯一

途径”。马克思正是面对阶级斗争这样尖锐的事实，

由此入门，再深入下去，在历史学、哲学、法学、经

济学等领域，上下求索，并在当时自然科学所获成果

的启发下，扬弃了旧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企

图包罗万象的复杂形式，并使之综合起来，形成了关

于唯物史观的假说。这个科学假说的一些基本原理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作了最初的说明。《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此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１８６７

年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唯物史观由假说被证明为

真理。它不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内容上不断充实，

形式上日臻完善，正在并且还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

展。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伟大成果，为

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科学领域，实现了整个社

会历史观的变革，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为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历史理论基础。随

着科学和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唯物史观本身也在不

断得到检验、证实、丰富和发展。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００　５　　　　

Ｓ
Ｈ
Ｅ
Ｎ
Ｍ
Ｅ
Ｓ
Ｈ
Ｉ
Ｌ
Ｉ
Ｓ
Ｈ
Ｉ
Ｗ
Ｅ
Ｉ
Ｗ
Ｕ
Ｚ
Ｈ
Ｕ
Ｙ
Ｉ

（ 二）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人们在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形成或运用了某种特定的自然观，显示出人们对

自然界所持的根本观点不同。同时，人们在认识、改

造和处理人类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实践

中，也逐步形成、运用和发展着某种特定的历史观。

所谓历史观，是指人们在认识社会历史现象、解

决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根本观点。社会历史观涉及许

多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

系，社会历史有无规律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动力作用，阶级

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

在历史上的作用，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等等。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社

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问题。所谓社会存在，是指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方

面，是人类物质生活要素与条件的总和。它包括物质

资料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以及交往实践

一、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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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谓社会意识，是

指人类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人类精神生活要素的

总和，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

学、科学等思想、观点以及风俗、习惯等社会心理

现象。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人们认识和解

决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是一切有关社会历史

学说、理论的基石，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

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历

史观都不能回避而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人类社会的

现象种类万千，纷纭复杂，但高度概括起来无非有两

大类：一类是社会的物质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一类是

社会的精神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前者即为社会存在，

后者即为社会意识。社会历史观要研究整个社会的本

质，对社会现象作出最高的概括和总结，必须首先回

答这二者的关系问题，否则历史观的研究就不可能

进行。

第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两种历

史观对立和斗争的焦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

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凡认为社会存在第一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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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意识第二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

点，就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凡认为社会意

识第一性，社会存在第二性，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的观点，就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或唯心史观。两种历史

观的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展开的。

历史唯物主义也叫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

其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创

造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基本

观点出发，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中第一性的东

西，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派生

物，是第二性的东西。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

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这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唯一科学的回答。

历史唯心主义也叫唯心主义历史观或唯心史观。

其基本观点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英雄人物、

帝王将相的意志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在社会生活

中总是寻找某种精神的因素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

和动力，它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坚持着社会意识第一

性、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两种历史观斗

争的焦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其他问题

上的分歧和争论，都是围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

一、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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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个问题或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的基础上展

开的。

第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研究历

史观其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它是贯穿于历史观中的

主线，决定着历史观其他诸问题的解决，也决定着整

个社会历史观的基本性质和面貌。例如，认为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必然从社会自身内部寻找历史发展

的动因，并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客观的、合乎规律的

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决定其历史观的基本性质是唯物

史观；反之，如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必然将

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意志，主张英雄创造

历史，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其历史观的

基本性质是唯心史观。

第四，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是社会

实践中的根本问题。人们在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过

程中，都需要首先正确地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

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

实践的成败。

社会生活现象纷繁复杂，社会历史观要揭示社会

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必须对社会现象进行高度概

括，抓住社会生活的根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作为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范畴，它们是历史唯物主义

对社会生活的上述两种现象、两个方面的一般概括。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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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社会现象区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并进而

揭示出二者之间的本原和派生、第一性的决定作用与

第二性的反作用等的复杂关系，才能得出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社会的物质生活制约着社会的精神生活

和政治生活的结论。同时，社会意识、社会的精神生

活和政治生活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但社

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本原和派生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因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

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

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

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

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①。

三）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重大发现之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

一、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３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４２４－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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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被称为 “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共同组成 “一整块

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 的科学体系。这是

因为：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来看，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互为前提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

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即把唯物主义贯彻到

底了。因此，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用唯物主义反对

唯心主义、用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就不能创立历史

唯物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

有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

普遍规律的科学，这一完整世界观的形成，不能脱离

对社会历史的正确认识。社会运动的规律既是物质世

界运动规律的局部，同时又是自然规律发展的最高产

物和表现，没有对社会生活过程及其本质的正确理

解，就不可能彻底解决哲学世界观中的一系列根本问

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辩证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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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作

为整体同时产生的。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来看，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互贯通的。

辩证唯物主义中渗透和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如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实践与认识的

关系等基本原理的论述，就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和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中渗透和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它

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第一性的东西与第二性的东西之

间的相互作用的原理、矛盾运动和矛盾转化的原理等

贯穿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全部分析当中。如 “实践”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很难说它究竟是

“单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是 “单纯”的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它作为二者统一的鲜明

体现，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最好

证明。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来看，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相互统一中共同担负起历史

使命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

者。其全部任务在于革命地改造世界。在这一过程

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结合，共同担

一、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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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任务。辩证唯物主义对社会实

践的指导作用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历史唯

物主义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不能离开辩证唯物

主义。

我们要特别反对那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意义，企图把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斥出去的观

点；同时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历史唯

物主义。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

证统一，才能在实践中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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