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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前言

唯物史观，按恩格斯的定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证明，人类自身谋求生存
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必然要推动自身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也就必然要
推动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且都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是全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它的这一基本内核决定了它是指引全人类走向
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科学，同时也是指引历史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成为真正科学的指针。作为指引全
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科学，虽然它本身是从以往的人类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
学认识，但又必然要接受现实的历史进程的检验。因为人们总是首先根据现实的体验来判断某种学说
的是非得失的，只有从现实的体验中感受到某种学说与他体验到的现实吻合时，才会接受那个学说。
当前，唯物史观在现实的历史进程的检验中，面临着它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国际
社会主义运动自本世纪初取得第一个伟大胜利——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以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突飞
猛进的发展，到本世纪60年代把它的胜利旗帜插遍了地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而到80年代末和90年
代初，却似乎突然地急转直下，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大回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
它诞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挫折。与此相对照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却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重重危机
中摆脱出来，显示出了新的生命活力。面对着这样的世界历史进程，一些本来就对唯物史观存有偏见
的人们，更加振振有辞地宣称，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本来就是“神话”，现在已被事实宣告
了它的“彻底破产”。一些本来还有些相信唯物史观的人们，面对着这样的世界历史进程，也难免对
唯物史观产生了种种的疑惑：它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果真与客观历史进程相符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真能代替资本主义吗？历史的发展演变真有什么必然规律吗？⋯⋯这就是我们在社会历史观的根本
理论上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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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内容概要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是由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定通过的
研究生教学用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八五”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作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对比分析，以正本清源的方式重新认识、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并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共三编，分别为“唯物史观的再认识”、“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和“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理论
和实际”。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适合哲学、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作相关学
科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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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书籍目录

甲编 唯物史观的再认识第一章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第一节 偏颇、诘难和困
惑第二节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
第二章 历史发展规律的再认识第一节 什么是规律第二节 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第三节 规律
中的客观限定性和主体能动性（上）社会历史阶段的不可跨越性和可跨越性第四节 规律中的客观限定
性和主体能动性（下）自然条件的制约与人类控制自然界能力的发展第五节 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第三章 殊途同归的东西方历史路向的求索——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
论意义第一节 怎样追寻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第二节 联系《草稿》看《序言》第三节 马克思怎
样看待当时的东方社会第四节 60年代以后马克思笔下的东方社会第五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启导意
义第四章 从多样性探寻规律——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启示第一节 探索的背景和
目的第二节 未有终结的求索第五章 历史发展动力的再认识第一节 “最后动力”、“直接动力”和“
合力”第二节 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看历史动力第三节 怎样看待中国封建社
会发展的动力乙编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第六章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第
二节 从百家争鸣中逐步取得共识第三节 怎样看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阶段和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革第
七章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滞缓原因的探索第一节 因果关系的困惑第二节 中西封建
社会劳动者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历程的比较第三节 根本原因和多种因素的作用第四节 历史对现实的启
示第八章 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第一节 第一次高潮的回顾第二节 世纪末的高潮·
与世纪初的比较第三节 历史文化比较的理论、方法论探讨第四节 文化观、方法论与实证比较丙编唯
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九章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第一节 唯物史观激起的反
响第二节 西方传统史学的危机和新史学的兴起第三节 新史学的勇猛推进和踟蹰徘徊第十章 面临二难
抉择的历史哲学第一节 哲学和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第二节 唯心主
义与实证主义的对峙第三节 回避不了的本体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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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章节摘录

这个“五段论”的逻辑谬误，我们留待后文剖析。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所说的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论与宗教神学的天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的
手法，确有一定的迷惑力。波普尔显然是利用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一些令人痛心的错误，
特别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曾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代表者自居，发动过
以强制手段强迫人民群众“顺从历史规律”的蠢事，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过很大伤害。波普尔利用那
些蠢举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伤痛，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宗教神学的天命决定论和
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而加以诋毁，其迷惑力确实不可低估。而我们对“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性”的某些理解和阐释上的缺陷，是不利于消除那种迷惑力的。应该承认，在如何阐释
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和人们的主体意愿的选择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
的确存在着缺陷，或者说存在着理论上的困惑。例如，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历
史进程有时顺应着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有时又逆着那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而顺着另一
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前进。于是就说，这正好证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的，
你的意愿顺从了它，就能成功；不顺从它，就必然失败。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自行其道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解释似乎说得过去。可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
实：历史进程不是顺着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朝着前进的方向演进，而是顺着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意
愿朝着逆转的方向演进。这又作何解释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说，历史中有前进也有逆
转，这本来就是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可是这并未回答为什么会前进或逆转。这种解释无异于说，“
因为它的本性就是那样，所以表现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另一种解释是说，前进是必然的，是主流，
是合乎规律的；逆转是偶然的，是支流，是暂时脱离规律的轨道，迟早是要回到规律的轨道上来的。
可是，“规律的轨道”既然可以按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愿而脱离开去，它还能叫做“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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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编辑推荐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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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精彩短评

1、槽点比较密集.总地来说，反呛别人的部分基本都写得很棒；但仍旧没能（或者本来就难以）论证
清楚为何唯物史观是正确的，凡写到这部分，都只是写“决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个槽
点，老庞在书里分别黑了下老普和梅林，而我记得老恩曾经说过：“在我看来，真正理解马克思的，
只有普列汉诺夫和梅林.”（大意）；这句话大概可见于商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附录
》.
2、上学时系主任的书，曾经有过一本，被师兄借走未还，所以再买了一本
3、就是对我的论文没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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