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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化史观是中国在特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创新产物，是从变易史观到唯物史观的重要过渡。梁启超的进

化史观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要素，值得挖掘和阐发。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梁启超在几个方面有着深刻

的且与唯物史观相近、相通的观点：一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见解；二是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独到

理解；三是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问题上，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批判了传统的英雄史观。这些

促使中国的先进人物容易理解和接受唯物史观，也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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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s an innovative product of China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conditions and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s to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iang Qichao’s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ontains rich elements of dialec-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514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5145
https://www.hanspub.org/


陈源超，张思琦 
 

 

DOI: 10.12677/acpp.2023.125145 847 哲学进展 
 

tical materialism and is worthy of exploration and elab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iang Qichao has profound and similar views in several aspects: firstly, a deep un-
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econdly,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rdly, in the issue of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people, he affirmed the subject status of the people and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hero-center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se factors made it easier for advanc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under-
stand and accep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arly disse-
min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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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继承中国传统变易史观的基础上，吸收

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系统地把进化论的观点引入历史观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进化史观。梁启超的

进化史观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要素：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的问题上，他认为社会历史是有规律

的且呈螺旋式上升的路线进化发展；提出了革命和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关于人

民群众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他高扬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

的重要作用，还批判了传统的英雄史观。梁启超的理论著作与社会实践推动了国人“开民智”的进程，

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能在中国迅速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 

2. 进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梁启超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变者，天下之公理也”[1]，首先，他认为变化发展是世界

的永恒规律，任何事物只有遵守了这一铁律才能发展进步。“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1]，其次，人类

社会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进化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

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

也”[1]，梁启超进而举例证明进化是一种规律，人类社会遵循着进化的规律。从政治法制到宗教道德、

风俗习惯，这些人类社会历史中无处不在的种种现象都证实了梁启超的假设。由此可见，梁启超接受西

方进化论思想并将其引进历史观领域中形成的进化史观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任一历史观形态。他并没有以

一些个性和特殊性的事例来模糊、笼统进化的概念，而是将进化论上升到了科学的层面，归纳一些具有

普遍性的现象从而论证了进化是一种规律。 
唯物史观认为，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曲折的、

迂回的。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指的是事物自我发展过程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上升性和回归性的对

立统一[2]。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曲折前进的趋势，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会表现出倒退，但总会向进步的

方向复归。 
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呈现为螺旋式的上升，“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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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1]。他肯定了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但并非是沿着直线发展的，而是像螺线

一样曲折发展和螺旋式上升。以往的中国哲学家深受孟子“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影响，即便是近代

有革新精神的龚自珍和魏源也将社会发展阐述成循环或是闭合的圆形。梁启超认为，孟子由于没有阅尽

人类数千万年的历史进程，因而被螺线状的历史给迷惑了，错以为就是封闭的圆形。梁启超的历史观超

越了中国传统“一治一乱”的循环论历史观，完成了从“变易史观”到“进化史观”的转变，其观点又

与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有着高度相似之处，体现出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3. 历史进化的主体是“群体”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中蕴含着群众史观的萌芽，他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

用，认为历史应该被叙述为“群体史”或者“人民史”，在历史观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梁启超认为，“群体”是历史进化的主体，单独个体的进化是无法带动历史进化的，只有“群体”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社会历史才能够得以进化。“群体”即个体的“结合体”，“群体”以不同的形式

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体现出来，又以个体结合程度的不同被区分为家庭、团体、社会、族群、国家等。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1]。“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1]。梁

启超认为，个体的进化不是人类历史的进化，个体的进化无法带动社会和历史的进化，就算是千年难遇

的杰出人物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让社会和历史完成进化，只有众多个体结合为“群体”来完成进化才能

被称之为社会历史的进化。 
梁启超批判以往的史学家没能全面地再现历史活动的发起者和承担者即历史主体的丰富画面。他指

出，“畴昔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历朝历代的官方史书中所记载的几乎都是王侯将相的历

史，故而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所叙述的内容和群体进化没有太大关联。因此，他在《新史学》中提出了新

的历史研究法，号召人们关注群体的历史，这一举动对后世史学影响巨大，被誉为“史学革命”，梁启

超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研究群众史和人民史的先河。 
唯物史观认为，群体和个体的关系是辩证的。群体作为个体的社会集合体，反映的是这些个人彼此

之间发生的联系和关系。人类的个体只有在群体之中才能得到相应的社会生存方式，从而凭借这种方式

来获取生活资料，进而不断获得使个体得以发展的诸多条件，以此得到在社会历史中发挥作用的支持和

依靠[3]。 
虽然梁启超主张“群体”是推进历史进化的主体，但是他也没有否认“个体”在历史进化中的促进

作用。因此，可以说历史的主体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统一。正如国家和社会作为整体，由无数

各具特色的个体汇集而成，个体无法独立于国家和社会之外。离开了国家和社会的个体则会失去适合个

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失去生活资料。同样如此，国家和社会这类整体由无数的个体所构成，二者是辩

证统一的。因此，梁启超主张“开民智”和“鼓民力”，使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成为“新民”，由量变引

发质变从而推动整个群体的进化。 

4. 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 

梁启超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且详细论述

了历史人物以及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关系问题。 
梁启超早年的历史观属于“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1]。

在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异国他乡，历史观逐渐发生转变，慢慢认识到人民群众

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国也者，非一二人之国也，千万人之国也”[1]。他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救

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个别英雄人物，少数英雄豪杰是无法改变现状的，国家复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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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唤醒四万万同胞，使人人参与到民族振兴的大业之中。 
梁启超意识到仅凭少数杰出人物创造不了历史，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方能创造历史。“彼之

造英雄运动英雄者，即隐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儿等

恒河沙数之无名英雄也”[4]。在他看来，所谓的英雄人物也不过是在无数普通群众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形象而已，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能力。而“无名英雄”则是指那些积极支持和参与社会进步事业的广大人

民群众，正是有了无数“无名英雄”的支持才锻造出一个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有名英雄”。

梁启超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十分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梁启超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地位也会相应提高。“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

者或全民为主体”[5]。他断言以后的社会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以后的历史是全民为主体的历史，不属于

少数英雄人物。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指出了英雄的局限性，“等到二十世纪，社会上就不存在英雄了。

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群众都是历史英雄”[5]。他断定所谓的英雄不过是旧时代的特殊产物罢了，伴随文

明的发展和群众的觉醒，人民成为了历史的主人，英雄将自然而然地匿迹于历史长河之中。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尤其是伟大人物的出现，都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任何历史人物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梁启超在英雄与时势的关系问题上做了辩证的思考。他曾把时势放在首位，“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

而已”[1]，认为英雄造就时势。而后又提出“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1]，认为时势造就英

雄。他举例，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出生在 16 世纪，那么宗教改革也许就不会成功，但是 16 世纪如果没有

路德，那么也会其他人去进行宗教改革。如果没有哥伦布，美洲新大陆也总有一天会被发现。这与马克

思所肯定的爱尔维修的观点几乎一致，即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

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6]。梁启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雄与时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英雄

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4]。“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7]。
他既承认“英雄”的作用，也承认“时势”的作用。由于历史与个人的局限，他将二者折中对待，还是

没有摆脱英雄史观的影响。 
虽然梁启超最终认为英雄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

力量，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英雄与时势的关系问题上，也尝试了唯物史观视角

的思考，即使得到的结论是英雄与时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但梁启超的大胆尝试依旧远远超越了中国

以往的历史观。 

5. 竞争与革命是历史进化的动力 

梁启超认为竞争或者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他所理解的“竞争”是一种近乎斗争或

者战争的概念。“竞争者，进化之母也；战事者，文明之媒也”[1]。他认为“竞争”对于进化的作用相

当于“战事”对于文明的作用，竞争可以推动历史的进程，战争也可以推动文明的进步。因此，他认为

人类历史的本质就是竞争的历史。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梁启超没有看到竞争背后的物质动因，没有看到

斗争背后的阶级因素，但也不可否认他朝着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迈进了一步。 
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标志着社会形态的质变，其

实质是先进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2]。 
唯物史观高度肯定革命的重要作用，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6]。与此相近，梁启超提出“革”

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之一。“革”指的是革命，有破而后立的意蕴。“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

例也”[1]。在梁启超看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规则之下，通过革命，人类的社会、

制度等等不断由不适应到与大环境相适应，以此不断进步发展。他认为，“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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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1]。梁启超吸取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以“破坏”解释“革命”，不

破则不立。但他所理解的“破坏”并不是与“建设”相对立的，反而是“建设”的前提条件。只有彻底

的破坏才能打破封建保守的顽固思想，进而踏上近代化的进化之路，所谓破而后立正是如此。梁启超所

提出的“革命”和“破坏”，预示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诞生，这与唯物史观所认为的生产关系要

不断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已经非常接近了。 

6. 唯物史观视域下梁启超进化史观评析 

第一，梁启超的进化史观突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也远远超越

了传统的“变易史观”。他提出了历史是有规律的，进化就是历史的规律。他承认进化的过程是曲折的、

呈螺旋状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未来必然能达到大同社会。这已经极为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

法思想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先声。 
第二，梁启超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也意识到英雄人物

的局限性，打破了以往的传统英雄史观，把视野转移到了普通群众身上。对英雄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做了辩证分析，认为二者共同创造历史，既肯定了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也认识到了人

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秉持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同时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

历史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可见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已经十分接近于唯物史观。 
第三，梁启超论证了竞争和革命是历史进化的动力。他认为，竞争能够推进历史的发展，阶级斗争

也是竞争的一部分，最终导致社会革命。革命则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是促使社会破而后立进步

的重要手段。这与“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的唯物史观观点又是极为接近

的。 
总而言之，尽管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带有他个人的阶级立场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但通过上述

论证不难看出，他以历史进化论为核心的进化史观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因素。正如马克

思主义主张的一样，“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在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8]。我们也

应该辩证地认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通过汲取他思想中的精华，进而为当代我国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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