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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历史”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产生了巨大

的作用。学界以“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点，把握世界历史的概念、形成和发展趋势，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的世界历史意义，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实践尝试仍有待创新。厘清世界历史的主要问题和研究现

状，打破学科融合壁垒，有利于新时代传播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改变文明西强东

弱境况，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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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theory,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academic circles grasp the concept,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istory,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ld histor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have obtained 
rich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but the practical attempts still need to be innovated. Clarifying the 
major problem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world history and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of discipli-
nary integration will help sprea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promote Chi-
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chang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civilizations are strong in the w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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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 in the east, and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world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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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革命推动社会化生产发展，各民族间联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

提出了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世界历史”的观点，用科学的实践观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思维方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世界历史”是一个未竟的过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维护世界历史有

序秩序的历史使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如何在此形势下融入

全球发展、造福全球人民，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

论，挖掘其思想内蕴并加以创新，有利于夯实中国之治。 

2.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在理论界刮起一阵热潮，马克思却并未对世界历史这一概念范畴作出

明确界定，学界依据概念领域、发展动力和目的性划分，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探讨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

和理论渊源，有利于厘清世界历史的形成脉络，为进一步运用世界历史理论于中国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2.1. 世界历史的概念范畴界定 

马克思虽然撰写过许多历史学笔记，却并未对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科学的界定，学界对世界

历史概念范畴的争论主要依据概念领域、发展动力和目的性三个维度进行划分。 
从概念领域来看，有部分学者认为当今世界对世界历史的概念范畴的划定可以分为哲学领域的世界

历史和科学领域的世界历史。在哲学领域，世界历史摒弃了孤立的地位，赋予历史整体性特征，融入世

界发展的洪流。正如曹荣湘学者所说：“资本主义以来各民族由相对孤立的发展历史，进入彼此影响、

彼此渗透、彼此融合的历史”[1]。在科学领域的世界历史强调历史的发展性，即“通常所说的‘世界史’，

是整体上看待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2]。 
从发展动力来看，有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历史”[3]。其从马克思主义经

典理论出发，“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

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4]。这说明历史与社会生产的不可分割性，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

用和相互运动使历史处于一种规律性运动中。而资本的无限扩张性使生产力和交往性获得了普遍性发展，

分工被消弭，历史也朝着世界历史的方向不断推进。 
从目的性来看，有学者将世界历史分为自在的历史和自觉的历史两个范畴。他认为：“世界历史是

理性自觉的哲学范畴”[5]。自在的世界历史是由马克思所提出的最初的历史观念，将革命实践置于整个

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马克思认为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总会将注意力不自觉地放在历史进程上；

自在的世界历史是由于人的感性直观产生的概念。而自觉的世界历史则是自在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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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世界历史带有天然的目的性，马克思在其理论后期将全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审视世界历史，自在

的世界历史的无目的性也发展成了自觉的世界历史的有目的性。 
由此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世界历史概念范畴的界定有重合但侧重点不同，总的来说，世界历史就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资本带动了世界的联结和发展，打破了各民族之间孤立的状态，整个世界成为

一个整体并进入有规律和特点的发展阶段。同时，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 

2.2. 世界历史的形成原因 

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学界普遍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分为根本原因和内在原因。 
生产力和分工发展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民族的生产水平体现在其分工水

平上，而分工水平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产生对其他领域的需求，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

由此产生。生产力的极速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迅猛态势，催生了国际市场的建立，商品和商品、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交往更为密切。世界市场的出现使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竞争驱动

了各国发展，打破了各国各民族的孤立状态，历史摆脱了地域局限性，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 
资本的扩张和入侵是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内在原因。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

产生的。资本天然带有逐利性和扩张性，资本不满足于国内的利益，追求跨国际的攫取剩余价值，向世

界每个角落入侵。凭借资本的扩张运动，资本在全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范畴，将

全民族卷入资本所建立的新秩序之中。 

2.3. 世界历史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并非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学界统一认为，世界历史作为理解历史的一种思辨性概念源自于黑

格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受到了黑格尔的直接启发。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自己关注的世界历

史是哲学的世界历史，需要通过理性去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一思辨过程。而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

抽象思维的世界历史概念，在其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出发，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自己所处的

时代确定了世界历史的范畴。有学者概括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对于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超越性在于

将世界历史摆在了现实性的基础之上。除此以外，还有一批学者认为马克思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

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扬弃，黑格尔把世界联结的内在目的归结为绝对精

神的运动，马克思承认这种目的性，但现实的人的活动才是世界历史运动的最终目的。 

3.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三个焦点 

马克思恩格斯虽故去多年，但其“世界历史”理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上留下了亘古不变的痕迹。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从“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作

出更深刻的批判，主要围绕着世界历史于全球化的关系、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展开。在具体问题上学界虽然尚未有定论，但都达成了世界历史是共产主义和人类历

史的共识。 

3.1. 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关系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预示着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性交往日益加深。当今全球化趋势发展迅猛，

印证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学者何佳旭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蕴含着全球化的两大助推

力：科技和革命[6]。首先，科技发展并不是全球化发展的核心动力，但科技会爆发资本的能量，科技会

逐渐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可以说，科技使促进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全球化本身便是在世界历史扩展下衍生的国际关系。其次，无产阶级革命是改造世界历史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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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由资本主义世界主导，要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必

须用无产阶级革命打破现存世界历史，铸造真正的人民政权，从而推动历史朝着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

共产主义迈进。 
除此以外，还有学者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状态下世界历史秩序的弊端。世界历史会导致民族国家关

系的失衡，世界历史会致使世界经济的失调，世界历史会引发社会意识的失序[7]。世界历史从本质上是

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攫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种世界秩序和价值观，世界历史是资本展开的工具，也是

理解全球化的钥匙。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对话，西方国家深感不安，尝

试建立逆全球化的新方案对抗新兴国家融入全球化，从而重新掌握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话语主导权。 
综上，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但本质上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为资产阶级谋

利益的利己行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状态，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以人

类历史语境取代世界历史语境。 

3.2. 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 

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在学界基本无争议，即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向延仲从世界历史

和共产主义的辩证关系出发阐释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便是全球化

发展的加深[8]。赵甲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出发，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

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新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

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创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9]。 

3.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世界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不断相契合，推动社会主义朝着现代化建设前进，更好地将社会主义融入世

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来庆立立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浪潮的历史关系，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

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在应对现代化困境、推动世界历史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逐渐展现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不断嵌合的新文明形态，为渴望独立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10]。面对西方困境和世界之问，世界历史的钟摆转向了社会主义，以中

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展示出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中国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

独立发展经济、可以实现现代化以及可以具有现实的文明形态的问题。 
段晶晶阐释了“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脉络，完成了从“外源”到“内生”、

从“简单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与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有三：“第一，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经验；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中

国力量；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1]。段晶晶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

界历史意义落脚于人类文明，提出了人类现代化的文明转型方案：这条道路代表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

超越，是形成了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 

4. “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他们所存在的时代提出的历史范畴，时代赋予其新的内涵。在当代，

世界历史是全人类共同参与生产和分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历史过程。“世界历史”理论在与中国实践结

合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4.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智力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优化。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的无序扩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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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达到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如今，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目的的，是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化，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自发

结合，为了全人类利益奋斗。这种实践主体的变迁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世界

历史”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1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

国始终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事实证明，零和博弈并不是实现世界发展的最佳选择，中

国共产党大力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拉动了沿途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担当和中国智慧，造福于全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外交领域的重大创新，不仅

新在理念，更新在实践，需要积极响应联合国倡议，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全球安全的维护者、发展中

国家的帮扶者。 

4.2. 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撰写了十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

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特点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根源与本质。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马

克思鲜明的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

不到”[14]。这些论断显示出在西方世界观统治下的世界，只是金钱和利益横行的世界。资产阶级擅长通

过意识形态的抹黑和舆论造势打压东方国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带有天然的虚伪性。现如今，资本

主义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行径愈演愈烈，中国话语权仍处于“被标签”和

“被定义”的阶段。 
新时代国际交往中摆脱资本主义话语权的侵蚀和渗透，需要打破西方国家话语规范式垄断，建构中

国的世界观，宣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世界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过程中所宣传的世界观，

即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视野下，对标西方式世界观，凝练中国智慧，所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在和平和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遵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理念，通过传播中华文

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塑造青年立体视角等多种路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宣传“中国的世界观”，

以此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摆脱西方媒体裹挟下中国话语权失声的处境。 

4.3. 为大历史观的树立摆正自身方位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展现其深邃之眼光和洞察之锐利，其本质上是一种大历史观，需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付文军指出：“马克思的‘大历史观’是置身于世界历史的科学发现”[15]。他认为

马克思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心系人类发展和人类命运，以系统全局的眼光前瞻性地预测历史

发展的走向，以制定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斗争政策来引领无产阶级斗争。因此，坚持大历史观有利于我

们摆正自身方位，推进人类文明继续向前阔步发展。 
陈安杰指出大历史观的洞察内核是历史事实，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走向和评析历史发

展[16]。大历史观从人类文明形态的缘起审视西方文明，改变东方从属西方文明格局的历史境遇。中国在

大历史观下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是新时代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改变文明西强东弱境况的重

大一步，有利于世界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 

5. 结语 

学术界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理论深度挖掘、中

国化实践创新和不同学科交叉融合间仍需加强。第一，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有待加强。马克思的著

作汇集了其主要的思想之外，其生平与友人和学者间有着许多的书信往来，这些书信也是研究马克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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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的重要理论考证，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第二，当代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过程有待加深。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扬中国智慧和传播中国方案，而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在国际上仍是失声和失语状态，自身未能主动融入世界历史、弘扬本国文化，且对中国方案响应不

足。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与其他学科交叉性不足。世界历史理论虽然已经与政治学、

历史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融合，但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仍处于孤立状态，应加强其与国际贸易、国

际关系、管理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的沟通，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崭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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