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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所构建的唯物史观影响深远，且理论架构尤为巧妙地结合了微观与宏观的双重理论维度。它一方

面，以“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来描绘人类社会发展的微观脉络；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力–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的框架，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历史更迭的宏观规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

际会，挑战与机遇并存，唯有坚定不移地遵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方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史航向，洞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前途命运，引领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乘风破浪，向着更加

光明的未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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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partic-
ularly clever in combining the dual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micro and macro. On the one hand, it 
depicts the micro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ith “real individuals” and their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uses the framework of “productive forces-production relations-su-
perstructure” to profoundly reveal the macro law of historical change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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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found changes unprecedented in the world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situation will be full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nly by unswervingly following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re-
veal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we grasp the historical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gain insight into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nd lead people to brave 
the storms in the torrent of the times and move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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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浩瀚的人类思想史中，马克思唯物史观犹如一颗闪耀其中的璀璨星辰，标志着人类对于历史与社

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它不仅以其全新的历史认知视角，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

高扬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激励了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觉醒与历史使命担当。它照亮了

人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征途，在人类思想史上引发了深刻的变革，为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

科学指南，对全球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正因如此，在全球一体化与信息浪潮汹涌澎湃的今日，深入研习并践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意义尤为

重大。它不仅是我们精准把握时代脉搏、洞悉世界变迁的锐利武器，更是帮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

境中，紧密依托人民群众的力量，从容应对各类挑战，获取稳健发展，最终构筑辉煌未来的智慧灯塔。

是以，深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习与贯彻，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要求，更是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对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 唯物史观的出场背景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如旭日东升，迅猛发展，然则，其光辉之下却暗流涌动，社会

阶级与阶层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一深刻的社会图景，恰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铺设了不可或缺的历

史舞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获得蓬勃发展，不可阻挡地推动着生产关系深刻变革，使之成为

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洞察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

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

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

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 p. 403)。在生产关系急剧变化的情况

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对立与冲突不断激化。 
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博采众长，批判性地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英

国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学派的优质理论内容，形成并发展了自身唯物史观理论内容。 
首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和费尔

巴哈的“人本学”思想。他批判性地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同时坚守唯物论的阵地，高扬物

质世界的客观性与规律性，并运用历史辩证法，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剥削制度的内在逻辑，从

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面貌与运行规律。同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历史观中蕴含的唯物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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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深刻的再诠释与升华，提出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崭新命题。在他看来，人非

但为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综合体现。人通过实践活动，构建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创

造丰富的社会价值，实现个体之价值追求，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社会历史的滚滚车轮不断向前。其次，对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也激发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以及异化劳动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在

此期间，马克思深刻地阐发了“异化劳动”中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自

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的四重维度。通过这一概念，马克思精准刻画了私有制条件下劳

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及劳动过程本身的扭曲关系，并指出，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消除这种异化状态，

恢复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的地位，是实现自我价值、促进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最终导向全人类的自由

与解放。最后，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也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在马

克思看来，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虽是停留在思想上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其中亦蕴含革命性批判的

锋芒。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无情鞭挞，无可辩驳地照亮了历史的暗角，其中的部分理论于当时社会亦

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促进了思想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尤为重要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于冥冥之中触及

了历史发展的脉动，其对于社会变迁规律的初步探索，虽显稚嫩却充满睿智。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

等理论，正是在汲取圣西门、傅立叶等先贤智慧的基础上获得启发与发展。马克思唯物史观正是“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同时紧密联系十九世纪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三大发现，

从而最终铸就唯物史观这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与认知的深刻拓展而逐步完善与革新的科学而系

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系。 

3. 唯物史观的理论维度 

准确把握唯物史观是引领人们洞察历史脉络、追求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所

构建的唯物史观，从宏观理论维度来看，乃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存

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精妙阐释，指引人类历史前行的道路。而转向其微观理论维度，则是对“现实

的个人”作为历史主体，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文化意识的熏陶中，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与深刻

洞见。这些微观层面的探索，使唯物史观的理论更具生机与活力。事实上，宏观理论维度和微观理论维

度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是相互依存的、内在统一的。二者都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

而没有微观理论维度对现实个人及其活动的深入分析，就无法形成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宏观把握；同

样，没有宏观理论维度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指导，也无法深入理解现实个人及其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

具体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理论架构下，唯物史观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指导价

值，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它不仅是时代的智慧结晶，更是推动社会进

步、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 

3.1.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维度 

唯物史观的核心论断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

利。这一历史趋势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之中，而这一规律同样构成了社会发展的

内在逻辑。因此，对这一规律的科学阐述于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推动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1845 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初步探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在此，马克思

批判鲍威尔等人沉溺于“自我意识”的唯心史观，并指出，历史的真正诞生地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

产”([2], p. 351)，强调了物质生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而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全面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他指

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四个方面的要素：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生产；需求满足过程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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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创新引发的新需求循环；人口的自然繁衍；社会关系的生产。这四大要素共同塑造了人的自然属性

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并决定了人类在社会结构中的行为模式与选择偏好。在此框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动态关系被清晰展现：生产力的持续进步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同样进行调整，旧有生产关系

在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必将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这一过程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持续推动着社

会形态的更迭与进步。同时，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 p. 
550)。这里的“占统治地位的”指的就是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与上层建筑

相对立的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 p. 540)，它“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

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 p. 583)。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也在发生变革，二者间的和谐共生或冲突对抗，无不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程与文明的轨迹。 
时至 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有了更

加完整科学的阐释。他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以适应自身需要的物质力量，

直接决定了社会物质生活，并规定和制约着全部社会生活。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力量，更是一种

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生产力的发展

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生产力发展到足够成熟的阶段，它将冲破原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动社会从

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涉及到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是整个

社会系统的全面更新和升级，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达成共产主义社会。在此，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发

展的内在规律，凝练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宏伟框架，展现了历史进步的不竭动力与必

然路径。 
总的来说，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宏观理论维度的这一论述对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实践活动实在是

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洞察，更蕴含着丰富的

微观理论维度，它深刻影响着人类对于社会变革与解放实践的认知与实践。因此，有必要以更加细致入

微的视角，重新审视并挖掘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以指导我们探索更加公正、和谐、可持续的社

会发展之路。 

3.2. 唯物史观的微观理论维度 

在深入剖析宏观理论维度的背景下，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

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 p. 524)，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脉络深刻地渗透并塑造了个体层面

的生产实践、社会联系乃至个人全面发展。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对微观理论维度的抽象和概括，它为人

们搭建了洞察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总体架构与宏观视角。相应地，微观层面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尤其是

他们富有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则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宏观进程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因此，对马克思

唯物史观的解读，不仅要看到其勾勒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脉络，还要洞察其关于“现实的个体”与

“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较为微观的理论维度的探讨。 
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它摒弃了唯心主义的虚幻迷雾与抽象哲学的空洞呓

语，转而聚焦于那些处于现实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真实、具体的人类个体。这些个体，非虚幻之灵、

亦非孤立之体，而是深受法律、政治、宗教、艺术乃至哲学等意识形态交织影响的鲜活存在，他们拥有

实际生命、情感和思想，是社会实践的能动主体。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 499)。他们是社会生活的实践主体，通过物质生

产活动和其他社会行为，与周围环境和其他个体产生互动和联系。这一过程，既是个人自我实现的征途，

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阶梯，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全人类的发展。在此，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阐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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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p. 53)。而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划分了

“三大社会形态”展现了个人从依附到独立，再到自由个性的历史跃迁。这一过程，是个人潜能的全面

释放，也是人类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历史并非超脱于生活之上的抽象存在，而是深

深植根于“现实的个人”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也唯有“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方能洞悉历史发展的

动因，解锁人类解放的密钥。 
总结而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兼具宏观与微观两个理论维度，从宏观层面而言，深刻揭示了人类社

会演进的普遍规律与内在动力；而从微观视角审视，则强调了个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自由全面发展及

其对社会整体进步的积极贡献，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怀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在这一理论框架内，宏观

的社会发展规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微观层面上的个人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相辅相成。这恰如车之双

轮、鸟之两翼，不仅铺就了人类追求全面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光明大道，也展现了理论在把握历史大势的

同时，对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 

4. 结语 

于当代社会疾速前行的洪流之中，国际社会依旧暗影重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阴霾仍久久不散。

与此同时，立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变革期，贫富分化、城乡发展不平

衡等问题依然严峻。此等情境之下，人心易惑，思想领域频遭纷扰，清晰而坚定的认知显得尤为珍贵。

故而，时代迫切呼唤一盏明灯，引领人们穿越迷雾。在此关键时刻，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其科学性、时代

性与创新性，脱颖而出，成为引领社会正向发展的理论。它不仅是一面映照社会变迁的明镜，能深刻揭

示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规律，同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自我革新，构建出广博而精深的理论体系。

因而，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深度结合，是探索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

方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勇于创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新生，为推动全人类解放事业、实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贡献出不可磨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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