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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恩格斯晚年通过《费尔巴哈论》等著作系统阐明了历史合力论的基本观点，实现唯物史观的新发展。这

一理论强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合力造就历史、社会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个体意

志深刻影响社会历史变迁。历史合力论揭示了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密码，具有宝贵的当代价值，在个体

认知视域中，有利于坚持系统观念，保持高度清醒；在当代中国视域中，有利于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

共创历史伟业；在世界历史视域中，有利于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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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later years, Engels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the basic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resultant 
theory through such works a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rea-
lizing a new development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is theory emphasizes that 
history is made by the combined forces of multiple factors, that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a dialectical unity of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and that the will of the individual profoundly in-
fluence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 Historical resultant theory reveals the scientific code of so-
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 and has valuable contemporary value, which is conducive to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system and maintaining a high degree of sobr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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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conducive to inspiring all people to unite 
and strive for a great historical cause; 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it is conducive to 
advoc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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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具有时代性与原创性贡献的重要理论，实现了唯物史观的深化拓展。

在 19 世纪末，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影响力扩大，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着来自外部资产

阶级学者和内部“青年派”的挑战。具体而言，他们试图将唯物史观简化为“技术经济史观”或“经济

决定论”，忽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恩格斯在此背景下，通过《费尔巴哈论》《致约瑟夫·布洛赫》

和《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等著作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的基本观点，强调历史发展是多种力量相互交错

和冲突的结果，认为个体意志形成历史合力，最终促成历史结果。历史合力论既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则，

又在现实视域中深化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形成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原创性贡献。本文旨

在探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精髓要义和当代价值，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2.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形成历程 

恩格斯晚年主要通过《费尔巴哈论》《致约瑟夫·布洛赫》和《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等著作提

出了历史合力论的基本观点，从时间维度上进行划分，历史合力论的形成历程包括奠基阶段、成熟阶段

和深化阶段。 

2.1. 奠基阶段：费尔巴哈论 

恩格斯在对比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规律时，初步阐发了“历史合力论”的核心思想。

面对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攻击与污蔑，恩格斯通过反驳和澄清，捍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即物质资料

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恩格斯也强调了“人”作为历史关键环节的

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人的作用。首先，他指出自然界发展是无意识动力彼此

作用的结果，而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是有意识的个体自觉意图活动的结果，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资源要

素的有限性使得每个人的预期目标在表面上受偶然性支配，“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

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1], p. 247)，形成有意识活动下的无意识结果。其次，他强调历史

是合力作用下的结果。在创造历史的动机层面，人们总是通过自身预期目标来自觉创造，例如功名心、

个人喜恶和抽象思辨。同时，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追求自身自由全

面发展的活动受到萦绕在头脑中传统的影响，在社会环境中受到群体行为与整体认知的深刻形塑，强调

“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 p. 248)最后，恩格

斯强调历史活动动机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物质诱因。旧唯物主义认为精神动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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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则从历史外的哲学等意识形态探究历史发展动力，恩格斯则具体考证了

英法两国阶级斗争的历史，阐明以物质利益为内核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2.2. 成熟阶段：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恩格斯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实的物质生产是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经济因素的极端重要

性，认为经济状况是基础性条件，但反对将经济因素作为唯一决定性因素，认为各种政治形式与宗教思

想观念也共同作用于历史进程。具体而言，他强调在经济因素作为根本驱动力的基础上，一切因素的相

互作用借助偶然事件共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进而言之，恩格斯系统阐述了历史合力论的核心思想。他

强调“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

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2], p. 592)即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

存在不同的作用方向，个体意志的实现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行为结果融合成为一个总的平均数，在经

济情况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最终产生历史结果。恩格斯在此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象化至具体历

史时期的阶段性考察，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必须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统筹历史与现实，将系

统观念运用于考察历史发展趋势与最终结果，系统阐释出“历史合力论”的重要思想。 

2.3. 深化阶段：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恩格斯在此重申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强调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

建筑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并互相作用共同推动历史变迁，并创造性提出经济因素“构成一条贯穿始

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2], p. 668)。进而言之，恩格斯创造性将历史合力论运用至伟大人物的

出场逻辑中，认为伟大人物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他在信中强调某一伟大人物恰巧出现在一

定时间范围内的某一国家，从表面上看是纯粹偶然性的事件，但实际上伟大人物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由

经济必然性所决定的，是个体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即该人物即使未能出现，经济必然性也

会催生出一个代替者彰显出客观规律的意志。归结起来，历史合力论认为人类历史变迁是经济因素主导

下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个体追求自由活动的意志在现实场域中交错形成的历史合力，

即力的平行四边形，而个体意志背后都是由特殊生活条件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因素在支配人的意愿，

即个体意志影响历史走向，经济因素是决定社会变迁的根本性因素。 

3.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精髓要义 

历史合力论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强调历史的发展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

是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把这些因素称为“历史的合

力”，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 

3.1.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合力造就历史 

恩格斯通过再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详细阐明社会

有机整体视域下的历史合力论。一方面，历史合力论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中，恩格斯在此特别强调“归根到底”的正确含义，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

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经济因素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社会制度更替、意识形态等发生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

认为离开这一观点就会滑向唯心主义的泥潭，坚守了唯物史观不可动摇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历史合

力论强调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历史合力论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

中归根结底的作用，而不是唯一决定性作用，认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并

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深刻影响经济关系的作用形式，甚至通过偶然性事件表现出来，影响历史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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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人类历史发展是由多种力量交互交织而形成的合力所推动发展的最终结果，在合力内部，经

济必然性起着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深层次动力，强调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

层面的意义，同时认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共同影响人类社会变迁，

在进一步阐释唯物史观中为正确认识社会历史提供创新性方法论。 

3.2. 社会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历史合力论强调历史变迁是由“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角逐后的最终结果。一方面，社会变迁遵循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原始社会至共产主义社会，每一阶段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其背

后隐藏着深层次的经济诱因，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促使人类社会朝着更符合生产力发展

方向的道路不断前进，即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体现出必然性。另一方面，社会历史变迁受偶然性的重要影响。在现实历史语境中，个人意志与

喜好、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对历史发展起重要影响作用，在表面上审视历史发展“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

由偶然性支配着的”[3]，与个体意志与行动密切相关，但实质上是必然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具体而言，

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必然性规定不同作用力的主要方向，规定社会总体发展趋势，而偶然因素则

使得力的作用方向呈现不同程度的偏转，具有难以预见性与现实博弈性，导致社会发展出现曲折与反复，

在人类历史场域中深刻彰显出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归根到底，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具体表

现形式，在看似是偶然性起支配作用的地方，实则是必然性在发挥作用，在考察社会历史变迁的历史视

域下坚持历史合力论，就要深刻认识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3.3. 个体意志深刻影响社会历史变迁 

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结果来源于单个意志相互冲突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其一，个体行动遵循

特殊生活条件支配下的意志。在现实生活环境中，个体按照自身性格喜好、生活追求等因素，在有限的

生产生活资料与彼此紧密联系的条件下开展活动，个体间利益呈现出不完全一致性，甚至出现竞争性与

排他性。进而言之，每个人的愿望都受到他人愿望的妨碍，并在经济必然性的驱动下难以更改力的作用

方向，最终形成力的平均数，即最终历史结果与个体意志相背离，但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其

二，人的意志深刻参与社会历史变迁。纵观历史发展，个体意志乃至于伟大人物的意志只能深刻影响历

史结果，社会变迁并不完全伴随着意图而来，在表面上似乎是不同作用力相互抵消，好像是个体意志等

于零。但实际结果与此相反，每个意志都是历史合力的参与部分，成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囊括进创造

历史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其三，个体意志的多样性形成历史事件的丰富性。由于个体在社会地位、利

益需求等方面存在差异，个体意志也呈现出多样性，使得历史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既有波澜壮

阔的斗争历程，也有温馨感人的生活片段，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使得历史变得更加生动与真实。

总的来讲，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基本范畴所决定的，

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个体意志通过相互作用和碰撞，形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就其性

质而言，这种动力既可以是积极向上的，也可以是消极向下的，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历史发展中不可忽

视的重要因素，深刻彰显出个体意志参与历史规律形成的鲜活过程。 

4.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当代价值 

历史合力论强调社会变迁的客观规律性与个体意志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人类社会变迁是必然性与偶

然性相统一的结果，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立足当下和把握未来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深刻体现在个体认知视域、当代中国视域和世界历史视域的三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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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个体认知视域：有利于坚持系统观念，保持高度清醒 

学习领悟历史合力论的精髓要义，有利于帮助和引导个人在学习与生活中把握主流与支流。人的本

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方面，坚持系统观念。历史合力论强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任何

事物的结果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必然存在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学习生活中，我们经常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这时候我们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思考，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深

刻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提出解决方案，扭住问题的关键点，透过问题的表面

现象，深入挖掘问题背后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对全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更加准确地把握问题的

本质。另一方面，保持坚定自信。历史合力论强调历史的发展是由众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和融合所产

生的合力所推动的，每个个体的意志都是构成这个合力的一个部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

部的矛盾性”[4]，虽然每个意志都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而坚定自信是

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积极评价，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只有坚定自信才能充分激发个体的主观

能动性，使个体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能够积极应对，促使事物发展朝着积极方向转化。简而言之，在当

代个体视域下坚持历史合力论，我们在面对艰难险阻时保持高度清醒，系统性分析问题背后隐藏的深层

次原因，并锚定主要矛盾，深刻把握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树立坚定自信心，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实际行动，努力克服困难，在实践锻造中提升个人

能力。 

4.2. 当代中国视域：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共创历史伟业 

学习领悟历史合力论的精髓要义，有利于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共创历史伟业。历史合力论强调，

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意志行动汇聚而成的合力所推动形成的有机体，每个人的理论认知水平、追求自由

自主的实践活动都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形成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具体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最大梦想，是为人民造福和依靠人民奋斗的宏伟征程，历史合力论要求全体

中华儿女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汇聚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其一，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只有充分认识到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

中保持高度清醒，坚定前进方向，深刻凝聚社会共识，将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凝聚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

历史合力。其二，必须坚持团结奋斗。历史合力论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众多意志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个

体意志通过自由自觉活动实现，在正确认识个体在创造历史活动作用的基础上，引导全体人民各司其职，

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将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保持协调与平衡，形成“劲往一处使”的强大

合力。总的来说，从当代中国视域下考察历史合力论的当代价值，就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深刻凝聚社会共

识，激励全体人民持久奋斗，充分认识到个体意志影响社会历史发展，使全体人民团结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下共创历史伟业。 

4.3. 世界历史视域：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学习领悟历史合力论的精髓要义，有利于深刻理解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历史合力

论认为，人类历史是不同个体意志相互交错形成历史合力的最终结果。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着

诸多共同挑战，在世界历史视域下，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全人类共同利益，有利于世界各国共

同团结奋斗，有效应对挑战。其一，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当代诠释。人类

命运共同体坚守历史合力论的基本观点，认识到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人民共同参与，各国应当在通力协

作中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目标指向，深刻凝聚共识，

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其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整体意志与个体意志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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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本质上要求世界各国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决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形成

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是“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主要前进方向。与此同时，当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兴

衰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在追求自身发展中参与历史规律的形成，从而对全人类命运产生重要

影响。总的来说，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历史合力论的当代体现和发展，

也是应对当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的有效方案，即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形成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强大合力，

实现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5. 结语 

恩格斯立足 19 世纪末期唯物史观面临的新挑战，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和党内“青年派”对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歪曲理解，他在批判吸收圣西门和黑格尔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历经初步探索、

逐步完善到最终确立的过程，形成了历史合力论，不仅捍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强调政治上层建筑

和观念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及其反作用，突出强调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关系，

实现了唯物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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