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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是否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与各种唯心史观的一个重大分野，也是树立

正确历史观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核心问题。

历史上的诸种唯心史观，以及当前的一些历史虚无

主义观点，都是以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为思想前

提的。要深化对历史发展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应该

深化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

内涵。规律是事物之间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及变化发展趋势。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就是事物之间

都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定之否定关系、量变质变关

系。历史显然是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但“人”本

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本质上依然是物质世界的组

成部分，不仅人本身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要受自然

规律的支配，而且由人组成的社会，其发展变化也要

受人与外在于人的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规律的支

配，进而要受物质变换规律作用下相对独立的社会

发展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规律，正是对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规律支配下，相对

独立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

其二，正确认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联系与

区别。人类社会本质上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人类

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而独行，因此，从根本的意义上

讲，社会规律只不过是自然规律在人类社会这一特

殊领域的一种特殊反映，本质上也是自然规律的一

种。人类社会的诞生是自然界演进变化的结果，人

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要受到外在于人的自然规律的支

配。所谓的社会发展规律首先都是建立在自然规律

基础之上的。当然，社会规律具有特殊性、相对独立

性。社会规律的独立性、特殊性集中表现为社会发

展规律是内在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而

“人”是有着巨大的主观能动性的，因而社会发展规

律是始终伴随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丰富发展的。

其三，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

能动性之辩证关系。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是

要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承认历史的规律性，与承

认人的主观能动性、选择性、实践性是一致的。规律

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是人创造的，规律是在人们的

实践活动中得以展现的。比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开放的历史，既是历史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艰难选择、拼搏奋斗、不断进行实

践创新的历史过程。

二、正确认识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与特殊

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关系

历史虚无主义者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往往

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特殊性、偶然性来否定历

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必然性。也有一些机

械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往往用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必

然性否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特殊性和偶然性，

看不到现实的历史过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

与偶然性的统一。为此，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历史发

展进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关系。

其一，要充分认识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必

然性。历史发展中存在着普遍性、必然性，是由人类

作为“类”存在所具有的“共性”“一般性”以及人类社

树立正确历史观必须深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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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所具有的“一般规律”“普通规律”“根本规律”

“基本规律”等所决定的。有史以来，人类历史就是

在这种“普遍性”“必然性”中发展的。

其二，要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特殊

性、偶然性。特殊性、偶然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发展

规律的一种表现。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偶然性，是与

历史发展中人的选择性、能动性紧密关于历史观的

五个基本问题辨析联系在一起的。

先说特殊性。特殊性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普遍

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角度看的。历史发展规律作为事

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是在社会发展运动中

发挥作用的，本身就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就

历史的地域空间范围看，人类历史是由分布在不同

地域、拥有不尽相同的自然条件的不同种族的历史

构成的，基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和条件的制约，不同的

民族、国家、地区其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从具体规

律的角度看，历史发展有根本规律、普遍规律制约下

的一些具体规律如经济发展规律、政治发展规律

等。特殊规律与根本规律、普遍规律就是特殊性和

普遍性的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角度看，不

同的历史时代也会有不同时代的特殊性、不同时代

的规律性。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再说偶然性。偶然性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趋

势与重大历史事件发展变化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多种

可能性角度看的。历史不同于自然史，历史是在人

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中向前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客观

性、必然性并不排除历史主体选择的能动性、多样

性、复杂性。历史的发展是同人的思想、意志、理想、

追求、奋斗、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为了生存

和生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不仅要同自然

界进行物质变换，要发展生产力，而且存在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历

史画卷多姿多彩、波澜壮阔。

其三，要充分认识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

然性统一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规

律是通过人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得以展现

的，因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所呈现的事实景象就是普

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普遍性和

必然性必须通过特殊性和偶然性来体现，而特殊性

和偶然性又蕴含着普遍性和必然性，它们的统一和

一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不到这一点，就

不可能树立辩证的唯物史观。偶然性（包括或然

性、随机性）彰显着人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动性、能

动性、创造性，偶然现象是体现必然性的重要外在形

式。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必然性必须借助偶然性

来表现自己。历史事件的发生大多具有随机性。但正

是在大量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中才能表现出规律

性。历史的现实景象正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三、正确认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角度看，历史发展是多种因

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的角度看，人民在历史

发展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必须充分认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作用、决

定作用。

其一，要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创

造作用。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同自然界进行

物质变换的主体，因而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

的主体。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

家、思想家，都是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

其二，要充分认识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

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历

史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民心所向决定政权兴亡。古代的一些封建帝王也能

认识到民众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都反映

了人们对人民在历史中作用的客观认识。尽管我们

不能用“当代人民”的理念去苛求“古代人民”的作

为，但我们从历史上王朝更替、政权兴亡的背后依然

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

展演变，更加证明了这一规律的作用。

其三，要正确认识人民作用和英雄、伟人作用的

关系。承认人民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是从根本的

哲学意义上讲的，并不是从历史事件的表象和具体

过程意义上讲的，这并不否认英雄豪杰、历史伟人在

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在个别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作

用，相反，英雄、伟人的作用还往往成为人民发挥决

定作用的表现环节、形式和载体。这是由人民在不

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多种因素、条件制约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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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向着文明社会

不断迈进的

其一，正确认识历史的传承性。历史是人类的

持续实践活动，每一代人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

继续创造历史的，因此历史具有传承性，因而现实中

的人既是自然人、生物人，又是社会人、历史人。生

活在当今时代的人，既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也是历

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当今时代的人既要敬畏自然、感

恩自然，也要感恩历史、感恩古人。因此敬重祖先、

感恩古人是人类应该具有的美德。

其二，要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历史是

人类持续不断的实践活动，而人又是拥有美好追求

和巨大主观能动性的实践主体，因此历史必然是不

断发展进步的。已有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规

律。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当今社会存在一些问题而

去怀疑和否定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去无限臆想和

怀念过去社会的“美好”，我们有理由肯定和感恩我

们所处的时代，有理由相信人类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其三，要正确认识社会历史也是“人”的解放

史。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历史不仅是生产史、

经济史和制度史，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是

“人”的发展史。人类历史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的

解放史。已有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以前社会的“人”都

没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

异化现象还十分严重。“人”的解放在当代社会获得

了极大进展。当然，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是一个长期

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可以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势

必然是，人类在未来的社会实践中必将创造更美好

的社会制度，“人”会享受更美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享受更加公平的社会权益。

五、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空间范围是不断拓展的

截至目前的人类历史已经表明，人类历史的空

间范围是不断扩大的，原来狭小的、地域的、民族的

历史正在演变为世界历史。历史的空间范围不断扩

大可以视作一种历史规律。之所以是一种历史规律

可以从三方面来深化理解。

其一，正确认识历史空间扩大的动力之源。历

史空间范围扩大的根本动因来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需要，来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

因来自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矛盾运动，来自

人类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求。生产力的快速发

展，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

程，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人才、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

配置，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

间的经济合作、政治交往、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历

史越来越呈现为世界的历史。

其二，正确认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的正义性、合理性。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者，

往往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近现代资本

主义列强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社会文明，因

而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对其他国家的侵

略促进了近代文明向全世界的传播，因而侵略“有

功”。很显然，这是混淆了文明传播与民族利益矛盾

斗争的区别。世界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是以

资本和廉价商品征服落后国家的过程，也是血与火

的殖民过程。近现代以来，中国进行的反帝反封建

民族民主革命，世界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

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

当性与进步性。

其三，正确认识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过程。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会自觉

或不自觉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民族历史会融入

世界历史之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

观规律。任何民族、国家想要发展，就必须积极主动

适应这一历史进程。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将各

民族各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面对和解决全人类面临的

重大问题，既是人类谋求更好发展前景的共同愿望，

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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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术界》2020年第7期，原标题《关于历

史观的五个基本问题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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