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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及其时代价值
董璐菲

郑州商学院，河南省郑州市，451200；

摘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主义视域下揭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

也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前景，构建了一个深刻的人类社会历史叙事的框架。当前在全球化纵深的时代背

景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错，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梳理和

分析，挖掘其时代价值，不仅为我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提供理论指引，同时也

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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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

基础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都与当时

所处环境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有关，马克思世界

历史理论也不例外。从社会现实层面来说，马克思世界

历史理论的形成具有复杂的社会现实背景，即资本主义

的全球扩张和工业革命的推动等。从思想基础层面来说，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受启蒙思想和早期社会主

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影响。

1.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社会背景

15-16 世纪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

论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伟大的航海家们开辟了新航

线，发现了新大陆，使原本彼此隔绝的世界联系了起来，

也使人类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推动

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人们对世界本质

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广阔的世界市场使越来越多的国家

参与到全球进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给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的萌芽提供了历史条件。

18世纪 60 年代的工业革命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

起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在争夺殖民霸权战争中

取得胜利，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工业革命下

的欧洲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更多

的原材料和市场来维持经济增长。加之交通业的发展扩

大了人类的交往范围，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交流变得

更加便利。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了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欧洲列强通

过殖民扩张、贸易和军事手段，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推广到全球。然而，资本主义列强通往现代化的道路采

取的方式并非和平的，而是伴随着暴力和剥削。资本主

义的全球扩张不仅加剧了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也激化了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国家

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但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使得一

些落后国家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国家间的矛盾也凸显

出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分析，揭示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历史局限性，提出了无产阶

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给马克思世界历史

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1.2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重视历史研究，他曾做过史学研究，并写了

诸如《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等的史学著作，他

还曾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做了

批注，但没将其研究清楚就因病去世。恩格斯在 1877

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传记中也特别强调了马克思

“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
[]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

马克思对历史研究的重视。

“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并非马克思首创，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的构建是基于西方学者，如维科、康德、黑

格尔等所阐述的世界历史思想的成果。在前人思想的基

础上经过反思与深化后形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黑

格尔运用辩证法对世界历史进行了总体的研究，他突破

了民族地域性的限制，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

的发展，他的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

他对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缺陷则引发了马克思的思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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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最终避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唯物史

观。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出发把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

历史观又颠倒了过来，他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

程是从民族区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马克思早在 1843 年研究黑格尔哲学时就已萌芽出

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他阅读了大量的法国、英国和德

国的相关历史著作，并写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笔

记摘录的时间跨度广泛涵盖了人类社会2500年的历史。

在笔记中马克思对欧洲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法国大

革命的历史进行了特别关注，其中蕴含了他对人类社会

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可以说《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

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萌芽阶段。其后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整个所谓世界

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

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
马克思在此是从哲学意义层面

对世界历史进行解释，在此阶段他对历史和世界历史的

关系思考逐步深入。到 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

论的形成和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一书中就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用‘历

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个命题来表述世界整体化趋

势。”
[]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

历史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是指 16 世

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的世

界历史，马克思在《德意志形态中》指出生产力和科学

的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普遍交往和

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实现形式。

这些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此后，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用唯物史观对近代社会做了大致的论述。

马克思晚年所著的《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

严格说来也是历史研究。从两部《笔记》的内容来看，

主要研究前资本主义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各个社会形

态的发展史，进而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

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历史趋势。

2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包括对世界历史的本质

特征、发展动力、历史主体、 基本路径和必然趋势等

诸多方面的深刻阐述，内容极其丰富而严整，是一个科

学的理论体系。”
[]
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即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现实的

人”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主体和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

义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

2.1 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地区各民族间的

普遍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开启之前，

各民族和国家之间鲜少交往，各地呈现出相对孤立的状

态，整个历史呈现出彼此孤立、封闭的民族历史。在这

个阶段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些联系和交

往，但这种联系和交往通常是分散的、偶然的，不同国

家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地域的限

制，具有很大局限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需要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

地，积极建立世界市场，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各

个地区过去彼此孤立的状态才被打破了，民族历史才逐

渐转向世界历史。

2.2“现实的人”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主体

“现实的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没有

“现实的人”的存在，就不会有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他们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历史的基础，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和变革。通过劳动，人们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满

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现实

的人”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创造了社会关系。生产

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

反过来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资产阶级在世

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

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

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

征讨的远征。”
[]
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它

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

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无产阶级

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正是

“现实的人”在历史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体现。

2.3 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发展

趋势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内，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推

动世界历史的形成有重要推动作用，每一次阶级斗争都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阶级在一定时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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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经济属性，在现实生活中，群体之间必然会由于

“生活方式”和“利益关系”的不同，存在不可避免的

矛盾。这样一种阶级划分就必然会导致剥削者与被剥削

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现实存在，演变成为阶级对立。

不同的阶级为争夺利益而进行各式各样的斗争，这种行

为在有意和无意中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

无产阶级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圈地运动等

手段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只能够

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其次，机器的广泛应用使得手工

业者无法与工厂竞争，手工业者被迫破产，加入无产阶

级队伍，工人阶级的子女也因缺乏生产资料也成为无产

阶级的一部分。当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生产环境不断恶化

时，这些劳动者构成了“无产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以及阶级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大。工

人阶级为摆脱恶劣的生活现状，就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对立，并与资产阶级展开全面且坚决的斗争来

维护自身的利益。无产阶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通

过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无产阶级将实现自身的解放和

全人类的解放，推动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在世界

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先后形成了多条现代化道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然而，

自 15 世纪末开始，西方殖民者在 300 多年的时间，从

中南美洲就掠夺走了 250 万公斤黄金、1亿公斤白银。

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实现现代化的征

程中一直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摆在首位。

3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

部分，时至今日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
，各国交流与发展也出现了新

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

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新形势，探寻适合中国的独特的

发展道路。

在当今时代人类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

紧密，新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许多

新特点，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对抗，世界局部范围的冲

突时有发生，严重威胁了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使经济

全球化遭受严重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

记秉持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初心和使命，创造性地提

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

理论的充分发展。我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世界理论为指

导，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制定两步走战略安排，在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

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共同

发展，面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疫情等要共同面

对，推动全球治理，以实现全球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在提醒我们，资产阶级必然灭亡

的趋势没有改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不

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必须通过社会变革来打破资产阶级

的剥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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