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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合力论”的方法论原则探究
鲁晓翀

湖北大学，湖北武汉市，430030；

摘要：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内涵的分析，在方法论层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和一元论决定论的原则。具体而

言，唯物辩证法借矛盾对立统一、普遍联系等原则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一元决定论则强调了多种相互

作用的因素中经济因素的主导地位。“历史合力论”的唯物辩证法与一元决定论这两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相辅相

成，避免了在认识论上单一决定论的机械性与多元论的模糊性弊端，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为分析

具体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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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这一理论不仅深化了

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还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

了更为灵活和全面的分析框架。通过强调多种因素的相

互作用及其在经济基础中的主导地位，避免了单一决定

论的机械性和多元论的模糊性，使得唯物史观更具解释

力和实践指导意义，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

中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1“历史合力论”的基本内涵

恩格斯晚年关于回应西方学者诘难的书信体现了

恩格斯对“历史合力论”的相关概念的阐释。综合关于

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论”的相关文本来看，恩格斯“历

史合力论”的理论内涵包括以以下五个方面：人在历史

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发展、

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

相互作用历史结果、历史发展是单个意志相互作用的结

果。

第一，关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恩格斯

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

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

这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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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认为历史是由

人创造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

会历史条件下，基于自己的利益、目的和意志进行活动，

这些活动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二，关于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发展，恩格

斯指出：“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

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

（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

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

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

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

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
[2]
。恩格斯强调经济因素在

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

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关于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恩格

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

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

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

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

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

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

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

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3]
。恩格斯这一阐

述表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上层建筑并非

是完全被动的，它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对历史发展

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时，会促进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

第四，关于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历史结果，

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

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

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

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

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

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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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4]
。恩格斯

强调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

关系。经济因素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化，

但上层建筑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因素。这种相互作用是一

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

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五，关于历史发展是单个意志相互作用的结果，

恩格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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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

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

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

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

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5]
。恩格斯强调历史是由无数

个人的活动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都

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然而，这些单个意志并不是

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相互融合，

最终形成一个总的合力，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就像平行

四边形的合力一样，每个单个意志都对最终的历史结果

产生影响，但最终的历史结果又不是任何一个单个意志

所能完全决定的，而是所有单个意志相互作用的产物。

2“历史合力论”的唯物辩证法原则

唯物辩证法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辩证的思维始终是恩格斯观察社会历史问题

的指导原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

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唯物辩证

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法论，在恩格斯 “历

史合力论” 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它不

仅是恩格斯洞察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论基石，更是揭示历

史发展内在逻辑与规律的根本工具。

在“历史合力论”中，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主

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这些原则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

杂性、动态性和规律性，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科学的

方法论指导:

第一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

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推动事

物的变化和发展。在“历史合力论”中，这一原则体现

为历史发展是多种矛盾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是

普遍联系的，任何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在“历史合力

论”中，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这一论述深刻体现

了普遍联系的观点在“历史合力论”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是量变与质变的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

的发展是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现的。在“历史合力

论”中，这一原则体现为历史发展是通过多种力量的逐

渐积累（量变）最终导致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质变）。

第四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

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

础上产生，并在更高层次上重复某些特征。在“历史合

力论”中，这一原则体现为恩格斯对历史发展的曲折性

与上升性与个人意志在合力中的否定之否定的相关阐

述中。

第五是历史发展的动态性。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

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历

史合力论”中，这一原则体现为历史发展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多种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

第六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唯物辩证法强调，历史

发展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在“历

史合力论”中，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是由无数个人的实

践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历史发展

的主体性原则在 “历史合力论”中的重要地位。

综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贯穿于恩格斯“历

史合力论”：从矛盾的对立统一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源

泉，到普遍联系的观点构建历史发展的整体框架；从量

变与质变的规律展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到否定之

否定的规律阐释历史发展的曲折与进步；从历史发展的

动态性呈现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再到历史发

展的主体性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唯

物辩证法为“历史合力论”赋予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

解释力，能够从多个维度、以辩证的思维深入剖析历史

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与内在规律。

3“历史合力论”的一元论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元论与二元论（Dualism）

或多元论（Pluralism）相对立，强调世界的本原或本

质是统一的，而非多元或对立的。“一元”主要体现在

唯物主义一元论上，即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

是世界的唯一本原，意识是物质的产物。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并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元

决定论的原则，而是将一元决定论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

用结合起来，作为理解历史发展的根本方法论，最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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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辩证的历史观。一元决定论在“历史合力论”主要

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经济因素的根本决定作用，即尽管历史发展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因素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

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合力论”指出，

历史发展的最终方向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一观点揭

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

核心地位，为分析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第二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即尽管经济因素是根本

决定因素，但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

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是在经济基础的决

定性作用之下发生的。“历史合力论”指出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等因素虽然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

的作用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决定性。这一观点强调了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将历史发展简

单归结为经济决定论。

第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即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

经济因素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历史合力论”

指出尽管历史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的

作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在经济因素的决定下形成

一定的规律性。这一观点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

律性，为理解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第四是合力的主导方向，即在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

中，经济因素是主导方向的决定力量。恩格斯用“力的

平行四边形”比喻历史合力的形成，指出尽管各种因素

的作用方向不同，但合力的最终方向是由经济因素决定

的。这一观点强调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合力中的主导作用，

为分析历史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在“历史合力论”中，一元决定论与多种因素的相

互作用是辩证统一的。首先，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根

本决定力量，其他因素的作用是在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

用之下发生的，因此一元决定论是根本。其次，政治、

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虽然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

向，但对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是历史发展的必要条

件，因此多种因素是条件。最后，一元决定论与多种因

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推动历史的

前进，所以一元决定论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辩证统

一的关系。

“历史合力论”的一元决定论是理解历史发展的根

本方法论原则。它强调经济因素的根本决定作用，同时

承认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一元决定论与多种因素作用

的辩证统一，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复杂性，为理

解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4 结论

在“历史合力论”的唯物辩证法原则中，矛盾的对

立统一、普遍联系、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

与“历史合力论”的一元决定论原则中的经济基础的决

定作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等内容

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解释了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普遍联系的观点说明

了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量变与质变的

规律揭示了社会形态变革的过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体

现了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这两种原则的结合，

为“历史合力论”的理解，既避免了单一因素决定论的

机械性，又避免了多元因素决定论的模糊性，不仅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为分析具体历史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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