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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历史思想 ,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和解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问

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它告诉我们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 ,历史就不能只从狭小的民族圈子中

来演绎 ,应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即要有世界历史眼光。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

世界历史思想 ,并运用于分析当代世界历史的基本走向和发展大势 ,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

的主题 ,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明确了中国

现代化的道路在于本国特色 ,体现了现代化 、全球化与民族化 、中国化的对立统一 ,这就进一步

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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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历史思想 ,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和解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和方法论。邓小平在建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思路时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思想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 ,不是通常人们从历史学意义上谈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

程 ,而是指各民族 、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全面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 、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世界呈现出一

体化发展趋势的历史 ,它是相对于民族的地域狭隘性而言的 。

世界历史思想在马克思以前 ,许多思想家们早已对之作了探讨 。意大利 17 世纪哲学家乔·维科在

他的著作中排除了神对历史的干扰 ,探讨了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性。19世纪初叶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思想家圣西门试图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作为理论基础 ,把宇宙作为整体来考察 ,论证整个宇宙(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 。康德在他写的《从世界历史观念出发的世界通史观念》一文中指

出 ,为了看清社会四分五裂的内部对抗和斗争乃是社会进步的条件 ,必须走出狭隘的民族的小圈子 ,从

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历史 ,从而提出了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原则。

但在马克思以前 ,真正以理性方式 ,比较系统地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当推黑格尔 。黑格尔在历史哲

学中 ,把整个人类历史运动看做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体现。他认为 , “`世界历史' 不过是`自由的概

念' 的发展 ,但是`客观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 ,因为这种

`意志' 在本质上是形式的”[ 1](第 503 页)。既然作为“自由概念”的世界历史要抛弃偶然性 ,所以各民族

不论其现状如何 ,都必然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 。黑格尔以此为依据 ,着眼于广阔 、持久的历史空



间和时间 ,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看做是同太阳行程一致的从东方走向西方的世界性的过程 ,从而把握住

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使之成为一个有规律可循 、从东方到西方的漫游过程。最后到达日耳曼民族所

在的西欧 ,实现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成熟时期———“老年时期” 。虽然黑格尔主张作为每个国家

的“个体”都不是孤立自存 、而是存在于许许多多国家之中 ,因而必然与别国组成一定的关系 ,正是这种

联系使整个世界连结成一个体系 ,形成世界历史。从而表明 ,黑格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

族地域性 ,深刻地洞察了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一体化的趋势 ,他是第一个试图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内

在联系 ,所以他的哲学具有宏大的历史感。但是 ,他所阐发的“世界历史”思想是为了突出欧洲中心论和

日尔曼中心论。并且他用“绝对精神”臆造世界历史 ,使全部人类成文史都转化为“绝对精神”的运动史 ,

从根本上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从而使“世界历史”中的合理思想闷死在唯心主义的体系中。

二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发 ,对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 。他

首先针对黑格尔用“绝对精神”解释世界历史的联系与发展的神秘观点指出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民族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推动这种转变的不是什么精神和观念 ,而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形成

的各民族的相互交往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 、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

度”[ 2](第 68 页)。在资本主义之前 ,民族之间的交往还不具备普遍性 ,人类还处于世界历史的前史阶段。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较为发展的基础上民族交往普遍化的产物 ,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

的确立而得以形成。生产力的发展 、分工和交换的扩大 ,冲破了地域的壁垒 ,把各个民族都推向不可分

割的联系和交往之中 。任何民族的生产和生活都只能在相互的依赖和制约中才能维系。这样 ,“各个相

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

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2](第 88

页)。“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 ,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 ,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

生存形式的改变 ,那么 ,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 2](第 88-89 页)。所以 ,马克思说“历史

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不是`自我意识' 、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 ,而是完

全物质的 。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 、需要吃 、喝 、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

动”[ 2](第 89 页)。

由于世界历史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的 ,所以 ,在近代历史上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 ,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也就起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 ,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

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

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2](第 114 页)。随着各民族互相依赖的加深 、世界市场的形成 ,不

仅民族历史汇入世界历史 ,而且“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 、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2](第 86

页)。“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2](第 87 页)。这

样 ,自近代资本主义开始 ,从每一个民族到每一个个人就都深深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巨流中 ,在这个意

义上 ,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先河 。但是 ,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还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 ,因

为在这个时代里 , “单独的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 ,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异己

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 、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2](第 89 页)。所以说 ,

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 ,但并未终止世界历史 ,资本主义时代不过是世界历史的低层次 ,它只为世界

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 。因此 ,为了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 ,就必须把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

史继续向前推进 ,这就要把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2](第 89

页)。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愈深 ,个人也就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获得解放 。没有世界历史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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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推进 ,人类的彻底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伟大壮举 ,它的重要特征就是

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因此 ,共产主义是真正人的和深远的世界历史的统一 。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实现共产主义首先是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产

物 ,其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如马克思所说:“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

的时候 ,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 ,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 ,在它那里民族独

特性已经消灭 ,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 2](第 114-115 页)。无产阶级

的利益及其相互联系的国际性质 ,使它“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就像共产主义 ———它的事业

———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 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 2]
(第 87 页)。马克思反复说明 ,共产主义决不能

作为某种狭隘的地域性的存在 ,“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

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 同时发生的行动 ,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 ,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

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 [ 2](第 86 页)这样 ,马克思最终就把他整个的世界历史思想落实到两个“普遍

发展”上 ,一个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一个是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世界历史 ,

无产阶级也只有借助这两个“普遍发展”才能进一步推进世界历史 ,实现共产主义。

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是可以从多种角度予以阐发的 。但其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就在于 ,它告诉我们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 ,历史就不能只从狭小的民族圈子中来演绎 ,应当从世界历

史的角度来考察 。只有从世界历史出发 ,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历

史地位 ,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转折都不再是单纯的地域性的 ,它与世界历史发

展的总体趋势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领导人对世界历史形势能

否作客观 、科学的认识 ,从而把握着历史命运 。列宁这样做了 ,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

东这样做了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

邓小平深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影响。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 ,邓小

平满怀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 3](第 382 页)。因此 ,他同样用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战略思考 。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现代

化 ,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来考察。他敏锐地看到当代世界的全球一体化增强的趋势 ,指出中国

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就要求自觉地做到把对“国情”的认识与对“世情”的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不

脱离“国情”抽象地谈“世情” ;也不离开“世情”孤立地谈“国情” 。认识“国情”是为了立足中国大地 ,认识

“世情”是为了找到准确的国际定位 。当代世界是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 ,历史设定的逻辑是:每一个国家

的发展 ,都必须以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大环境的透彻理解和科学判断为前提 。

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眼光 ,还表现在他时刻追踪全球范围内历史发生的重大变化 ,从中得出规律性的

认识 ,制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邓小平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原理 ,运用于分析当代世界历史的基本走向和发展大趋势 ,提

出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 ,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他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

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 3]
(第 127 页);“现在世界

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 3]
(第 105

页)。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 ,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引起革命 ,

革命制止战争的思维定势 。邓小平科学地揭示时代的主题 ,其主旨是中国必须抓住机遇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 。

第二 ,邓小平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原理 ,运用于观察和分析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的大潮 ,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确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邓小平十分敏锐地注视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大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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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场现代科技革命 ,使世界市场 、全球信息的历史作用大大增强 ,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第一致

富源;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现实发展趋势相结合 ,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崭新理

论概括 ,确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科教兴国 ,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

育为本 ,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

力 ,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加速

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

第三 ,邓小平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原理 ,运用于分析 20世纪后期的时代特点 ,提出现在的世界是

开放的世界 ,将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二次大战尤其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在世界科技进步

的推动下 ,各国之间的国际分工愈益紧密 ,不仅国际贸易有了新的巨大的发展 ,其速度超过了各国生产

发展的速度 ,而且在生产要素大规模国际流动的基础上 ,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有了空前的发展 ,这

些发展所蕴含的各国经济之间的更加紧密的相互往来和依赖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表现。对此 ,邓小平做出了新的概括:“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3](第 64 页),中国必须对外开放。

邓小平 从世 界史 观的 角度 ,总 结 了新 中国 曲折 发展 几 十年 的 历史 经 验 , 把 是否 对 外 开放 、融 入 世 界一 体

化时 代潮 流 ,作 为决 定兴 衰起 伏的 重要 历史契 机 。他指 出 :“资本 主义 已经 有了 几百 年的 历史 ,各 国 人民

在资本 主义 制度 下所 发展 的科 学和 技 术 , 所 积 累 的 各种 有 益 的 知 识 和经 验 , 都 是 我 们 必 须 继 承和 学 习

的 。我 们要 有计 划 、有 选 择地 引 进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的 先 进 技 术 和 其 它 对 我 们 有 益 的 东 西 ”[ 4](第 167-168

页)。“我们 要向 资本 主义 发达 国家学 习先 进的 科学 、技 术 、经 营管 理方 法以 及其 它 一 切对 我 们有 益 的知

识和文 化 , 闭 关 自守 、故步 自封 是愚 蠢的 ”[ 3](第 44 页)。“社 会 主义 要 赢 得与 资 本 主义 相 比 较 的优 势 ,就

必须 大胆 吸收和 借鉴 当今 世界 各国 包括 资本 主义 发达 国家 的一 切反 映现代 化生 产规 律的 先进 经营 方式

和管 理方 法”[ 3](第 373页)。他 还指 出这 种开 放是 全面 的开 发 ,不 仅是 国内 各地 区 间的 全 面开 放 , 而 且是

向国 外的 全面开 放 ;不仅 向社 会主 义国 家全面 开放 ,而 且向 资本 主义 国家全 面开 放 。在进 入世 界历 史的

行列 中 ,全 面开 放是 中国 这样 的现 代化 后发国 家变 被动 为主 动 , 变 从 属为平 等的 战略 决策 。

第四 ,邓 小 平把 马克 思的 世界 历史 观原理 ,运 用于 对世 界上 其他 社会主 义国 家的 成败 以及 发展 中国

家谋 求发 展的得 失进 行分 析 , 从 中 总结 出经验 和教 训 。如他 在总 结苏 联解 体 ,东 欧社 会主 义国 家剧 变的

经验教 训时 指出 ,“不 坚持 社会 主义 ,不 改 革开 放 , 不 发 展经济 ,不 改善 人民 生活 ,只 能是 死 路一 条 ”[ 3](第

370 页)。强 调坚 持党 的“一 个中 心 、两 个基 本点 ”的 基本 路线不 动摇 。他 关 于社 会 主义 本 质的 科 学论 断 ,

“三 个 有利 ”的判 断标 准以 及社 会主 义市 场经 济理 论等 ,无 不 是总 结 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

训提出来的 。他 在总 结世 界上 一些 发展 中国 家照 搬西 方 工业 化 国家 的 发 展模 式 ,奉 行 单纯 经 济 增长 的

发展观 而导 致社 会畸 形发 展的 经验 教训 时指 出 ,社 会 主义 是 全面 发 展 、全 面进 步 的 社会 ,社 会 主 义现 代

化事 业是 物质文 明和 精神 文明 协调 发展 的事 业 ;我 们在 建设 高度 物质 文明 的同 时 ,必 须建 设高 度精 神文

明 ;必 须坚 持两 手抓 ,两 手 都要 硬 ;尤 其要 高度 重视 人 的全 面 发展 ,培 养 有 理 想 、有道 德 、有 文 化 、有纪 律

的社 会主 义新人 ;两 个文 明都 搞好 了 ,才 是有 中国 特色 的社 会主 义 。同时 , 他 还 深刻 指出 :没有 高度 的民

主和 健全 的法制 ,就 没有 社会 主义 ,就 没 有社 会主 义现 代 化 ;与经 济 改革 和 经 济 、文 化相 适 应 , 必 须积 极

稳妥 地推 进政治 体制 改革 ,建 设有 中国 特色的 社会 主 义民 主 政治 。邓小 平 的 这些 重 要 思想 为 我 们全 面

地推 进社 会主义 现代 化建 设 , 提 供 了重 要的理 论指 导 。

第五 , 在 总 体构 想上 ,邓 小 平提 出建 设有 中国 特色 的社 会 主义 ,明 确 了 中 国现 代 化 的道 路 在 于本 国

特色 ,体 现 了现 代化 、全球 化与 民族 化 、中国化 的对 立 统一 ,这 就 进一 步 发 展了 马 克 思的 世 界 历史 思 想 。

马克 思在 阐述世 界历 史思 想时 ,指 出民 族地域 的局 限性 将会 消除 ,更 多的是 强调 整体 性 、世界 性的 一面 ,

强 调 资本 主义经 济发 展对 世界 历史 的整 合作 用 ,强 调资 本主 义政 治经 济文 化发 展的 普遍 化特 征 ,而 对资

本主 义经 济所刺 激起 来的 民族 主义 运动 和世 界各 国多 样化 发展 态势 有所忽 略 。而邓 小平 所理 解的 世界

历史 是具 有鲜明 地本 民族 特色 的历 史 , 是 寓民 族性 于世 界性 中的 历史 。由 于我 国有 着自 己的 历史 传统 、

经济 基础 、文化 传统 、民族 特征 、具 体国 情 ,所 以必 须强 调本 国特 色 ,邓 小平 坚定 地指 出“把 马克 思主 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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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自 己 的路 ,建 设 有中 国 特色 的 社 会主 义 ,这 是 我们 总 结 长期 历

史经 验得 出的基 本结 论 ”[ 3](第 3 页)。邓小 平提 出的 是 中国 特 色 、社会 主 义 和 现代 化 三 位一 体 的 伟大 构

想和设 计 , 他 在 重视 现代 化建设 的全 球化 、以 现代 化的 中 国特 色 为灵 魂 的 同时 ,并 不 否 认全 球 化 的内 在

规定 性 ,也 主张 社会 主义 现代 化建 设虽 然是中 国特 色的 ,但 其水 平应 该是世 界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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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xist view of w orld history is a g reat guiding ideology , which M arx used it to observe

capi talism and communism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both.DENG Xiao-Ping applied this M arxist' s view of

w orld history to the const ruction of socialism w 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de great cont ributions

to i t.He applied the principle of w orld history to analyze today' s w orld historical developing t rend.H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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