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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客观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的统一 所谓客观规律性，是指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始终受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支配，它强调人类历史进程与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而历史选择性则是指历史发展也是一个有目的的、能动的发展过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能够在其中发
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客观规律性与历史选择性的统一乃是历史演进的首要特质。
 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物质实践出发来探讨社会的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发
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他看来，物质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人们创造历史，但他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
创造历史，“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
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
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人们只有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才能发挥创造历史的作用。
人们既然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也不能自由地选择前人所提供的社会形式，即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
种社会形态。
这就是说，人们的创造性和历史的选择性，不是任意的，不是没有条件的，否则，就会陷入历史唯心
主义。
 当然，在探讨客观规律性的同时，马克思决没有忽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性，相反，他不只一次地
强调人们创造历史的作用。
认为历史的活动就是群众的事业。
正如恩格斯所言，与自然史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
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历史规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孤立物；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其活动并不是为了实现历史规律，
而是为了其自身生产和发展的需要才进行着活动的。
因此，没有有目的的人的活动，便不可能有人类历史，从而使历史发展呈现出其合目的性的一面，即
人们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还具有一定的历史选择性。
“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
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就是说，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可以对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影响，但它不可能改变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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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内容
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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