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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五封书信ꎬ 充分肯定了研究历史对把握社会发展方向

具有重要的作用ꎬ 提出经济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ꎬ 但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ꎬ 剖析了意识形

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ꎬ 这标志着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上全面理解马克思ꎬ 在方法论上科

学发展马克思ꎬ 在基本观点上坚定捍卫马克思ꎮ 习近平在准确定位时代进程、 深谙意识形态的重要

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等方面创造性地发展唯物史观ꎬ 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理

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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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１６９)ꎻ 姜耀东 (１９９１－ )ꎬ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辽宁沈阳　 １１０１６９)ꎮ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ꎬ 是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ꎮ
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中针对唯物史观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理论ꎬ 集中体现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所写的五

封书信 (以下简称五封书信) 之中: １８９０ 年 ８ 月 ５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０ 年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致

约瑟夫布洛赫、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致弗兰茨梅林、 １８９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ꎮ 五封书信意在批判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 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内 “青年派” 对唯物史观的教

条主义套用ꎮ 五封书信展现了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ꎬ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

观ꎬ 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把握新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理论支撑ꎬ 促使我们对唯物史观

进行深入思考ꎮ

一、 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阐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关系 (生产关系)、 社会存在与社

会意识等概念ꎬ 明确了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ꎬ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ꎬ 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石ꎮ
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 中提出把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基本的活动、 “人既是

剧作者又是剧中人” 的论断ꎬ 指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特点ꎮ 之后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

言» 中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ꎬ 即人们在自己生产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

７８

∗ 本文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委托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ꎮ



为转移的关系ꎬ 就是与他们一定阶段物质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ꎬ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

会的经济结构ꎬ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

基础”ꎮ 他提出 “两个决不会” 理论ꎬ 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是有条件的和有规律的ꎬ 是建立

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ꎬ 并处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ꎮ 马克思肯定了社会历史形态演进过程中

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ꎬ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过程ꎮ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ꎬ 相反ꎬ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①ꎮ 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 中也指出: “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ꎻ
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ꎬ 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ꎬ 是由生产什么、
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ꎮ”②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ꎮ 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继续投身

于理论研究ꎬ 为马克思未竟事业继续努力ꎮ 恩格斯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中强调ꎬ
“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ꎬ 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ꎬ 是

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ꎬ 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③ꎮ 特别是恩格斯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所写的五封书信中对唯物史观的补充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ꎮ

第一ꎬ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研究历史对认识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８ 月 ５ 日致康拉德施

米特的信中ꎬ 这一基本思想展现得非常丰富ꎬ 他说: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ꎬ 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

形态的存在条件ꎬ 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 私法、 美学、 哲学、 宗教等等的观点ꎮ”④

恩格斯在信中批判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贴到社会发展的事物上去ꎬ 指出他们把

社会发展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ꎬ 认为分配方式也是一成不变的ꎬ 不去研究所处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ꎮ
这一后果直接导致他们对社会形态认识的断裂ꎬ 没有办法找到社会发展的推动力ꎬ 错误判断社会的发

展方向ꎬ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永恒不变的ꎮ 恩格斯提出ꎬ 我们要研究和重视历史ꎬ 因为无限广阔

的历史长河是作为整体过程展开的ꎬ 社会演进的不同形态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ꎬ 二者之间是整体与

部分的关系ꎬ 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ꎮ 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有着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方式ꎬ 为社会发展的

运行提供物质基础、 推动社会历史进程ꎮ 恩格斯说: “在这方面ꎬ 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ꎬ 这个领域无限

广阔ꎬ 谁肯认真地工作ꎬ 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ꎬ 就能超群出众ꎮ”⑤ 在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致弗兰茨梅

林的书信中ꎬ 他再次强调要重视历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ꎬ “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

的、 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ꎬ 它也就起作用”⑥ꎮ 我们只有研究好全部的历史以及社会形态存在

的生产方式ꎬ 才能够认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ꎬ 准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ꎮ
第二ꎬ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经济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ꎬ 但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ꎬ 他重点说明了现实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ꎬ 但特别强调经济关系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ꎬ 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ꎮ 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必

然性ꎬ 这种必然性受到经济关系的支配ꎬ 同时也受到偶然性的影响ꎬ 并不是经济唯一决定历史进程ꎮ
“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ꎬ 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ꎮ”⑦ 首先ꎬ 恩格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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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经济条件之上ꎬ 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ꎮ 其次ꎬ 他说明社会发展

的结果并不像个人在头脑中想象的那样ꎬ 因为个人的愿望和意志会受到其他人的妨碍ꎬ 这种妨碍就

是偶然性因素的体现ꎬ 所以不能达到每个个人的愿望ꎬ 只能求得一个平均数ꎮ 在 １８９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ꎬ 恩格斯说明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是经济关系ꎬ 这是决定性因

素ꎬ 但是ꎬ 不能忽视偶然性因素和其他事件的影响ꎬ 偶然性为自己的必然性开辟道路ꎬ 经济关系的

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ꎬ 他以伟大人物为例来证明偶然性与必然性不可分离ꎬ 认为经济关系不

是唯一决定性因素ꎮ 恩格斯在书信中强调偶然性的作用ꎬ 是为防止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把唯物史

观教条化和庸俗化ꎬ 说成经济唯一决定论ꎬ 从而歪曲唯物史观ꎮ 最后ꎬ 恩格斯总结说ꎬ “只要问题

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ꎬ 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①ꎬ 就要充分肯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历

史过程的决定性作用ꎮ
第三ꎬ 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致康拉德施米

特的书信中ꎬ 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ꎬ 因为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领域和历史

积累的继承性ꎬ 有着先驱传给它的特定思想材料ꎬ 并不能总是准确反映经济的发展状况ꎬ “经济上

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②ꎮ 恩格斯揭示出国家和它的反对派斗争是头足倒置

的ꎬ 是由政治利益掩盖下的经济关系决定的ꎬ 同时也表现出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ꎮ 在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书信中ꎬ 他强调要重点把握经济关系所引出的意识形态ꎬ 还要认识意

识形态产生的方式和方法ꎮ 恩格斯批判保尔巴尔特等人不去探究意识形态产生的经济根源ꎬ 却把

思维当做发展动力ꎬ 产生虚假的意识形态ꎬ 从而迷惑了大多数人ꎮ 在 １８９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致瓦尔特
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ꎬ 他首先强调要把经济关系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ꎬ 但是ꎬ 不能忽略意识形态对

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ꎬ “政治、 法、 哲学、 宗教、 文学、 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ꎮ
但是ꎬ 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③ꎮ 恩格斯概括了意识形态反作用的三种情况: 其

一ꎬ 同一方向的作用促进发展ꎻ 其二ꎬ 相反方向的作用带来一定时期的崩溃ꎻ 其三ꎬ 阻碍经济某些

方向的作用规定另外方向ꎮ 其中ꎬ 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ꎬ 会浪费大量

人力和物力ꎮ 显然ꎬ 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ꎬ 说明了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ꎬ 打破了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 的 “愚蠢观念”ꎮ

二、 恩格斯五封书信在方法论上和基本观点上对马克思的坚持与发展

恩格斯以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ꎬ 通过五封书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ꎮ 下文主要讨论五

封书信如何科学发展马克思和坚定捍卫马克思ꎮ
１. 恩格斯五封书信在方法论上科学发展马克思

在恩格斯五封书信中有两条重要方法论主线不可忽视ꎮ 一条是唯物辩证法ꎬ 另一条是政治经济

学ꎬ 这为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提供方法论支撑ꎬ 展现了他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

发展ꎮ
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的方法论贯穿其历史观的始终ꎮ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置过来ꎬ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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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ꎬ 从而确立了唯物

主义辩证法ꎮ 恩格斯继承并延续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ꎬ 把辩证法继续运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中ꎮ 他

认为ꎬ 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ꎬ 要把人、 社会、 自然三者统一起来ꎬ 彼此之间相互联系ꎮ 恩格斯肯

定自然界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ꎬ 自然史发展与社会史发展同样有规律可循ꎬ 但是ꎬ 社会史发展有

一点与自然史发展根本不同: 自然史发展是盲目和无意识的ꎬ 没有任何预期和目的ꎻ 而社会史发展正

好相反ꎬ 是有意识的ꎬ 经过人的思虑ꎬ 追求某种目的所呈现出来的结果ꎮ 恩格斯说人们在行动开始之

前是有预期的ꎬ 但是ꎬ 人们在行动结束之后产生的结果却不是预期的结果ꎬ 原因是受到偶然性的影响ꎬ
问题在于我们要找到支配偶然性的规律ꎬ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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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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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就是历史”②ꎬ 这是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运用唯

物辩证法得出的结论ꎬ 这一方法也在五封书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ꎬ 恩格斯认为ꎬ 历史是这样的ꎬ “有无数互相

交错的力量ꎬ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ꎬ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ꎬ 即历史结果”③ꎬ 他描述出历史发

展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和趋向统一的辩证关系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

信中ꎬ 恩格斯批判保尔巴尔特、 莫里茨维尔特为代表的 “不祥之鸟”ꎬ 他们否认意识形态对经

济基础发生反作用ꎬ 恩格斯指出: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ꎬ 而 “而整个伟大的

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 (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 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

的、 最本原的、 最有决定性的)ꎬ 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ꎬ 一切都是相对的”④ꎮ 在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ꎬ 恩格斯再一次强调ꎬ 历史发展不能忘记相互作用的关系ꎬ 不能把原因和

结果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ꎮ 在 １８９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ꎬ 恩格斯回答了支配

偶然性的规律是什么ꎬ 就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 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ꎬ 也不是按照

他们的共同意志创造历史ꎬ 而是人们之间意向的相互交错ꎬ 以偶然性为补充与经济必然性占统治地

位的共同作用下创造历史ꎮ 影响人们头脑中意向的偶然性规律ꎬ 归根到底受到经济必然性的支配ꎬ
不同阶级表达了他们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同意向ꎬ 最终求得一个不同意向之间相互作用的平均数ꎬ
这就是支配偶然性所隐藏的规律ꎬ 由此ꎬ 恩格斯揭示出历史合力论的内核ꎮ 我们能够看出恩格斯驳

斥了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 把历史发展过程看作固定不变、 僵硬对立的错误观点ꎬ 证明了唯物辩证

法对五封书信的理论阐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ꎮ 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ꎬ 说明了历史合力论ꎬ 揭

示出支配偶然性的规律ꎬ 科学发展了马克思ꎮ
政治经济学为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支撑ꎮ 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讨论的唯物

史观问题都是以经济关系为起点ꎬ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ꎬ 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生产资料的

分配方式、 产品的交换方式等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阶级的划分、 统治的关系、 国家、 政治、 法、 哲

学、 宗教、 文学、 艺术等ꎮ 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更替ꎬ 都沿袭了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

基础和经济条件ꎮ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ꎬ 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力与一定时

期的生产关系相适合ꎬ 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ꎬ 同时也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ꎮ 当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ꎬ 生产关系不能与之相匹配的时候ꎬ 生产力就要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ꎬ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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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变革ꎬ 引起社会形态的更迭ꎮ 因此ꎬ 恩格斯在给施米特、 布洛赫、 梅林以及博

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ꎬ 都强调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经济关系ꎬ 这一论断与马克思在 « ‹政治

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指出的时代变革的原因要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中去寻找的观

点相符合ꎮ 恩格斯延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ꎬ 并在五封书信中加以运用和发展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ꎬ 恩格斯指出: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

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ꎮ”① 现实生活的生产是指满足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ꎻ 这里的

再生产是指除了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外ꎬ 更强调人们对自身的再生产ꎬ 这两种生产形式构成

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ꎮ 在 １８９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ꎬ 恩格斯解释了人

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ꎬ 人的生活的生产ꎬ 不仅满足了人自身生存需要的

生活资料ꎬ 而且还为社会发展积累物质财富ꎮ 人的再生产ꎬ 能够生产自身、 繁衍后代ꎬ 为社会发展

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动力ꎮ 这两种生产循环往复维持着社会整体的有序运行ꎮ 恩格斯这一论断与 “马
克思从实物形态上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相一致”②ꎬ 从而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ꎮ
２. 恩格斯五封书信在基本观点上坚定捍卫马克思

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着整体性和一致性ꎮ 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ꎬ
恩格斯致力于不断巩固和完善马克思的思想理论ꎮ 在恩格斯晚年ꎬ 他的理论观点受到了很大冲击ꎬ
背负着他与马克思思想断裂、 对立等误解ꎬ 使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挑战ꎮ 我们通过恩格斯五封书信

的观点表达ꎬ 再次证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坚定捍卫与赞扬ꎮ
首先ꎬ 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延续和丰富ꎮ 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坚持以

历史为前提ꎬ 在历史中总结人、 社会、 自然的发展规律ꎬ 重点讨论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ꎬ 这

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呼应ꎮ 马克思历史观坚持的存在基础就是物质ꎬ 这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

现实基础ꎬ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全部关系ꎮ 恩格斯同样坚持物质第一

性的原则ꎬ “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ꎬ 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

的ꎬ 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③ꎬ 他强调物质存在方式始终起着第一

性的作用ꎬ 把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经济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

信中ꎬ 恩格斯指出: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ꎮ” 同时ꎬ 他们并没有否认

偶然性的作用ꎮ 当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歪曲ꎬ 说他的唯物史观是把经济因素

看作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时候ꎬ 恩格斯站出来坚决进行澄清ꎬ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ꎬ 这有

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④ꎬ 但是ꎬ 只要问题一关系到历史现实ꎬ 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就

毋庸置疑ꎮ 在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ꎬ 恩格斯补充了他们在阐述唯物史观中忽略

的问题ꎬ 即在主要论述经济内容方面时ꎬ 忽略了回答意识形态观念产生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ꎬ 给保

尔巴尔特等人留下了歪曲马克思的理论的机会ꎮ 因而ꎬ 恩格斯在信中加深了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原

因及其反作用的说明ꎬ 展现了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丰富ꎬ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ꎮ
其次ꎬ 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具有马克思的理论视野ꎮ 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展现了马克思

的实践观ꎬ 把人的主体作用充分表达出来ꎮ 马克思说过ꎬ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ꎮ 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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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ꎬ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ꎬ
人类全部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就是人们的实践过程ꎬ 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不可

分离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ꎬ 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 是

人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ꎬ 这就肯定了人的价值ꎬ 使人的主体性展现在唯物史观之中ꎮ
恩格斯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基础结合起来ꎬ 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ꎬ 就能够探

寻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ꎮ 在 １８９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ꎬ 恩格斯给出了科学

的理论依据ꎬ 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到经济必然性的作用ꎬ 同时也受到偶然性的补充ꎬ 我们画出历史上

偶然性曲线的中轴线ꎬ 考察时期越长、 范围越广就越趋向经济发展的轴线ꎬ 印证了社会历史发展是

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的ꎬ 人们的生产实践推动着社会形态向更适宜人类生存、 生产、
生活的方向发展ꎬ 建立更高级的生产关系ꎬ 走向共产主义ꎬ 这就打破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

出的资本主义永恒论ꎮ
最后ꎬ 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充分肯定ꎮ 恩格斯晚年的思想饱受争议和

误读ꎬ 但他依然不畏挑战坚持捍卫马克思的思想ꎬ 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ꎮ 在 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致弗

兰茨梅林的信中ꎬ 恩格斯说马克思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和锐利的眼光ꎬ 更早地发现了唯物史观原理ꎮ
“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 ４０ 年之久后来ꎬ 伟大的人物逝世了ꎬ 那个平凡

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②ꎬ 历史会把一切归还给应该属于的那个人ꎬ 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功劳

的肯定ꎮ 在给布洛赫、 施米特以及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ꎬ 恩格斯反复说明研究唯物史观要重视马克

思的著作和文章ꎬ 要根据贯穿这一理论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资本论» 等原著来研究ꎬ
而不要根据二手文献进行研究ꎬ 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忠诚和肯定ꎮ 恩格斯从始至终没有抛开

马克思的理论ꎬ 一再强调是 “我们” 的理论ꎬ 他始终与马克思肩并肩共患难ꎬ 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开

辟道路ꎮ 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的ꎬ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ꎬ 马

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③ꎬ 这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

意义ꎮ 恩格斯说自己永远是第二小提琴手ꎬ 赞扬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理论贡献的伟大成就ꎬ 展现了

他们坚定的革命友谊ꎮ
我们讨论恩格斯五封书信ꎬ 就是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防止有人故意矮化和丑化恩格斯

的思想、 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理论对立、 造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分裂、 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完

整性的断裂、 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ꎮ

三、 唯物史观在新时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列宁说过ꎬ 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ꎬ 解决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ꎬ 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注重运用唯物史观ꎬ 阐述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努力的经验ꎬ 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ꎬ 坚

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ꎬ 这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拓进取、 奋发图强奠定了思想

基础、 指明了现实道路ꎮ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学习历史经验ꎬ 强调意识形态对

社会发展的反作用ꎬ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国情ꎬ 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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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ꎮ
第一ꎬ 在重视和学习历史中准确定位时代进程ꎬ 展现了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ꎮ 恩格

斯在 １８９０ 年 ８ 月 ５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ꎬ 说明要在历史中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把握社会的

发展方向ꎬ 批判了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不重视对历史的研究ꎬ “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

济学、 经济学史、 商业史、 工业史、 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①ꎬ 导致他们错误判断社会发展的

总趋向ꎮ 他阐明了只有认真研究全部的历史才能够认清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ꎬ 准确定位时代进程ꎮ
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ꎬ 强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②ꎬ 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经过

长期努力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ꎮ”③ 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

新时代ꎬ 踏上了新台阶ꎬ 迈进了新征程ꎮ “经过长期努力” 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漫长和艰辛ꎬ
每一代人的生产生活都是建立在前人努力奋斗取得的成果上的ꎬ 强调了历史的作用不可忽视ꎮ 这与

恩格斯在 １８９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契合ꎬ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

的历史ꎮ 但他们是在既定的、 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ꎬ 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④ꎬ
这种现实关系就是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关系ꎮ 习近平系统总结了历史经验ꎬ 用唯物

史观的大视野准确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 他始终把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放到历史中来

把握ꎬ 具有深远的历史视野ꎮ 习近平指出: “历史、 现实、 未来是相通的ꎮ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ꎬ 现

实是未来的历史ꎮ”⑤ 中国是具有 ５０００ 多年悠久历史、 ９０ 多年中国共产党党史、 ７０ 年新中国发展

史、 ４０ 多年改革开放史的国家ꎮ 基于此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ꎬ 推动了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ꎬ 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理论ꎮ 这是对历史经验

的总结ꎬ 也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ꎮ 习近平指出ꎬ 一个国家要向前走ꎬ 就不能忘记来时的路ꎬ
走得再远、 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心ꎮ 我们在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 探寻规律ꎬ 使国家找到了适合我国

国情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ꎬ 就是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ꎬ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ꎮ 这些都是对唯

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ꎮ
第二ꎬ 习近平以教育为例阐述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ꎬ 展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

发展ꎮ 恩格斯在给布洛赫、 梅林以及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ꎬ 都不同程度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

展具有反作用ꎮ 在 １８９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ꎬ 他详细论述了意识形态反作用的三

种情况ꎬ 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ꎮ 在深刻理解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基础上ꎬ
习近平指出: “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ꎬ 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

作用ꎬ 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ꎮ”⑥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 “教育是民族振兴、 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ꎬ 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ꎬ 对提高

人民综合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

性意义ꎮ”⑦ 这对于我们认识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ꎬ 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

具有深刻启示ꎮ “决定性” 意义一语双义: 其一ꎬ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决定着

３９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捍卫与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５８７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４０５ 页ꎮ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０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６６８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６７ 页ꎮ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求是»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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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必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ꎬ 他们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力量ꎬ 他们决

定了国家为谁生产和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ꎬ 所以说教育的反作用具有 “决定性” 意义ꎮ 其二ꎬ 理想

信念是青年人的精神之 “钙”ꎬ 如果青年人缺了 “钙”ꎬ 行动力就会打折扣ꎬ 精神萎靡ꎬ 对社会发展

产生阻碍作用ꎮ 所以ꎬ 我们要加强对青年人的教育ꎬ 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ꎬ 给青年人补足精神之 “钙” 才能够凝心聚力推动社会发展ꎬ 这对于我们如期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具有 “决定性” 意义ꎮ 正如恩格斯给施米特的回信中说: 意识形态观点 “又对

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ꎬ 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①ꎮ 我们要深刻总结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

的反作用ꎬ 重点体现在对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上和对国家顺利实现发展目标上ꎬ 因此ꎬ 我们要坚决

防止错误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国家发展的影响ꎮ
第三ꎬ 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ꎬ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ꎬ 展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创

造性发展ꎮ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离不开人民的力量ꎮ
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ꎬ 说明人民的力量就是创造历史的合力ꎬ 每个人的力量对历史的发展都有

所贡献ꎬ 包括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之中ꎬ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 不自觉地和

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②ꎬ 即历史的结果ꎬ 这一观点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主体价值

的肯定ꎬ 他们终生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力以赴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

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继承ꎮ 人民过得好不好ꎬ 人民生活得幸福不幸福

可以作为指引国家发展方向的导航标ꎬ 又可以作为一把刻度尺ꎬ 丈量出一个国家把人民放到了什么

样的位置ꎮ 习近平强调ꎬ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ꎬ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③ꎬ 充

分表达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ꎬ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ꎬ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作为根本宗旨ꎬ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ꎬ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ꎬ 以更好满足

人民的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观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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