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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历经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诸多思想家积极探索中国的前

途命运，并探讨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

中国的实践状况相结合，阐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并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近代

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

国社会历史相结合为中国社会革命由自发走向自觉创造条件，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唯物主义历

史观发展成熟的社会实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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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
演进历程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内在

关系，然而，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前，近代中

国社会变革基本是在黑暗中自发前行的。这是

两条迥异的线索。近代中国逐步走上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不仅发生在世界历史大变局中，更有

着近代中国社会自身独特的内源性缘由。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文

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

造条件

　　近代以来的中国，亡国灭种的忧患使一切
预想成为空想，也使我们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

放弃了更主动、更审慎的学理分辨，采用粗暴的

方式对待自己的思想传统也就必然地会采用粗

暴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当代史［１］。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颠覆性变革，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冠以

“洋”字的商品充满方兴未艾的市场；“大刀长

矛”的过时和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洋务运

动置办的洋枪大炮；“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惊鸿

一瞥，换来的是放眼看世界的历史潮流；器物的

更新换代，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

其一，中国的近代史同欧洲的国际贸易密

切相关。魏源在１８４１年的《英吉利小记》中写
道：“国中产豆、麦，少稻，不给于食，皆仰给邻

国。以濒海，专事贸易，故船炮讲求至精，与荷

兰、佛郎机相等。于是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

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属

藩，或夺踞为分国。”［２］英国的国际贸易就是马

克思借用黑格尔“两极相联”辩证法的集中体

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历史时期顺延着英国

国际贸易的路线看向东方社会乃至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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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其关注中国的思想理论著述中，英国亦

是近代中国的最大强敌。然而，对于中国来说，

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茶叶、丝绸、瓷器等商

品贸易居于顺差地位，但在整体的贸易格局中

逐步陷于被动而难以自拔的状态，鸦片战争的

爆发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其最直接的原因则是

诸多军事冲突的频频失败，这从林则徐向道光

皇帝的奏章———《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１８４０

年９月２４日）———中便可窥见：“以鸦片获利之

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多至数千万两……即以

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

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若前此

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

至尚形棘手。”［３］这说明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近

代中国重视洋务、发展近代工业的开端。如果

说民族资本主义只是近代中国“洋务”的副产

品，那么洋务运动则是近代中国逐步走向光明

的历史起点。

其二，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封建专

制统治的“掘墓人”，也是民主革命的经济条

件。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洋务运动成为晚清

的自救方式，从左宗棠上书同治皇帝的奏

章———《船局创始之初未可期以速效片》（１８６６

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可以看到当时发展洋务

的现实状况：“自通商以来，各海口大小马头，

番舶鳞比，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

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

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

衅逞强，靡所不至。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

先着，人皆知之。”［４］这就阐明了实行洋务、发

展近代工业以提升军事竞争的能力，是时局所

迫，同时也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提供了契机。

“今日中国之所以治内者，在练兵法，达民情；

所以治外者，在御侮而睦邻。此四者要不过综

其大纲，其余如通商理财制器成物，亦当次第举

行……此外开矿务，垦旷地，筑铁路，皆与民共

其利，务俾民情得以自达，而不至于上下隔阂，

则民间忠义之气自能奋发于无形。”［５］近代中

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和民主的思想，在晚清封建专制统治下难能可

贵。由于历史局势的紧迫，这些智慧火花在短

暂的时间内迸发并延伸至对全新的政治上层建

筑探讨之中。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

文中探讨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难御外侮的根

源：在“积弱之源于理想者”方面，国人“不知国

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

“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在“积弱之源于风

俗者”方面，国人的状况则是“奴性”“愚昧”“为

我”“好伪”“怯懦”“无动”；在“积弱之源于政

术者”方面，“吾尝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遍历

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

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

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

有四：曰驯之之术、曰话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

监之之术是也”［６］８０－９３。这些对近代中国积贫

积弱之原因的剖析发人深省，为后来政治、文化

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重新认识人民在社

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做出了明确

的论述和探索。“国家之有政治，其目的安在？

曰：一以谋国家自身之发达，一以谋组成国家之

分子即人民之发达。斯二义尽之矣。虽然，斯二

义者，形式虽异而精神则同。盖人民若瘁，则国

家决无自而荣，故为人民谋利益之政治，同时即

谓之为国家谋利益焉可也。”［６］２８９至此，近代中国

历史上内源性地探寻民主革命思想基本形成

雏形。

其三，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社会思

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石。近

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探寻谋求民族振兴的民主之

路，不仅有着来自外部的客观条件，也有着中国

人本身寻求救亡图存的主观努力；不仅有着来

自先发国家的先进社会思潮和政治潮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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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有着中国人对民族前途的思想理论探讨。

历史证明，近代中国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从对近代中国内部社

会思潮的探索中则发现，社会主义不仅是俄国

十月革命给予中国的指引，还有着近代中国内

源性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探寻，更有着独具近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其一，平等观念的

形成和理论的探讨，为近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

奠定思想根基。谭嗣同在其《仁学》一文中，将

“仁”这一概念从传统文化中继承过来，并赋予

其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平等内容：“平等生万

化，代数之方程式是也。其为物不贰，故生物不

测。不贰则无对待，不测则参伍错综其对待。

代数如权衡然，参伍错综之不已，必平等，则无

无……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

矣。”［７］５－６谭嗣借助西方代数推理的方法，证明

了“仁”这一概念具有“平等”思潮的应有之义，

这是立足近代中国状况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

识。谭嗣同的平等思想虽然脱胎于传统仁学和

宗教的平等观，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政

治学意义和哲学意蕴上的平等。谭嗣同牺牲

后，梁启超为其《仁学》一文所撰的序中明确指

出：“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也久矣。虽然，

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

而流血焉，或为救一国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

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

仁者视之，无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无

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此

烈士所以先众人而流血也。”［７］６５这样的平等观

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质和内涵，“社会主义

的实现要基于人们的意愿，而社会主义优于资

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更平等”［８］。

在这个意义上，谭嗣同的平等观是近代中国开

始探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起点。其二，社会

主义思辩在近代中国的内源性产生，在社会思

想意识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

础。在平等观的启发下，近代中国开始自觉地

探讨充满希望和平等的未来美好社会。１９０６

年１０月，《新民丛报》第 ８９期刊登了吴仲遥

《社会主义论》一文，梁启超为之作序［９］，梁启

超在该序中阐明其基本立场和态度。梁启超虽

然主张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支持建立民族

资产阶级政权，认为社会主义在“我国今当产

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但

也认可“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

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

之位置者也……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

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

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抑章章矣”［６］２７９－２８０。

这说明在近代中国，很多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

值得中国去探索、学习和实践。

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在寻

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在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

大的过程中，仁人志士的眼光从关注器物上升

到思想观念的快速转变，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对

社会主义疑窦丛生，但是从谭嗣同探讨平等开

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已经逐步做好了迎接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社

会历史的辩证结合为中国社会革命由

自发走向自觉创造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两极相

联’的思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１０］马克思恩格

斯对近代中国的认知、分析与论述都是在运用

和验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近代中国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东方社会的

重要窗口和“试验田”，更是马克思恩格斯施展

和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舞台”。

一方面，鸦片战争不仅促使马克思恩格斯

将关注东方社会的视野聚焦于近代中国，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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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洞悉了近代中国父权关系濒

临解体的历史边缘。鸦片战争导致的直接后果

就是使得“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

变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地向外输出，“几乎使天

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私贩鸦片“完全

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各省官吏

“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这

种官吏私贩鸦片而大发国难财的贪污行为，

“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关系”。虽然这是晚

清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

精神联系”，但是破坏这一关系的直接后果就

是近代中国南方各省首先爆发起义［１１］９。马克

思不是简单地由表及里地对这些论述进行分析

和梳理，而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依据和方法

探寻近代中国由封建专制走向革命的内在逻

辑，阐明随着鸦片战争的冲击，在对外贸易由顺

差转变为逆差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家长制权威

和父权关系这一社会精神纽带逐步解体，鸦片

战争使得“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中

国人在被鸦片麻醉之后，鸦片“才能把他们从

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１１］７，当时中国南

方的起义就是其重要表现。而这正说明了人民

群众的革命意识在被时代惊醒之后所释放出来

的强大革命力量。尤其是在近代中国与欧洲进

行的对外贸易中，鸦片贸易及其所引发的中外

冲突，是绷断中国封建社会“闭关锁国”之沉重

锁链的关键一环，是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从而

全面接触世界潮流的杠杆。因此，马克思明确

地指出，当与世界完全隔绝的中国被英国采用

暴力而完全打破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封建

社会的必然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

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

样”［１１］８，即“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这场中国

革命不仅深刻而且全面。因为鸦片贸易所发挥

的“催化剂”作用导致中国封建经济濒临破产

的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

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１１］７。此外，马克思

恩格斯认识到近代中西贸易是欧洲经济危机的

“导火索”，这不仅检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还

探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

的历史必然性。西方列强在用军舰大炮将资本

市场的“新秩序”传送到中国之后，加速了中国

封建自然经济“旧秩序”的解体，推动了中国民

族工商业的发展。来自列强的棉纺织品和鸦片

充斥着中国市场，而中国市场鸦片的过度输入

和消费，导致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其他商品陷于

滞销，从而引发欧洲的社会动荡和阶级对立并

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就是

在这样的“两极相联”中爆发的。因此，马克思

指出，“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

‘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

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１１］１１。对于西方列强

而言，引发这场动摇和冲击其资本主义根基的

革命的“导火索”，正是远在中国的鸦片战争。

同样，对于近代中国，引发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

变革的“导火索”亦正是由西方列强发动的鸦

片战争。然而，其最大的不同点是，在欧洲是资

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在经济危机中愈

演愈烈；而在中国则是以农民运动为起点的、使

民族资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的民主革命。

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罂粟种植和炼制鸦片

的盛行加剧了封建统治的瓦解，推动了中国革

命的进程，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

鸦片贸易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发挥着独特的辩证

作用，尤其是随着近代中国国内种植罂粟并炼

制鸦片的蔓延，更是凸显了这种特殊作用。马

克思指出，“大家都知道，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

本土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１１］１２，当时中国的皇

帝正是咸丰帝，这一令人震惊的观点在后来的

一些报纸杂志的宣传中得到印证。享有中国现

代报纸之开端盛誉的《申报》———《申江新

报》———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９日，即大清同治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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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壬申年）六月初四日，刊登了一篇名为《抑

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该文指出：“鸦

片烟土之为祸甚烈，然果能尽驰其禁，其有益于

国也……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驰

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

岁收税银每年可灭二千数百万两出口之银不归

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无

论中土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

食，即富人之吸食者所耗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

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富国化民之

道也。”虽然官方仍然禁止当时国内种植罂粟

炼制鸦片，但在民间却普遍，而这与马克思所指

出的咸丰帝有意在中国本土种植罂粟、炼制鸦

片的观点相比较，在时间上尽管相差只有 １９

年，但是这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的变化却是相

当惊人，因为中国各省都在种植罂粟；当时清政

府迫于财政压力，已经有意于通过鸦片来增加

财政收入；通过对鸦片征收高昂的税收，不仅可

以增加财政收入以减轻清政府经济压力，同时

也是一个根据国内贫富分化的现状而实现禁止

鸦片目的的有效途径。虽然这是一个无异于抱

薪救火和扬汤止沸的愚蠢之计，但是从其字里

行间透露出来当时社会和政府的腐败程度已经

无以复加。近代中国大量种植鸦片的行为，在

马克思的视野下，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欧洲来说，

对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近代中国罂

粟种植和炼制鸦片的盛行加剧了封建统治的瓦

解。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着

比较尖锐的“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

的原因”的民族矛盾，但是在鸦片贸易的过程

中，“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

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１１］１１。马克思所说的

“革命更加爆烈”，确实印证了近代中国社会革

命的变迁，１８５３年的中国革命实际上主要是指

爆发于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但是当时的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也正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壮大

的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沉重的过程，也

就是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

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过程。这种阶级对

抗从平缓走向激烈的过程，也就是封建统治加

速瓦解的过程，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

国实践状况的交相辉映。其二，近代中国种植

罂粟和炼制鸦片的盛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革命

的进程。《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一文虽然

只是一则倡导解除鸦片禁令的文章，而且清政

府也并未解除鸦片禁令，但是鸦片荼毒国民的

客观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清政府对鸦片蔓延

的失控和政治能力的丧失已经纤毫毕现，与鸦

片战争之前相比较，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了一个

相对宽松的发展机遇。马克思指出，“这样一

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

垮”［１１］７０－７１。其三，近代中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

片的盛行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

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两极相联”的思想观点，

近代中国社会在国际贸易的条件下与欧洲产生

直接或者间接联系是历史的必然；同时，根据唯

物主义历史观，近代中国与欧洲会爆发社会革

命，尤其是中国会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瓦解的基

础上走上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甚至有走上社

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可能。马克思对此指出，

“欧洲从１８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

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１１］１２。这就

阐明了中国种植鸦片和国内矛盾冲突升级加剧

了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

“两极相联”的近代国际辩证格局，不是一

个对辩证法的简单套用而得出的结论，而是马

克思科学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认知近代世界历

史、洞悉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探讨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的理论条件，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世界

历史、民族历史相结合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统一体，从而对“两极相联”实现了批判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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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使黑格尔的“两极相连”观念成为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三、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唯物主

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社会实践条件

　　马克思将世界历史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相结

合，用来重新认识世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思

想。认知和反思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并

从中汲取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历

史因素和实践经验，为其走向成熟创造现实条

件。在一定程度上，近代中国为唯物主义历史

观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以下重要的社会实践

条件。

其一，中西商品贸易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发

展成熟的经济条件。中西商品贸易，尤其是鸦

片贸易，是近代历史上牵动中西经济互动、文化

交流乃至社会变迁的“红线”，“海上丝绸之路”

不仅是中外贸易之路，亦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

列强侵略欺侮之路。从行动路线方面来看，无

论是从中国到欧洲，还是从欧洲到中国，基本一

致，只是标识动向的地图箭头方向恰恰相反而

已；只不过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茶叶和丝绸，

是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而列强向中国输入的主

要是纺织品和鸦片，是侵略和欺侮。而这一切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亦无比清晰，马克思通过具

体的贸易数量与折合为白银的价值，具体研究

和分类汇总，在中西贸易的数量变化对比中得

出自己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中西贸易

对欧洲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阶级对抗的经济

根源和物质动因［１１］１８－１９，进而得出“不能期待白

银很快就会停止向亚洲流动”的观点，重要的

是“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

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

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这决不是轻率

的”［１１］２０。而这个时候的欧洲正处于１８４８年革

命风暴的影响之下，中国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就

更为显现。马克思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在近代历

史上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

远，而这一论断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抽象推

理，而是从具体的经济贸易得出的科学观点，这

推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其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是唯

物主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恩

格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相

结合，并不是通过当时的报纸杂志获得零散的

信息，也不是随机偶然地论述近代中国，而是马

克思恩格斯长期关注近代中国并做出的经典论

述。一方面，“停滞的社会生活”是马克思恩格

斯视野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起点和逻辑

起点。“停滞”表明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长

期性和稳定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人思想

意识相对封闭，尤其是在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

带来强制性冲击以后，中国人在面临社会巨变

时所表现出来的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自己

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

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

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１１］１２２。从这个意义上

讲，如果没有外来强制力量的施压，这个以传统

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停滞”是难以被

突破以实现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发展的。因此，

马克思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

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

种族却不断更迭”［１１］１２２。这主要因为生产方式

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对于近代中国而言，

社会“停滞”状态的终结并走向“运动”，直接原

因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

起的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

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１１］１２２。无论如何这正

是近代中国社会从“停滞”转向“运动”的最具

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太

平军身穿对中国人而言有神奇作用的“五颜六

色的丑角式衣着”“使欧洲人觉得好笑”，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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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却给予太平天国运动以高度评价，认为这场

运动是一场革命，是一场独具近代中国特色的

革命。另一方面，鸦片的“警醒作用”是马克思

恩格斯视野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转折点。在

近代中国由“停滞”走向“运动”的过程中，鸦片

贸易起到重要的诱发作用，鸦片贸易是近代中

国由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并逐步走向社会革

命的转折点，其中“欧洲人的干涉”实际上是在

世界历史潮流中进行资本扩张和商品贸易的外

在现象，东印度公司（英国）“迅速地把在印度

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

的不可分割的部分”［１１］７０。鸦片贸易虽然是资

本扩张的手段和商品贸易中欧洲列强扭转贸易

逆差的选择，但是其影响深远，无论是政权根基

的动摇，还是白银外流，抑或是经济贸易平衡的

打破，都是以鸦片贸易为载体的。马克思对此

做出论断，鸦片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

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

文明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

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１１］６９。

其三，商品生产方式的变迁是唯物主义历

史观发展成熟的助推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亚

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论述，具体是针对近代俄

国国内生产方式的形成历程及其使俄国走上社

会主义道路而展开的。然而，马克思虽没有将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发展

和成熟缺乏内在关联，后继者将马克思的亚细

亚生产方式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相结

合，从而得出中国不仅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而

且其还推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成熟的结

论。首先，中国有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厚历

史和现实底蕴。马克思对俄国最终走上社会主

义道路之所以寄予厚望，其主要原因是当时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

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１２］４３５。这里的“农业公

社”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组织条

件。对于马克思而言，原始公社应该具备的基

本特点是，一方面包含有公有制因素，另一方面

又包含有私有制因素［１３］。虽然“这种二重性也

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１２］４３４，但是必

须以其自身的历史而“保存到今天”，封建社会

的中国也具备马克思所指出的“原始公社”的

特点，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有迹可循。有学者

指出，中国中古封建社会以皇族地主的土地垄

断制为主，而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是比较缺

乏的，凡是劳役地租长期存在的地方，社会形态

就难于改变，从而形成所谓长期的静止状

态［１４］。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类型的研究

总体看来有三大类：（１）封建土地国有制，包括

皇族土地所有制、大土地占有制等；（２）封建地

主土地所有制，包括贵族、官僚、豪富等大土地

所有制；（３）自耕小农土地所有制。第一类是

国有制，后两类同属私有制［１５］。这些观点与唯

物主义历史观关于“原始公社”的论述相契合。

其次，近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唯物主义历

史观在中国走向成熟提供了历史条件。马克思

恩格斯在具体论述近代中国由“停滞”转向“运

动”后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与

“始终未变”中间接地表达了与论述俄国一样

的结论，用唯物辩证法更加深刻地将近代中国

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近代中国生产方式变革的

缘由、过程和结果，以鸦片战争为思想基线分析

近代国际贸易的转变、白银的流向、白银和黄金

交替充当国际支付的手段，以及中国社会结构

的基本变化等方面，追寻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

稳定性“停滞”的现实根源及其在中国社会变

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作用。再次，对近代中

国商品经济形成的洞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中

国走向成熟的历史性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

来，中国商品经济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潮流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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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鸦片贸易而在落后的中国成为现实的必然结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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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１１］１３０马克思恩格斯

的这句论断除阐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何以推动

世界历史的发展外，更论证了“无数劳动者饭

碗”的丢失和“生存形式”的改变，直接导致中

国传统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的破产，在“生存形

式”改变的逼迫下沦为给资本带来增值的无产

阶级。恩格斯指出，“自从资产阶级获得政治

统治，英国人就在亚洲取得更多的进展，而资产

阶级也就在那里兴旺起来了。随着机器的推

广，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不断被消灭”［１１］１３１。

同时，社会阶级状况亦发生变化，“小手工业者

破产了，被迫去当普通的工人”［１１］１３２。由此，近

代中国基本具备走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

阶级条件和生产力条件。

综上所述，马克思继承黑格尔“两极相联”

的辩证思想，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代中国社

会历史的变化相结合，阐明了近代中国从停滞

走向运动的变革过程，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近

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相结合，表明中国也具

有像俄国一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

参考文献：

［１］　李建群．阐释的通变与哲学的融合［Ｊ］．西北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７（４）：７－９．

［２］　夏剑钦．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魏源卷［Ｍ］．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８７．

［３］　杨国桢．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林则徐卷［Ｍ］．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８５－２８７．

［４］　杨东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左宗棠卷［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７３．

［５］　海青．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Ｍ］．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２０－２２１．

［６］　汤志钧．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梁启超卷［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７］　汤仁泽．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谭嗣同卷［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８］　段忠桥．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

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Ｊ］．学术月

刊，２０１１，４３（５）：３１－３６．

［９］　欧阳跃峰．２０世纪初立宪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

介绍［Ｊ］．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４（２）：

２７－３０．

［１０］俞良早．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

极相联”的思想［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２１

（１１）：１１４－１２４，１６０．

［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１３］方兴起．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

论俄国农业公社［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７

（７）：３２－４０．

［１４］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

［Ｊ］．历史研究，１９５４（１）：１７－３２．

［１５］启循．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综

述［Ｊ］．历史教学，１９７９（６）：３６－３７．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雷云飞．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近
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Ｊ］．郑州轻工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２５（３）：１－
８．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