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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世界史观 、 民族史观对辩证
唯物史观 、 阶级史观的理论启示

周 私

提 要 】一般认为 , 黑格 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其意义主要在于辫证

法 。然而 , 黑格尔关于运动 、 变化的思想不仅贯穿在 自然界和精神世界中, 而且在历史观

中也如此 , 黑格尔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线索的内在规律性 。在黑格尔历史观中孕育了唯物史

观元素 。黑格尔世界史观 、 民族史观对辩证唯物史观 、 阶级史观有理论启示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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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 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理论来源 , 其意义仅仅在于辩证法 , 因为

其历史观同其世界观一样 , 被认为是 “绝对精

神 ” 的意志再现 。然而 , 辩证法运用于历史领

域是可取的 。黑格尔不仅在精神世界和 自然界

贯穿着运动 、 发展的思想 , 而且在历史观中也

如此 , 并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线索的内在规律性 。

恩格斯说 , “归根到底 , 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

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 ”, ① “黑格尔第一次 — 这

是他的巨大功绩 — 把整个 自然的 、 历史的和

精神的世界 , 描写为一个过程 , 即描写为处在

不断运动 、 变化 、 转变和发展中 , 并企图揭示

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从这个观点看来 ,

人类历史 ……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 。”②在黑

格尔历史观中存在着唯物史观元素 。

其有目的的活动构成的 , 世界历史是民族 、 国

家 、个人的活动的历史 。他写道 “假如把一般

世界历史翻开来 , 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图

画 , 充满了变化和行动 , 以及在永无宁息的推

移交替中形形色色的民族 、 国家 、 个人 ”。③ “一

个民族获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 , 从这个新时期

起 , 先前那个民族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利益 。”④

他认为 , 一个时代 , 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民

族 , 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民族 , 是世界精神

在那个时代的具体体现 。每一时代都只有一个

历史的民族 占统治地位 , 因而形成时代固有特

点 , 同时显示出历史的阶段性 , 使 “每个阶段

一 、 辩证演进的世界史观
和 民族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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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其他阶段不同 ”。据此 , 他把世界历史的演

进分为东方世界 、 希腊世界 、 罗马世界 、 日耳

曼世界 。并具体分析道 , 世界历史从东方开始 ,

自中国 、 印度后 , 波斯帝国兴起 , 历史开始走

上世界的联系 。在希腊世界 , 开始出现了自由意

识 , 但只是少数人具有 , 然而这种精神创造了丰

富多彩的政权和文化形式 。至罗马世界 , 个人人

格被罗马法承认 , 奴隶和主人 、平民和贵族都处

于彼此对峙中 , 结果爆发了大规模奴隶起义 而

数百年平民贵族斗争使共和国灭亡 , 帝国建立 。

日耳曼世界初期 , 基督教克服了帝国狂暴 , 然后

不久教会腐化 , 整个中古时代处于宗教的黑暗

中 。经过改革 、启蒙和革命 , 迎来了新的黎明 。

因此黑格尔总结道 “世界历史无非是 自由意识

的进步 。”①

黑格尔不仅把自由的实现作为人类奋斗的最

终目标 , 而且认为它只有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

才能达到 。其 “将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 ,

使它成为辩证的 。',②唯物史观借鉴到 , 自由 “是

历史发展的产物 ”, ③人类历史是人类为使 自己摆

脱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束缚 , 不断从必然王国向

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 。普列汉诺夫肯定 , “黑格尔

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 首先决定于他对一切社会

科学的现象是从生成的过程的观点去考察的 。', ④

其次 , 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看作几个时代相继

演进的统一过程 , 唯物进化史观几种经济形态的

演进与之近同 。黑格尔说的 “东方世界 ”, 马克思

称 “亚细亚 ” 生产方式 黑格尔的 “希腊世界 ”、

“罗马世界 ”, 马克思称为 “古代的 ” 生产方式

黑格尔的 旧̀ 耳曼世界 ” “中古时代 ” 和 “现

代 ” , 马克思则分为 “封建的和资本阶级的 ”

生产方式 。因此 , 黑格尔的 “思想发展则总是

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平行着 ……到处是历史

地 、 在同历史的一定联系中处理材料的 。”⑤

再次 , 黑格尔的 “世界历史 ” 观念 , 对马

克思 “世界历史 ” 思想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 。

黑格尔认为 , 人类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 。马

克思延伸继承道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扩展其 自

身活动范围 , 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

界历史的过程 。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

的 、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 “各民族的原始

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

往以及因此发展起来的各民族间的分工而消灭

得愈来愈彻底 , 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

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⑥黑格尔认为 , 每一时代

都有体现自己时代的世界精神的 “世界历史民

族 ”, 马克思衍生说 “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

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

联系的 。”⑦ “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

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 无产者

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 , 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 ,

它 “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共同的利益 ”, “共产

主义一般只有作为 世̀界历史 ' 性的存在才有

可能实现 。',⑧因而 , 唯物史观借鉴了黑格尔

“世界历史 ” 思想 。马克思的主张 “不是离开世

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 自封 、 僵化不变

的学说 ”, 而是 “在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主航

道上产生 ” 。⑨其种族平等 、 民族 自觉主张与西

方自由 、平等的民主进程理念一致 。

最后 , 黑格尔对历史进程的 “合理 ”、 “必

然性 ” 予以预见 。认为 , “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

种合理过程 ”, ⑩即历史进展是按 自身内在规律

进行 而变化 、发展本身是历史过程中起支配

作用的规律 。指出 “现实性呈现于人们意识面

前 , 最初大都是采取偶然性的形式 ”, “但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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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仅是现实事物的片面形式 ”, ① “罗马共和国

的灭亡 , 并不是由于凯撒降生这件偶然事故 ,

这种灭亡 自有它的必然性 。',②认为 , 每个民族

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包含有否定自身的潜在因

素 , 随着这个民族的发展成长 , 这种否定因素也

就不断增大 , 以致最后导致这个民族的灭亡 。所

以每个世界历史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生长 、

繁荣 、衰亡这三个时期 。黑格尔这一历史辩证法

成为辩证唯物史观及其民族史观的直接内容。

黑格尔不仅承认历史变化发展的内在联系 ,

而且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是简单重复 , 而是

精神不断上升的运动过程 。指出每一民族的灭

亡时期 , 是它同具有比自己高层次的精神的世

界历史民族相接触的结果 , 它必然会被另一个

具有高层次精神的民族所代替 。例如当波斯世

界同希腊世界接触时 , 导致了波斯世界的灭亡

希腊又因同罗马的较量灭亡于新的文明 继而

分裂的罗马帝国为 日耳曼帝国所代替 。因此

“变迁虽然在一方面引起了解体 , 同时却含有一

种新生命的诞生 ”, “从那劫灰余烬中 , 又有新

活的生命产生出来 ”, “因为死亡固然是生命的

结局 , 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 ',③由此 , 在黑

格尔看来 , 旧事物死亡并为新事物所代替 , 是

一种合乎规律的必然现象 , 历史形态亦如是 。
此为辩证唯物史观所吸纳 。恩格斯肯定黑格尔

“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 、 有一种内

在联系的人 ……在 《现象学 》、 《美学 》、 《哲学

史 》中 , 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 。”④

方面财富集中在较少数人的手中。',⑤黑格尔论述

道 , “劳动的结果产生了各个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

不平等 ”, 形成了穷人和富人 , 奴隶和主人 , ⑥而

“只有在已经有了不同阶层 , 只有在富人和穷人都

已经很多的时候 , ……现实的国家和政府才产生

了出来 ”, “国家不过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⑦他在

谈到中国奴隶制转向农奴制时说 秦始皇发动的

“战争使略得的土地都成为私有财产 , 而土地上的

居民 奴隶 也跟着变成了农奴 ”。⑧秦始皇将这

种转变着眼于土地私有制 , 即井田 公田 制变

为私田制 , 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变为农奴和地主

的关系 。这些构成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

式与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关系即生

产关系中的主要论点 。又如其对西欧封建采邑制

形成的分析 “贫弱的人们把他们的产业奉送给了

强者 , 求得有效的保护 ……再把这些产业接收回

来 , 同时对这些长上就负有了封建义务 , 他们再

不是自由人 , 而是臣属— 封建的依赖者 , 他们

的所有物变成了采邑 。这就是 西欧 封建制度

的关系 ”。 “农奴制度 , 它使一个人的身体不再是

自己的身体 , 只是另一个人的财产 ”。⑨成为唯物

史观的 《世界中世纪史 》教材的基本表述 。

关于阶级斗争与经济的关系 。黑格尔就雅

典社会分析道 , 所谓 “平原居民 ” 就是 “富足

的贵族阶级 ”, “山地居民 ” 则是 “葡萄 、橄榄

种植者和牧牛羊人 , 这个阶级人数最多 ” 而在

奴隶主中 , “古老殷富的家族和较贫的家族之间

早就形成了一种对峙 ”, 僧主政治 “为的是压平

豪族和大姓的权力 ”。⑩这正是雅典国初期平民

二 、 历史观 中的阶级分析

黑格尔虽然不认为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是社会

发展的根本动因 , 但其历史哲学 、法哲学中却不乏

经济的和阶级分析的观点 , 并往往将之置于突出的

地位研究 。普列汉诺夫发现 , “每一次只要他求之

于经济关系的时候 , 就使他从唯心主义 ……脱离

开来 ”, 使他 “较之与他同时代的一切经济学家更

清楚地理解到 , 在建基于私有制的社会里 , 一方

面财富的增长 , 必然要伴随以另一方面贫困的加

深 ·····一 方面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 因而

已经不能用正常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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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人民予以了相当的同情和支持 。首

先对于苦难的奴隶 , 他论释 “凡是在我们中间自

由人所做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 都得由奴隶去做 ”,

因而雅典公民能够得以参加民主生活 。①他谴责

斯巴达对被征服的希洛人的残杀是 “无人性的残

酷 ” 他们 “被交付给斯巴达青年们作练习武艺的

对象 ” “去抵抗敌人 ” “他们在斯巴达行伍里英

勇作战 , 但当他们班师回来 , 常被奸险地屠杀得

一干二净 ”。②奴隶是 “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
存在 ”, 奴隶制 “产生于尚以不法为法的世界 ”。③

黑格尔称赞雅典民主制使古希腊 “容许全体人民

得以参加普遍事件和法律的种种讨论和决议 ”。④

对于农奴和工商劳动者的抗争 , 他赞颂道 世

纪荷兰人民 “英勇反抗压迫者 ……组成了大队的

民军……战胜了赫赫有名的西班牙步军 , 就像瑞

士的农民当年奋勇击退了奥地利的骑士一样 ”。⑤

黑格尔讴歌农民起义军 “那些农民手里拿着棍棒

和铁锤矛 , 同那些钢盔铁甲 、握刀持剑 、 曾经练

过武艺的趾高气扬的贵族们交战 , 居然获胜 ”。⑥

他谴责封建势力 “对这些起义的人民发动了十字

军征讨 ” “军队用最野蛮的方式大肆劫掠 、不分

善恶 , 一概虐杀 , 把这美好的地方蹂厢成一片荒

凉 ”。⑦黑格尔称颂英国革命中自耕农 、平民及资

产者向专制皇权进攻 “民众群起反对绝对统治

权 ”。肯定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力量 。

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 他的生产

量也增加了 ”。⑩继之 , 黑格尔提出了 “劳动实

践 ” 的观点 人 “通过实践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

系 ”, “劳动通过各种各样的过程 , 加工于自然界

所直接提供的资料 ”。 “活动和劳动 , 这是主观性

和客观性的中介 ”。⑧在此 , 我们可以看到工具 、

迁徙 、劳动在人类征服自然中唯物 、历史的轨迹 ,

而且还看到主观见之于客观的 “实践 ” 的观点 。

“黑格尔在这里 , 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⑩

此外 , 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

系的分析 , 也包含着环境唯物论和历史观 。他认

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地理

环境不同, 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 、职业 、性格和

社会关系都不同。但他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

指出 “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计得太高或太低
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

的优美 , 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

马 。而且事实上 , 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

马 在土耳其统治下 , 就没有出现过诗人了 。',⑩

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

克思承认人类社会不可以离开地理环境而单独地

发展 , “人们所遇到的各种 自然条件 — 地质条

件 、地理条件 、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 ”, 是物质

资料生产的 “自然基础 ”, 自然条件优越与否 , 对

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 然而

它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 , 更不能决定一种社会制

四 、 人 与 自然关系上的历史 、

唯物认知

首先关于人类史前史 , 黑格尔认为 “各民

族在有史以前经历的那些时代— 我们可以想像

它们为多少世纪或几千万年……曾经充满了革命 、

游牧迁徙和最稀奇的变迁 ”。⑧其次 , 对于工具的

产生 , 黑格尔释析 “人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

需要 ……为了征服它们 , 人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

些自然界的对象 , 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

身 , 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 ”, “人因为自

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 。',⑨再者 ,

黑格尔论及劳动的巨大意义 , 指出 “劳动 ” 是满

足人们需要必备的手段 , “生产的细致化 , 并产生

了分工 。个人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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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向更高一级转变 。①同时 , 黑格尔提出了关于温

带地区是历史的真正舞台的思想 。他认为对社会

发展最有利的地方不是寒带或热带 , 而是温带 ,

因为 “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 , 人类不能够作自

由的运动 亚里士多德曾说 , 迫̀切的需要既然得

到满足 , 人类便会转到普遍的和更高的方面去 ' 。

但是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 , 这样的需要可以说从

来没有间断过或从来没有幸免过 人类时刻被迫

着当心自然 , 当心炎日和冰雪 。历史的真正舞台

所以便是温带 , 当然是北温带 , 因为地球在那儿

形成了一个大陆 , 正如希腊人所说 , 有着一个广

阔的胸膛 。',②显然 , 黑格尔在此试图以基本物质

生活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来解释世界历史民族

的出现 。他进而具体指出 , 地中海沿岸地区是最

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地方 。马克思有关最利于社会

发展的是最富于多样性的地理环境的论点与之相

联系 , 《资本论 》第十四章写到 “资本的祖国不

是草木繁茂的热带 , 而是温带 。不是土壤的绝对

肥力 , 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 自然产品的多样

性 , 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 , 并且通过人所

处的自然环境 的变化 , 促使他们 自己的需要 、

能力 、 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③无疑 ,

“历史唯物主义 , 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

的天才思想 — 种子 — 的一种应用和发展 ”。④

综上 , 黑格尔关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 世

界历史的思想 , 关于历史变化之规律性的思想 ,

关于历史上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分析 , 关于

英雄和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 关于人与

自然关系中 “劳动实践 ”观点及地理环境与历

史舞台思想的提出, 都包含着唯物史观所由借

鉴的基础和基本因素 。恩格斯概括 黑格尔

“在每一领域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 ⑤ “这个划

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

论前提 。',⑥黑格尔对人类所有精神遗产都进行了

重大的辩证改造 , 其巨大成果不仅展现于 《逻

辑学 》、 《自然辩证法 》、 《自然哲学 》、 《美学 》、

《法哲学 》, 更体现于 《历史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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