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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做了初步的阐述，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一个客观

物质过程；生产力、分工和普遍交往是促进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共产主义是未来世界发展趋势；

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具有内在

的联系，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更有助于我们站在全球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立

足共同利益，谋求合作共赢、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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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German Ideology”, Marx made a preliminary ex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po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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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is an objective material process; productivity, 
division of labor, and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are important forces that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world history; communism is the future world development trend. The idea of a commu-
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The two are inherently related. Studying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n “German Ideology” 
is more helpful for us to stan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and world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to seek win-win cooperation,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ased on human liberation and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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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集中论述了世界历史

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在《形态》整个文本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形态》中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在整

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也占据重要地位，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首次集中阐发[1]。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

想”[2]。身处新时代，尤其是在当下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风险日益呈现全球化的趋势下，没有人能独善

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重新学习和解

读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精神，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

设的发展，尤其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2. 《形态》中的世界历史理论 

2.1. 世界历史概念界定 

马克思曾在《形态》中指出一个著名论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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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168)。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发展进程就是指的资本主

义大工业的不断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促使了分工和世界的交往，打破了在

古代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鼓励封闭的状态，人们对整个世界的依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历史就

逐渐变为世界历史。虽然书中对什么是世界历史马克思并没有作出清晰明确的界定，但通过这个论断我

们就能够了解到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定义，世界历史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各民族和国家之间打

破封闭的界限，世界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趋势。 

2.2. 《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阐述 

2.2.1.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客观物质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心思想和观点就是认为这个转变过程是一个客

观的物质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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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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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169)。在书中，马克思举了两个

例子：英国机器的发明对印度和中国劳动人民产生的影响；拿破仑大陆体系的产生对德国的影响。透过

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转变过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物质的过程，并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身

处于整个世界和社会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去感受到，当然这个客观物质的过程定然

是以一定的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往为前提的。 

2.2.2. 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是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力量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人们都要问一句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一转变。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其基本的思想内涵和逻辑与唯物史观是一脉相

承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分工和交往是一个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指出：“一个民

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

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3], p. 147)。分工体现了生

产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力又反过来促进了分工的产生。 正是如此，分工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加深，

普遍交往得以产生，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使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更

加密切；另一方面，普遍交往也对生产力进行传承。正如《形态》中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

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 p. 187-188)。由此可

见，生产力发展、分工和普遍交往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促进各个民族地区的进一步融合，而

且利于生产力的保存，是推动转变的重要力量。 

2.2.3. 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 
我们都知道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但要想实现却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首先，

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

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

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个现有的前提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发

展和变革，推动了世界分工和普遍交往的出现，从而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次，世界历史发展

也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虽然资本主义促使了世界历史的产生，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最终的

社会形态。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限制；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人的解

放尚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便应运而生。在先进理论指导下，推翻资产阶级谋求全人类的解放。 

2.2.4. 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追求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又是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着眼点，更

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追求。区域界限的打破，人的存在也逐渐变为世界历史的存在，人们能够更轻易

的接触到世界，走向世界。个人在与世界的交往中获得了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人的能力和素质得到

不断地提升的同时，现实关系与精神世界也因逐渐摆脱客观限制而更加丰富。 

3. 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当前人类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世界要走向何处、要实现怎样的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讲话

中不仅首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对时代之问的最好回答，这一理念就是在学习《形态》中的世界历

史理论后提出的，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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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首先，二者都是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对人的价值和人的未来发展成为二者的理论契合

点。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现实的人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的，充分肯定了人和实践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并进一步论证这一过程始终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最终价值导向。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之上，以全人类为中心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发展构想。正如列宁所说：“世

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是合力的结果。其次，马

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普遍交往促进了世界

历史的发展，普遍交往使世界日益打破了民族和地区的界限，人们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合的有机统一

整体。同样马克思也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人们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

满足人的需求，这个需求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文化和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只有通力协作方能

满足需求。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的。 

3.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 

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人类形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文明具有多样性，

世界各国的国情是不同的，因为选择的道路和方式也存在差异，必须立足自身选择最优方案。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方案，是与时代相结合并对马

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首先，站在世界历史和整个人类的角度，坚持人类这个新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个新的点

就在于始终站在人的立场上，这个人指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民族的人，而是整个人类，它

的价值导向就是为了谋求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为了促进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整个世界必须联

合起来。 
其次，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上建立一种开放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形态》中关于世界历史

理论的论述，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历史发展但也给与了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构建的是“虚

幻的共同体”，最终追求是“真正共同体”。但当前，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尚不满足，社会主义仍处在

发展的阶段，世界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共存的阶段。基于这种情况，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

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7]。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提倡一种全世界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最后，倡导平等对话协商包容互鉴的新文明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 p. 
491)。与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文明冲突、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文化价值理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

一种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在国与国交流的时候，平等是前提，尊重是保障，以对话代替对抗构建新型

的伙伴关系。 

4.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引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4.1. 站在全球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逆全球化现象。无论是英国的脱

欧还是疫情期间一些大国不顾全世界利益只顾自身所采取的单边主义原则都是其重要的体现。在这样的

情况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我们拥有一种长远发展的眼光，要整体、联系、辩证的看待全世界

的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为中国谋发展更是为全世界谋发展，因而必须站在全球历史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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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立足共同利益，谋求合作共赢 

从早期古代各个国家民族各自为政，各自发展到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最终世界市场

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如今，全球经济体系形成推进全球的国际贸易分工合作，但也不可

避免地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像我们每一个小家庭，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一些小的摩擦，更何况是全球性的这样一个大家庭。“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去。”尽

管这句话不甚准确，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值得我们借鉴，要想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我们就首先必

须立足于共同利益。从“一带一路”的这项政策来看，它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举措，秉持着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吸引着沿线各个国家的加入取得丰硕成果。究其原因就是这项政策的实施不是

像西方某些国家说的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借国家联合发展名义谋求私利，而是真正立足于沿线

国家的共同利益，谋求真正的合作共赢。 

4.3. 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 

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命运共同体和

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是新时期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发展[8]。我们

可以看出，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也逐渐实现了自身的解放。共产主义是未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趋

势，其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本质特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要想实现共产主

义就首先必须消灭私有制，方能实现人的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我们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现

实的路径，我们必须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最终归宿和导向并为之不断努力。 

5. 结语 

总之，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展的历史，世界历史发展到现如今，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深化给我们

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形态》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

刻揭示了未来社会的趋势，也对我们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大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当下我国

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常态，面临复杂的国际局势，更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

的国情，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并能为世界谋发展的共同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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