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建立与发展 



•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传播与李大钊的贡献 

• 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 第四节   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

论贡献 

   

 

 



概说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并逐步发

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

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唯物史观的传入、中国革命现实的需

要和对中国历史整体发展宏观认识的理论需求，使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得以建立并迅速成长起来。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认识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史学如何面

对现实和学术的双重任务。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抗战时期延安和

重庆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毛泽东关于史学

工作的论述和中国历史的论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

要指导作用。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传播与李大钊的贡献 

    一、唯物史观的传播 

•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真正受到重视和流行则是1917 年俄国十

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 唯物史观之所以在中国广为传播，其原因非常复杂。简言之，

第一，它适应中国社会革命的需要。第二，它的一些重要理

论包含了中国思想传统尤其是儒家的社会理念中某些进步的

因素，乃是中国学人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第三，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历史看成有规律的运动，而历史学是能够

认识这种规律的科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唯物史

观持有的科学信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大力提倡的科学精

神是一致的。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传播与李大钊的贡献 

    二、李大钊的史学贡献及其《史学要论》 

• 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和《社

会科学季刊》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试图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古代史和现代史问题。

• 《史学要论》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李守常。这是

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阐发他的史学思想的史学名

著，本书不仅介绍阐述了他的史学思想，而且是一部从理论

上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传播与李大钊的贡献 

    三、关于历史学学科体系

   《史学要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史学观的最早著作，

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学科体系的最早的论述。概括说来，

它主要有以下几个论点：

• 首先，明确区分“历史”和“历史学”的性质，提出把客观存

在的历史同人们主观反映的历史加以区别的重要性。

• 其次，指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包含“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

”两个含义丰富的方面，认为这是“广义的历史学”。

• 再次，阐明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最后，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其一的发达进

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历史理论

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

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

学的记述；反之，记述历史的研究果能愈益精确，必能供给历史

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

有进步。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

完成。 

——李守常《史学要论》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传播与李大钊的贡献 

    四、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核心的基础上，李大

钊在历史思想方面尤其重视如下一些原则：

• 首先，强调思想变动的原因应当到经济变动中去寻找。

• 其次，重视阶级斗争学说。

• 再次，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 最后，对 “历史”的新概括。 

 

 



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社会环境 

•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

革命的前途何在、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等问题成为摆在人们

面前的首要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

1934—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虽然与中国的社

会现实紧密相关，但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则是唯物史

观和历史学紧密结合的一个典型。

• 现实社会环境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出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

历史和国情的论断。 

 



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建立 

• 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从1928年7月起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社

会史。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与

探索之功，使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

代意义。

• 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

用的反复强调，充分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史观与史料

的重视程度。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一、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地区的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 

• 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展，在客观环境上与延安地区

有所不同。

• 从研究者在两地的分布来看，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标

志性人物是郭沫若。 

• 通史撰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迫切任务，受到了延

安和重庆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高度重视。 

• 思想史是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

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

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

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二、郭沫若、吕振羽的史学贡献 

• 抗战时期在重庆期间，郭沫若加强了对先秦社会和学术思

想史的研究，撰写相关学术论文达20余篇。

• 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同他重视史家确立正确的

世界观的认识是一致的。 

• 吕振羽是最先投入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著名史家之

一。 

•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

考察远古历史，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史前社会

史的最早著作。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三、翦伯赞、侯外庐的史学贡献 

• 翦伯赞深感当时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研究的薄弱，

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也为了清理各种混

乱的历史观，为全民族抗战提供思想武器，他撰写了《历

史哲学教程》。

• 作为一位具有鲜明的理论和方法论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翦伯赞特别强调史料、史料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  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该书后定名为《中国古代

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两部马克思主

义史学论著。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四、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简编》 

• 《中国通史简编》于1941年底完成了上册，成为最早完成的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自上古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历史的贯通

性著作。 

• “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 

• 范文澜文史兼通，书中引用的资料十分丰富，语言通俗凝练，

体裁新颖。《中国通史简编》的这些新特点，展示了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认识，因而受到广

泛关注和欢迎。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五、邓初民、胡绳的史学贡献 

• 邓初民：《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

•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专史撰述方面的代表作。这是一部通俗的政治读物，

也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 

 

 

 



      在竖的分期，是把社会进化分为原始共产社会、古

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阶

段，而叙述了由原始公社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全系列；在

横的内容，是把人类的主要社会生活分为经济的、政治

的、精神的，由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而考察政治的形式、

精神的意识形态，以探求各个社会阶段的特征。

——邓初民《社会史简明教程·自序》 

 

 



第四节 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贡献

    一、毛泽东关于史学工作的论述 

• 毛泽东历来重视历史学的现实作用，他不断强调要

把历史学的功能提升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高度来

认识。

• 史学工作不仅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指导意

义，而且对于提高民族自信、鼓舞中华民族团结一

心共同奋斗有着重要作用。

• 毛泽东还强调史学工作与端正学风的关系。 



第四节 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贡献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断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发展特点、社会性质、

主要矛盾的概括分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

导线索和基本观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深远的影

响。

• 毛泽东多次提倡的在历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态度、

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等观

点，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指南。 

 



思考题：

• 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

境是怎样的？

• ２、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意

义何在？

• ３、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地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 ４、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有什么重要论述？ 



第十一章  新中国时期史学的
变革、成就和当前发展趋势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

发展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新成就

• 第三节   历史撰述的主要成果 

• 第四节   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概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居于主导地位。毛泽东对历史研究与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

见解、新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

年间，史学界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历史理

论问题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许多领域

取得了新的成就。而伴随着新的成就的取得，也存在一些不足

和教训。“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学受到严重摧残。改革

开放后，中国史学呈现出新的气象，中国史研究、中国的世界

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外史学交流

更趋频繁和深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中

国史学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发展态势。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一、毛泽东论历史研究与史学发展及其理论意

义  

• 第一，从宏观上重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阐释

和运用。

• 第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及具体运用。

• 第三，关于学术、文化、艺术的民族性和中国化的问

题。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

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

它是中国现代的。

    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

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

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学科建设 

•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范围开展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

唯物史观的教育活动。

• 新中国的历史学科从起步时起，就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建

设目标。 

• 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研究机构的纷纷设立，高校历史系课程

的改革、研究机构制订出新的研究内容和相关课题，历史学学

术刊物的创办等，描绘出新中国史学的一派新气象。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三、关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及其历史意

义 

• 因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出现的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之初就一直受到重视，不断引发讨

论。 

• “五朵金花” 

•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还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展开了热烈讨

论，出现了以社会性质、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

经济变化特点等不同的近代史分期标准。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三、关于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及其历史

意义

    对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

展史上不可忽视： 

• 第一，对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注重以宏观的视野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体，注重从

纵向的历史发展阶段中考察其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 第二，对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是以详尽占有史料为

基础的，是宏观考察与微观考证并重的大规模研究和讨论，是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相结合的有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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