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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历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创立唯物史观时起就对此问题作过

许多阐述，198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亦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

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新思想，特别是对建党百年历史的总结，更体现出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深刻认

识，具有很多新时代的特点，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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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新
阐释，具有很多新时代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迄今已历百年，通过对这百年历史的分析，可以更

好地理解这种动力观的思想内涵与时代特点。

一、百年历史与历史发展动力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实事求是学风和解放思想的背景下，史学界围绕历史发

展动力问题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为此，有学者提出“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的质

疑①，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几十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传统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与新时期解放思想条

件下人们所提出的新观念、新思考形成激烈碰撞。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首次重要思想交锋，学术界、
理论界畅所欲言，老一代和青年一代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广泛参与讨论，提出观点 10 余种，发表文章 300 余

篇。② 但当时只是平等地各抒己见，并没有得出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而是把争论的结果交给了后人。
这场讨论之所以未能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概念中的“历

史”没有共同的限定。“历史”的范围宽广无边，既可以理解为自有人类以来，又可以理解为原始社会解体以

来，还可以理解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来。
总之，对“历史”概念的限定不同，历史的内容也千差万别，并会影响学人对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求。

今天，为了探求新时代的历史发展动力观，我们提出一个特殊的时间范畴，即 1921—2021 年这一百年的

时间范畴。一百年，就是一个世纪。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时间观念是丰富、多层次的，可以有

多种层次的历史运动。而且，他比较倾向以世纪为单位的历史运动，这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运动。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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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段中，既可以看出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的变迁，也可以看到生态环境的演进、人与自

然关系的变动，所以在这一时段范围内，人们可以观察到人类历史演进中深刻的历史规律性问题。
1921—2021 年这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特殊重要意义的一百年。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 这一百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来开

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①《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不仅全面总结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艰苦卓绝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伟大经验和以史为鉴走向未来的宏伟蓝图，

而且对这一百年的历史发展规律作了深刻揭示，从而形成了一个关于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理论思考。

二、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的思想内涵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28 年( 1921—1949
年)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建党百年的 72 年( 1949—2021 年)。这两大阶段的历史内容不同，推动

历史前进的动力也不同。
( 一) 革命是建党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一百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

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 2000 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

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依然存在，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
从一个贫穷落后、人民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国家到实现站起来，从此当家作主人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

的巨大飞跃，是一个社会产生了质的变化。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飞跃，靠的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靠的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

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

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

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③恩格斯把这种阶级斗争称为“历史发展的

伟大动力”。他说:“说到‘阶级斗争’，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共和国———雅典、斯
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

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④

恩格斯有时也把阶级斗争称为历史发展的“杠杆”或“巨大杠杆”“直接动力”。“将近 40 年来，我们一贯

强调阶级斗争，认定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

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⑤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也是在历史发展动力讨论中很多学者的共识。有学者认为，

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而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改变历史。例如，

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但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反过来，一些国

家生产力水平相对地高，以至高出许多，至今却仍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集中说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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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历史，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才能推翻旧社会、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新制度，改变历史的进程。因

此，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① 有学者指出，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生产力的发展是

决定因素，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才会出现对社会变革的要求。但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生产

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同一社会形态的阶级斗争

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同一社会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不改变政权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只是促进社会机体向更高

形式过渡。② 还有学者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

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反对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生产力作用的观点，认为在阶级

社会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不仅紧密联系着，而且也互相促进着。因为生产斗争为阶级斗争的开展创造物质

条件，而阶级斗争则为生产斗争的发展开辟道路，所以绝不能片面地强调生产斗争的作用而贬低阶级斗争的

作用。③ 这些学者认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最终动力作用。但是在阶级对抗的条件下，

阶级斗争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人类社会文明时代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④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所进行的各项伟大革命斗争

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均给予积极评价。在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个历史节点上，习近平都要发表重要

讲话，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及崇高精神。他

高度评价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高度评价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

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这 28 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无数革命先烈和广大群众为之付出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从这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新时代历史发

展的动力观首先要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伟大革命战争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不论历史发

展到什么时期，这一时期的革命战争对于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是不能忘记、不容抹煞的。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推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已经结束，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

义认为，没有动力，就没有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就存在对立面的斗争。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

外面，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深刻论述了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因素的关系，指出在现代历史中，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

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他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

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 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

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

素。……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

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⑤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更多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规

律，并纷纷提出新的理解。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

的。但在各个时期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有时表现为用阶级斗争去改变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

有时表现为用武装斗争去摧毁保护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发展制造条件，有时表现为用

国家权力保护先进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时表现为劳动人民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去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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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即使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当然更不能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

一动力。①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它的发展是各种力

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始终起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个基

础上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由这两者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就是生产方式。在这

个统一体中，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

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体现一种生产方式，因之，每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都是生产方式变化和发展的结果，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的。”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理论的正确性。
中共八大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

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

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为此提出，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均有了很大发展。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习近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

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
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③ 这为我们分析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可靠

依据。正如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

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

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

准备、物质基础。”④

( 三)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

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同时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大丰富

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思想。
第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要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发展生产力。他说:“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

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

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

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⑤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了邓小平所指出的这个根本问题。
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果断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都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其在实践中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历史性课题，也都是

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第二，实行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生产力发展活力。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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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

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
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都是出于这个目的。①

习近平认为，改革开放必须是全方面的深化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改革

方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不是只讲经济体制改革，或者只讲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同时还突出强调了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就是说，只有把握住中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主

要方面，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

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紧紧扭

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能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力，从而影响到其他各方面改革的相应进程。
可以说，当代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

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这场伟大革命，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潮流，社会主义中国走在了时代前

列，中国共产党成为时代先锋。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

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正如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

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②

历史发展事实正如习近平所说的，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

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③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 四) 人民群众始终是百年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非常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

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

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

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
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

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

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④

这一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进程中充分显示出其科学性。
通过认真考察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人民群众确实始终是推动百年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历经 28 年的共同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正是由

于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和广大群众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改革开放以后，面对

国家经济落后、人民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局面，正是人民群众从历史中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广大

群众奋力拼搏、发展生产、摆脱贫困，使当代中国逐步进入小康社会。中共十八大以来，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实

02

河北学刊 2022·3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4 卷) ，第 304 页。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使当代中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

众的意志和愿望，成为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真正成为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动力。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历史观，作了深

入系统的全新阐述。

首先，习近平引用马克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名言，提出了“人民书写的历史”的思想。2013

年 12 月 26 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

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中华

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① 2018 年 3 月 20 日，习近平在就任新一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时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

中国人民书写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 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

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

精神动力。”②

其次，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

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

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③过去总以为“江山”是天下，是国土，守

江山就是守卫国土。这次“七一”讲话明确“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认识十分深刻精辟。

再次，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

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的这些论述，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的核心内涵。

三、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的特点

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品格，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又

是对中国历史百年发展实践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关于历史

发展动力的思想，这为我们今天探究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打下了理论基础。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就是对历史

唯物主义的历史动力思想的总结与发展。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还处于受压迫剥

削的状态，尚无无产阶级建立人民政权的成功范例，无产阶级在得到政权以后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发展生

产，改变原有的状态，需要通过努力探索，根据现实的情况提出历史发展的新理论、新策略。因此，新时代历史

发展动力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其次，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是一种综合的发展理论，它排除了过去人们曾经强调过的单一的历史发展

动力思想。恩格斯曾经提出过历史发展的“合力”的思想。1890 年，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

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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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

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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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

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

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 或是他个人的，

或是一般社会性的) 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

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

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就是这样的理论，它强调各种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指出

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发展，否则往往会出现盲人摸象、以
偏概全的问题。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观察社会发展

时，一定要注意这种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对生产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

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党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包括一手抓

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

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②

再次，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充分地重视人的作用。过去学术界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对历史

发展动力问题提出了种种观点，例如阶级斗争历史动力说、生产力发展历史动力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历

史动力说、科技发展历史动力说、物质利益历史动力说、历史发展“合力”说等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

是在论述这些理论时又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人的作用，仿佛阶级斗争或者生产发展会自然地进行，自然地

推动历史发展。而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则突出地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发展的各个

时期、历史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是人民群众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的真理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新时代历史发展动力观，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是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显著特色的理论。同时，这种动力

观对于从学术角度认识历史发展动力这个历史理论基本问题有着很大的启示性，值得深入领会与研究。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Vie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ZOU Zhao－chen
( School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The motive for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historical theory． Marx and
Engels made many expositions on this issue after they found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early 1980s，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lso had a heated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Since the new era，in the process of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new ideas on the driv-
ing for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especially the summary of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which reflect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ing for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and is worthy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driving for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new er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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