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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过去哲学家提出的方法论

有本质上的区别，它通过了实践和规律的考验，证明了自身的

创新性和实践性，帮助人们正确寻找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角度

和方法，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有效途径。

新中国进行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学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作为指导思想，用科学方法论来分析众多社会历史问题，从

而做到由表及里，有效选择和使用各种适合的社会科学方法。

其丰富的哲学理论，对个人的学习能力的提高、社会科学的研

究都有着强大的指导作用，同样，历史学也不例外。

2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融合了

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

论）两个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并以从实践出发、社会系统研

究、社会矛盾分析、社会过程研究、社会主体分析和社会认知

与评价等方法为特征的新时代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

科学的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充分体

现了吐故纳新的精神。凡是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

创造的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会积极地予以批判和继

承，发扬优秀的部分，去除消极的部分，努力改造和解决各种

社会问题。

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有：客

观性原则、主体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发展性原

则。人们应该坚持实践决定认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树立全局观念并搞好局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运动和

发展的观点去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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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学科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方法论的体现和应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均

具有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和指导性作用。

3.1 历史学科领域中的体现和应用———以实践

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世界观表明：“实践是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不断提高与发展的根本动

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方法论要

求人们积极参加实践活动，用实践去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实

践和认识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实践决定认

识，认识对实践又有反作用。实践和认识是相辅相成、互相促

进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渐渐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

渊，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险。在内忧外患之下，无数怀

揣着炽热的爱国之心的人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实践证

明，无论是“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兴办洋务、发展实业、开

展商战，还是标榜“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或者建立资产阶级

共和国，都无法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资产阶级无法拯救中

国，资本主义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十月革命的炮声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苦难的中国

人看到一丝曙光。许多先进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

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推翻剥

削阶级，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共

产党人先后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其中以秋收起义最为著名。在

秋收起义过程中，共产党人曾仿效苏维埃政府的革命经验进

行起义，结果起义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被迫退守农

村。毛泽东等人意识到苏俄的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于是他们

转变策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在科学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共产党最终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

革命道路。

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调查与研究，就不可能有发言

权。”进行历史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要始终坚

持实践第一的原则，进行大量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并进行

实地调查和走访，辨别史料的真伪，大胆地进行史料探索和调

查研究来大力发展历史学科。

3.2 历史学科领域中的体现和应用———马克思

主义矛盾分析法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的事物

都是空谈。人类社会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就寓于矛盾之

中，通过研究社会矛盾及的特点其运动特点，就可以发现人类

社会的一般结构、普遍本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为更好

地解决社会矛盾提供最基本和纯粹的原则和方法 [1]。矛盾推

动事物的发展，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研究社会科学能使我们

对该科学的本质产生正确的认识，并对该科学产生能动的反

作用。

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是对矛盾的普遍性最直白的解

释。矛盾不仅存在于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之中，还贯穿于科学

研究的整个过程。没有矛盾，社会科学不会产生，更不会发展

起来。作为社会科学里学科之一的历史学，矛盾同样始终贯穿

其中的。这就要求人们在历史学科领域内运用一分为二的观

点和全面的角度去看问题。

在研究一个历史现象时，要深刻地探讨它的时代背景、所

处环境，思考为什么会在那样的环境下发生那样的事情，以及

研究它跟其他的历史事件有没有联系或矛盾，这个历史事件

内部又有怎样的矛盾等。有矛盾就会产生问题，而解决一个问

题就会让历史这个学科更上一层楼，解决的问题越多，历史也

会越发扬光大。但也不是所有的矛盾都能都可以上升为可供

研究的问题。在历史学研究中，应当善于从复杂的矛盾中提炼

出主要矛盾，即能占支配地位的、为现实服务的、有学术价值

的矛盾。

次要矛盾在历史学研究中也拥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

用。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只研究主要矛盾而丢弃次要矛

盾，无异于管中窥豹，对历史学的研究会存在偏颇。采取矛盾

分析法分析历史学研究的问题时，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问

题，做到统筹兼顾，避免顾此失彼。

在历史学研究中，要善于通过矛盾发现问题，在解决一个

问题之后，再从这个过程中总结出经验与教训，避免同样的错

误出现，将其汇总起来，在先辈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更高效的

研究方法、提出更科学的理论。这就是矛盾法在历史学科中的

重要价值与运用。

3.3 历史学科领域中的体现和应用———社会系

统研究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里的唯物辩证法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联系

观。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周围的事物有联

系的，这是物质的客观属性。联系具有普遍性，每个事物都以

社会系统的形式存在，没有事物独立于这个系统之外[2]。复杂

的社会现象的背后，它的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纷繁复杂

的，人们要系统地看待问题及现象，而不是盲人摸象。

甲午一战，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学科教育 Subject Education

104



2020年 8月

ScientificDevelopmentofEducation 教育科学发展
August 2020

《马关条约》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又一个沉重的“枷锁”，中

华民族陷入了更深的深渊之中。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维

新派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然而，戊戌变法终究没有逃

脱失败的命运。变法虽然失败，关于它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

止。对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

解，有人认为是光绪帝没有强大的政治魄力，有人认为是专横

的慈禧不肯放权，还有人认为是袁世凯见风使舵投靠了守旧

派。总之，每个人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为历史研究增添了别样

的色彩。

事实上，历史进程绝非一人之力所能作用之结果，而是各

种力量在大环境下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结果。上述观点很

有道理，但很片面。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其实很复杂，应该用

联系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

这么几点：民族工业发展受封建统治的阻碍太大，资产阶级维

新派力量过于薄弱；封建顽固势力强大；维新派没有充足的政

治斗争经验和坚强的组织领导；没有争取到人民的支持与拥

护，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傀儡皇帝上；有些措施过于激进；对帝

国主义抱有幻想；中国陷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狂潮，国际

环境不利于变法顺利开展等。

在历史学研究中，历史现象以及背后的历史学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运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具有传统方

法无法企及的优越性。在研究历史现象和历史学时，特别是一

些社会大众历史现象的研究，应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树立

系统和全局观念，统筹全局，同时重视部分的作用，详细分析

每一个微小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史学逻辑以及它对整个历史大

事件会发生的潜在影响。

3.4 历史学科领域中的体现和应用———社会过

程研究方法

运动产生发展，世界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有机体，它正在经

历一个不断走向兴旺发展的过程。社会是发展的，科学同样是

在不断发展的[3]。没有任何事物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事物在

发展过程永远是有挫折和考验在等待着它，跨越挫折既是在

检验事物是否符合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好标准，也是加快发展

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不例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历史的传统，从夏朝开始，历

朝历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皆有相关人士专门撰写各式各

样的史书典籍。不过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只专注于探索史料的

真伪，却没有上升到历史现象背后逻辑与规律的研究，只能算

是史实的归纳与总结，不能归纳进狭义上的近现代史学。鸦片

战争前后，西方史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传统史学面临一场深

刻的转型。面对西方文化和史学的冲击，中国史家分成了三

派：一派鼓吹“全盘西化”，承认自己历史学不如西方人，全面

学习和接受西方史学；另一派奉行“复古主义”，抵制外来史学

的冲击，复兴和保护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还有一派倡导“中

体西用”，在维持传统史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史

学理论，以达到让中国史学复兴的目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结

论：无论是奉行哪一派的理论，都无法解决中国史学向何处去

的问题，中国史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之中。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学逐步成为真正

的近现代史学的“助推火箭”。1927年李大钊撰写了《史学要

论》，为中国第一部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具体历史实践相结

合的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最早研究。郭沫若编

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中国史学家用唯物史观系

统解读中国历史的先河。史学家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投入

了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现真

理，发展真理，用科学的社会理论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当中，而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繁荣的基础。

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只有短短 80 年左右的

时间，中间经历了不少挫折和考验，仍然是在不断发展的。人

们应该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投入到历史学

科的洪流之中，用运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历

史学科，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如实地遵循唯物史观原理

与中国具体历史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克服中国史学前进道路

上的挫折与阻碍。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门系统的科学。它渗透

于各个学科的方方面面，成了为它们提供根本的方法论的指

导。不光是历史学，心理学、法学、美术学等学科中都能找到它

指导和服务的身影[4]。它是引领历史科学研究前进的鲜红旗

帜，是中国史学家学习的“风向标”和“主心骨”。坚持马克思主

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历史学科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不断进行

实践研习，用科学的方法论检验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的真伪，

才是新时代中国新青年学者研习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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