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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历史时代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存在的长期历史过程，该过程又分为

不同的历史阶段。划分时代的根本标准是社会经济形态，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着时

代的本质。进入阶级社会后，每个历史时代都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不同时代及其不同阶段上

的阶级斗争具有不同特点。人类历史就是不同时代更替的螺旋上升过程，这种普遍性的历史进

程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又有特殊性。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处在这

个时代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特殊的历史责任和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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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重大判断后，时代问题自然成为我们必须探讨清

楚的一个概念。说到新时代必须要考虑社会历史时

代，讲到社会历史时代，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时

代观作为根本理论指导。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的科学历史观和时代观，才能科学把握社会历史

时代的发展演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人

类当今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有机统一起来，更好地

把握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使命。

一、时代问题是人们历来很关注的一个重

要问题

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对

时代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提出了不同的时代划

分标准。
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时代问题很早就已经提出。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公羊三世说”的时代观。
《春秋公羊传》提出，孔子写《春秋》“所见异辞，所闻

异辞，所传闻异辞”。西汉时，董仲舒据此认为，“《春

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春秋繁

露·楚庄王第一》)，把春秋的历史归纳为“有见世”
“有闻世”“有传闻世”三个时代。到了东汉，何休进

一步对“三世”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明确提出了

“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时代观，他讲

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

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

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

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经传解

诂·隐公元年》）。“三世说”的时代观在历史上影响深

远，维新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就把“三世说”同“小康”、
“大同”及进化论思想进行结合，提出了以“三世说”
为核心的进化论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将沿着据乱

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进路径进化发展。这个时代

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历史现象，但并不

是真实的历史现实，更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时代观。
西方思想史上也有许多对于社会时代的论述。

比如，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就提出过“黄金时

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
等划分。罗马的奥维斯在希腊神话的基础上，把英雄

时代去掉，提出了“四时代”论。这种依据神话确定的

时代划分当然不是真实的历史。在德国古典哲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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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黑格尔以人类理性发展程度和状态为根据，提出

人类经过了处于历史儿童期的东方社会、处于历史

青年期的古希腊城邦、处于历史成年期的罗马帝国、
处于历史成熟期的欧洲世界等不同时代。这些时代

判断标准，或是依据神话传说，或是依据人类认识形

式，都没有把握历史时代的本质内涵。
在当今，理论界关于时代的划分也有各种各样

的判断和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从劳动工具的角度

提出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
子时代、信息时代等划分。有人从文明史角度提出了

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后工

业文明时代等。这些划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

乏对经济关系史和阶级关系史的把握。如果失去对

经济关系史和阶级关系史的分析，历史时代的把握

就失去了最核心内容的判断。
准确把握时代本质及其发展特点，定位人类历

史发展阶段和发展方位，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

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

视对时代本质和特点的判断，并据此制定自己的政

策和策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人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明确提出中国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帝国

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最后取得了

革命胜利。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我国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的

重大判断，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策略，开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今，人类进入一个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就要求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当今时代本质和特点。对此，

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我们要理解这

些判断，就必须深入把握唯物史观的时代观。

二、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

历史时代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历史发展的规律、进程和趋

势，对于社会历史时代的内涵、标准、本质、阶段特

征、不同时代的阶级性等，都作了全面的分析，形成

了完整的社会历史时代思想。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

过程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经

历的整个历史过程，也就是某一种社会形态从开始到

终结的一个漫长历史过程。这个社会时代又分为兴起、
兴盛、衰落等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

阶段性特征。在一个社会形态没有终结之前，就是说直

到其内部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为新的社会形

态所取代而不再占据统治地位止，这个社会历史时代不

可能终结。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 >》
中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两个决不会”的道理。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

本质性的判断，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历史时代的根本

标准。划分历史时代的根本标准是经济的社会形态，

也就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基础以及

在此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所组成的社会有机

体。时代的本质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

是一个判断时代的核心标准。分析和把握社会历史时

代，不能向“三世说”那样从历史现象来判断，像古希

腊罗马人那样从神话传说来判断，也不能像黑格尔那

样从某些人类认识形式来判断，而必须从客观的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从经济的社会形态来把握和判

断，这样才能完整全面地把握时代的本质和全貌。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历史时代具有丰

富的阶级关系内涵，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每个社会

历史时代都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经历着不同阶级之

间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不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各有自己的特

点，在这个时代的不同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阶级斗争

特点。例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

级时代的阶级关系与过去的社会历史时代不同，阶级

对立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相互直接对

立的阶级。列宁突出强调了阶级问题在社会历史时代

判断中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

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

的主要方向、时代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离开了阶级

分析就很难对时代问题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历史时代同历

史发展规律密切相连，是人类历史发展螺旋式上升

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前后相继的社会时代更替构成

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这也就是马克思所

讲的，人类社会要经历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

代、封建社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并通过社会

主义过渡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代。当然，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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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时代发展趋势及其过程的划分是普遍性的历

史规律，而不是具体的历史发展路径。在每一个民族

的社会时代更替中会呈现具体的道路和特殊的形

态。比如说，中国就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

时代，而是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

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观认识当今时

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概念来考量我们当今的

时代，就是要分析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占统治地位

的生产关系之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

之中，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斗争关系以及处在历史螺

旋式上升的哪一个环节；同时也要根据我们正在发

展着的事业来判断当代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时代理论分析当

今人类发展的时代现实，我们就会明白：当今时代依

然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依然处在资本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没有超出列宁所讲

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是，资本主义

继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后正处于新的历史阶

段，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例如经济低迷、治理困

境、政党倾轧、社会撕裂等。
这样的大时代中已经嵌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雏

形———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而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

中也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时代，就是在大时代中嵌入的这种新社会形

态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对社会

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都具有极大意义，作出了特殊

贡献。但是，因为它是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大

时代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因而也面临

着巨大的风险和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要应对特殊

的阶级斗争和制度冲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围攻和打压，同时要以更加

艰苦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

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

[责任编辑 吴宁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
杨生平

（首都师范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080）

[摘 要]从历史规律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就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与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的理解。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而言，尽管实践唯物主义探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研究与发展，但它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表达仍然是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而言，它既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也

有益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未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要以它为指导，并要

妥善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与全球关系以及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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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规律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对于我国以后

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学

者应认真总结并加强学术研究，为改革开放提供理

论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及其理解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三四十年前讨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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