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谈到“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时指出，“坚持

系统观念”。系统观念的重要要求是：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其中，前瞻性思考是前提。如何把握发展大势，真正实现前瞻性思考？恩格斯写作的《波克罕〈纪

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以下简称《引言》），能够给我们带来一

些启示。

　　科学的预言是事实

　　1887年，恩格斯在为西吉斯蒙德·波克罕所著《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

书写的引言中说：“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

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1918年6月，列宁在《预言》中感慨：

“多么天才的预言！”并指出：“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

　　列宁何出此言？让我们看看恩格斯在那篇文章中所作的预言：（1）英法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大破

坏会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并殃及整个大陆。（2）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

普遍野蛮化。（3）在商业、工业和信用方面的人为的运营机构会陷入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

是普遍的破产。（4）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治国才略一齐被摧毁，以致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无人拾

取。（5）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27年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及其造成的后果，证明了恩格斯预言的准确无

误：（1）一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不仅波及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而且波及世界上众

多国家。（2）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万人失去生命，对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工商业活动几乎

陷入停顿，到处是饥荒。（3）国家的金融、货币信用已经崩溃。最极端的例子是，1923年德国的

币值骤降为1913年币值的一万亿分之一，价值完全等于零。（4）无数人战死在前线，很多王朝消

失了。（5）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空前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试问，还有比这一预

测更加准确的吗？

　　恩格斯何以能够作出科学预言

　　“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这是恩格斯在1859年8月写作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解开恩格斯预言“一字不差”奥秘的一把钥匙。

　　恩格斯强调，比从前所有的世界观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最过硬

的事实既包括史料事实的真实性，也包括决定史料事实的物质生产的事实和其他客观事实。他说：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

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

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历史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

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

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

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在恩格斯看来，

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要拥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另

一方面要把握历史资料背后的物质事实。把握未来社会发展趋势，也需要坚持这两点。

　　在《引言》中，恩格斯回顾了西吉斯蒙德·波克罕战斗的一生，分析了《纪念1806—1807年德

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所涉及的时代背景：傲慢和失败、国王无能；在外交上热衷于玩弄两面

热点

最新

习近
政治

李克
抓好
强跨

【领
总书
飞渡
出新

戴口
新冠

王灵
键一

国际
心、
和国

近代
第二

哲学
才引

当前位置：首页 学术成果 马克思主义学部

2021-04-2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辛向阳

字号： [大] [中] [小] [关闭] [打印]分享到：

首页 概况 院领导 组织机构 要闻 科研动态 学术成果 国际交流 图书

http://cass.cssn.cn/index2019/newstop/202108/t20210816_5353567.shtml
http://cass.cssn.cn/index2019/newstop/202108/t20210817_5353811.shtml
http://cass.cssn.cn/index2019/newstop/202108/t20210813_5353308.shtml
http://cass.cssn.cn/index2019/newstop/202108/t20210814_5353491.shtml
http://cass.cssn.cn/zuixinwenzhang/202108/t20210818_5354084.shtml
http://cass.cssn.cn/zuixinwenzhang/202108/t20210817_5353992.shtml
http://cass.cssn.cn/zuixinwenzhang/202108/t20210817_5353954.shtml
http://cass.cssn.cn/zuixinwenzhang/202108/t20210817_5353953.shtml
http://cass.cssn.cn/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makesizhuyixuebu/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window.opener=null;window.open('','_self');window.close();
javascript:;
http://cass.cssn.cn/
http://cass.cssn.cn/gaikuang/
http://cass.cssn.cn/yuanlingdao/
http://cass.cssn.cn/zuzhijigou/
http://cass.cssn.cn/yaowen/
http://cass.cssn.cn/keyandongtai/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
http://cass.cssn.cn/duiwaijiaoliu/
http://www.lib.cass.org.cn/
http://cass.cssn.cn/


派手法的普鲁士的愚蠢狡诈；贵族军官在极其怯懦的叛卖时的大言不惭；背离人民、以欺骗为基础

的国家制度的普遍崩溃。在恩格斯看来，这样的一些特征经过了80年的发展，不仅没有消失，在很

多方面反而强化了：德国的庸人现在也许比那时更为妄自尊大和沙文主义；外交行动显然更蛮横

了，不过还保留着过去的两面派手法；德意志会有它的盟友，但是一有机会，它就会抛弃盟友，而

这些盟友也就会抛弃它。与此同时，普鲁士国家日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变成大地主、交易

所经纪人和大工业家的集团去剥削人民。这样一个国家带来的结果就是不断与其他国家进行军备竞

赛，“如果军备的互相竞赛制度发展到极端而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

　　洞悉“最过硬的事实”，把握趋势、赢得未来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在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准确洞

悉那些“最过硬的事实”，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只有实事求

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从实际出

发”。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在改革发展中“尽可能多接触第一手材料，做到重要情

况心中有数”。这些说的都是要“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增强系统观念、提升前瞻性思考能力，就要善于把握国情世情中“最过

硬的事实”。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

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

据”。党的十三大在深刻把握基本国情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九

大在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指出这一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

史阶段的判断”。当前，我们在把握这一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的同时，还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事实，科学理解其科学内涵、阶段特征、发展要求、

机遇挑战。这是我们在新时代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

的忠实代表，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风险和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党。把握这一“最过硬的事实”，要求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

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保持高度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同时，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清除隐患、提升执政能力。

　　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中把握历史大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

机遇。”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但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大趋势，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

过硬的事实”之一。应统筹两个大局，把握历史大势，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高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作者：辛向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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