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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培河：唯物史观指导地位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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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术界，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在目前流行的一些史学叙事范式，如精英史、事件史、文明史、现代化

史等，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也没有真正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西方一些史学理论却悄然赢得了话语权。

之所以会有史学叙事范式不愿意接受唯物史观，是因为它们认为把唯物史观所主张的历史规律直接置于历史事实层面上很难说明问题。这是

因为在传统认识中，一直试图在历史事实层面上直接总结出历史规律来，这是行不通的，结果，“人是历史剧作者”与“人是历史剧中人”始

终是不能真正辩证统一起来的两个命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范式外的其他史学叙事范式虽然举起了“人是历史剧作者”的旗帜，却难以接受

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

实际上，历史规律没有在历史事实层面上直接发挥制约作用。当历史实际进程螺旋式上升运动的时候，历史规律以线式逻辑的表现方式贯穿

于螺旋上升运动的历史实际进程的中间部位，发挥间接的制约作用。所以，在历史绽放面前，只有我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没有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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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范式完全能够举起“人是历史剧作者”旗帜，而那些举起“人是历史剧作者”旗帜的史学叙事范式，也没有超出唯物史

观解释范围。

例如，唯物史观并不拒绝英雄史叙事范式，而是拒绝那种英雄史观下的英雄史叙事范式。英雄史叙事范式是表现历史的方式，英雄史观是对

历史本质的认识，二者不是一回事。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在具体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人民群众不仅不能替代英雄的独特作用，而且需要借

助英雄或者典型的历史人物集中表现人民群众的“在场”和“出场”。

唯物史观之所以强调“历史规律”，旨在说明人类历史既不是一个纯粹盲目的演化过程，也不是一个被个人的主观意志随意左右的运动过

程。唯物史观从历史发展的表征背后审视历史发展客观逻辑，既看得深，又看得远；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理论逻辑指向的是积极向上的历史

进步观，其真理与价值是辩证统一的，这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所不具备的。

很多史学叙事范式因为只是从历史事实本身出发看问题，正如盲人摸象，他们根据不同部位做出不同的判断，其合理性仅限于他们涉及的局

部，上升为全局判断就容易出现错误，就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例如，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现代化史叙事范式会注意到它破坏南方经济的一面；文化史叙事范式会注意到它破坏传统文化的一面；事件史叙

事范式（仅仅考察一个历史事件）会注意到它小农狭隘性的一面等等，它们看似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基于“事实”做出的“真判断”，但把这些

观点置于唯物史观历时态的全景式判断之下，就会露出它们的局限性。

总之，对于史学叙事范式的历史评价，唯物史观能够起到坐标定位的作用，在这方面，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理论指导地位不可动摇。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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