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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历史观的哲学思考*

韩 震

［摘 要］ 习近平多次提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树立大历史观，以历史思维理解历

史、时代和现实问题。我们所说的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它要求从更长的

历史时段去看社会的发展，从更加宏阔的国际视野去看具体的事件，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去占有历史

材料，以更加宏大的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和战略性思维去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透过

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价值旨归和内在要求，分析社会发展变化

的演变机理，理解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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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历史生成性存在，人类文明是历史支

撑起来的。如果没有人类历史创造活动成果的积

累，我们的生活就不可能达到现在的状态。越是

了解历史，越能看得长远; 越是理解历史，越能把

握现实。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让我们走得

更加稳健。习近平在许多场合提出，要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树立大历史观，

以历史思维理解历史、时代和现实问题。在当前纷

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理解习

近平大历史观的深邃哲学意蕴，保持历史清醒、强
化历史自觉、增强历史自信，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和当代世界发展大势。

一、大历史观是用具体历史的、客观

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历

史发展的科学历史观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大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

大历史观与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呢?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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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决议〉的说明》，载《求是》2021 年第 23 期。

待党的历史。”①实际上，我们不仅应该以大历史

观看待党的历史，也应该以大历史观看待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当然，当代中

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

奋斗的历史，理解党史就是理解当代中国史的一

把钥匙。推而广之，我们也应该以大历史观看待

全部中国史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所谓大历

史观，从整体世界观上看，就是坚持用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理解

12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22.03.002



历史; 从根本方法论上看，就是坚持用具体历史

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

析和认识历史; 从基本价值观上看，就是坚持用人

民至上的观点去评价和看待历史; 在实践论上，就

是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发展进步。
首先，大历史观是透过表面的历史现象———

如人们的日常活动和情感、精英人物的政治活动、
文化生活中的思想意识和宗教观念等———把握历

史本质的观点。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充满了

无数偶然甚至奇特的事情。但是，怎样才能理解

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呢? 有人将历

史视为个别英雄人物或杰出人士的创造性活动的

产物，有人将其看作上帝或“神秘旨意”的实现过

程，有人把它看作所谓“普遍理性”外化的结果，也

有人将其诉诸纯粹的历史偶然性。这些都属于唯

心史观，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历史。唯有唯物史观

能够真正把握历史的真谛。马克思说:“整个所谓

世界历 史 不 外 是 人 通 过 人 的 劳 动 而 诞 生 的 过

程。”①恩格斯晚年也在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

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

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

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

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

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②在马克思主义

看来，无论社会发展进程看起来多么杂乱无章，但

在本质上无非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历史发展

的规律就存在于人类劳动实践能力的提升过程之

中。无论是古代的石器、铁器，还是现代工业活动

和新科技革命，这些人类的劳动实践才是“打开了

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③，也才是理解历史的

关键钥匙。有了唯物史观，我们就能够从本质上

理解人类的历史，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历史的进程。
其次，大历史观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理解人类

历史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的方法论。恩格斯指

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

并不是 按 照 黑 格 尔 学 派 的 方 式 构 造 体 系 的 杠

杆。”④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求全面研

究全部历史，详尽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

并且从历史和社会条件中概括出相应的政治、法

律、美学、哲学、宗教等的观点。邓小平指出: “我

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

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

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

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

就是违反辩证法。”⑤根据唯物辩证法，要把握大

历史观，一是必须用具体历史的观点来观察社会

变化和发展，这就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观点区

别开来。马克思曾经批评蒲鲁东“完全不理解人

类的历史发展”⑥，不仅颠倒了经济范畴与经济发

展、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且只是在“使用普遍

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⑦，把经济范畴以及

这种颠倒了的关系永恒化、绝对化。他讲道: “人

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

的相互关系; 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

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⑧社会是人们交往活动

的产物。随着交往活动的扩大与深入，人们之间

的联系范围也会扩大，关联性也会越来越深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历史也就越来越转向

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

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

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

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

是成为世界历史。”⑨在新时代，也正是基于经济

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所造成的具体的历史特点，

即气候变化和安全等问题已经让人类进入命运与

共的状态，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二是必须用客观全面的观点来思考历史，这就与

形而上学的主观片面观点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

看问题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

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

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0。对于理

解历史而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

识。要透彻地理解历史，就要深入研究、比较、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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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历史矛盾运动进程中的方方面面，从而把握其

中蕴含的客观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上

的“战国时代”“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以至现在

的“改革开放”，以及世界历史上的“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都是这样的大历史观

的概念凝结。如果不从这些大概念出发去理解历

史，许多发生在这些时代的历史事件就难以被真

正认识。三是必须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理解历

史，这就与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观点区别开来。
观察国际国内形势，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出

发，坚持系统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而不是单一

孤立地、发展而不是静止地看待历史现象。许多

历史学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譬如，德国史

学家德罗伊森就认为: “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点、
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都是历史的演变结果;

其背景中有无限的牵连。”①

再次，大历史观是坚持以人民至上情怀和历

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观点。鸦片战争

以来，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

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有中国

共产党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艰苦卓

绝的奋斗，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繁荣发

展的重大成就? 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来自人民、植
根人民、服务人民，人民是我们力量的不竭源泉。
党坚持把人民看作历史的主体，把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是

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就能够与历史发展的方向

保持一致。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就是自觉践行唯物

史观、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过程。
可以说，以唯物史观看待党史，就是正确的党史

观。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

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

确道路，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

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

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

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

大历史。
最后，大历史观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历史材料，

从而系统地看待历史发展的观点。历史是所有历

史主体活动的结果，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

产物。只有把握了各种因素之间的普遍联系，才

能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正如恩格斯在给

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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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②

运用大历史观看社会发展，必须尽可能全面地了

解历史事实。“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

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

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③绝对不能用“自己的

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④，那样得

到的只能是片面的、被歪曲了的历史。正确的做

法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各个领域的历史，“下一番

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
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⑤。实际上，随着社会的

发展，现在要真正认识和理解历史，需要了解的领

域更加广泛。只有详尽地占有材料，才能形成总

体性观念; 而有了总体性观念，反过来也有利于理

解分散的材料。就如德罗伊森指出的:“个别的只

能在整体中被理解，而整体也只能借着个别的事

物来理解。”⑥

总之，大历史观要求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去看

社会的发展，从更加宏阔的国际视野去看具体的

事件，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去占有历史材料，以更加

宏大的系统观念和全局观念去看待历史和现实，以

更有远见的战略性思维去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

二、正确运用大历史观，把握历史

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

价值旨归和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似

乎一直朝着美好的方向进步; 历史有时候会出现

曲折迂回的现象，甚至有时候会出现暂时倒退的

情况。
历史发展的曲折性首先源于人类社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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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正如习近平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

会议的演讲中指出的:“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

展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新旧事物之间的

矛盾运动往往会经历反反复复的此消彼长，其过

程也往往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节律和循环上升的

状态。但是，无论历史如何曲折，其发展的潮流是

不可抗拒的。“纵观历史，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

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发展。我们要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发展。”②

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也源于历史发展的必然

性，必然性往往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

道路。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人类

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二重

特性。一方面，人类力求在偶然的、不确定的特殊

历史境遇中追寻必然的、确定的发展目标。另一

方面，人类对确定的理想目标的追求会遇到外部

客观环境和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不过，人类不

是被动适应环境和条件变化的，而是有积极主动

的一面。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其自主

自觉的活动意识。当人类认识了自然和社会的客

观规律，就能够在现实中克服困难，促进社会发展

和文明进步。譬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的应

对方式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也彰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

史创造精神。习近平多次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还源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

辩证发展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主观意识

通过客观活动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人类的认

识本身也有历史性，必须通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

认识到实践，并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才能逐渐接

近客观真理。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局限性甚至

错误，都可能引起历史过程的曲折性。譬如，当今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有世纪疫情叠

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就需要保持历史清

醒，以深厚的历史智慧作为支撑，审慎且灵活地应

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种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

复杂形势，习近平乐观而自信地指出: “不论风吹

雨打，人类总是要向前走的。我们要善于从历史

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又要善于从细微处

洞察事物的变化，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凝聚起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强大力量。”③在这

里，他的信心就来自“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
得出的规律和智慧。

要认识历史发展及其曲折性，这是两点论; 但

是更要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主流，这是重点论。
在历史中，不能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但是更要看

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

统一，才能通过不懈的奋斗实现历史发展的目标。
在历史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新生事物代表着历史

发展的前进方向。不论开始多么弱小，也不论经

历多少曲折或反复，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力量总

会壮大起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无论

历史有多少偶然性，其发展的潮流和文明进步的

大势是不可抗拒的。马克思主义在看问题时，总

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细枝末节看到主干; 马

克思主义在看历史时，总是透过日常泛起的浪花

看到社会发展的主流，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看到

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列宁在《反对抵制》一文

中指出:“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

的曲折道路……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

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

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

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④这就告

诉我们，看待历史发展，不能因某些曲折而忘记主

线，不能因某些波动而忘记主流。
在如何认识我们党的历史方面，习近平为我

们树立了典范。他强调: “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

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

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

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⑤在这里，他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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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们要注意从历史的曲折中吸取教训，让失

误成为未来成功之母; 另一方面又告诫我们看历

史要看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能以次要问题否定

主题、以枝节否定主线、以个别失误否定主流、以

个别现象否定本质，重要的是从党奋斗的成功历

史中汲取经验、增进智慧。由此可见，唯有树立大

历史观，才能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并

且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三、把大历史观作为分析演变机理、
探究历史规律的方法论

习近平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

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

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

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①学习历史，可以

“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②; 总结历史，可以“把

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③。为此，党中央要

求，党史学习教育要常态化，要持续进行、不断深

化。实际上，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都是一个持续

不断的过程。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指出的:“我们对

历史的认识，本身也是历史; 历史在永无休止地深

入钻研自己，并扩展自己的视野。”④历史发展永

无止境，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永无止境。
首先，只有在大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才能理

解一个政党的奋斗、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民族的

复兴。恩 格 斯 曾 经 指 出，“历 史 就 是 我 们 的 一

切”⑤，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历史前提的，现实

都是历史的产物。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

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

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

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⑥邓小平也指出: “了解

自己的历史很重要。”⑦具体来说，如何理解近代

以来中国的历史呢?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

览时讲道:“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
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⑧

对我们来说，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

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8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100 年奋斗史中来认

识和把握，就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经济史、政治

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

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才能从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结合的高度，讲清楚为什么五

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

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

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

断完善发展，从而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
其次，只有树立大历史观，才能真正把握历史

规律，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谋求未来发展，擘画

正确且可行的战略规划。毛泽东说过:“指导一个

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

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

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⑨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战略

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

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

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一百年来，党总是

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

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

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有力保证。”�10要在战略上判断准确、谋划科学、赢
得主动，就必须坚持大历史观，从波澜壮阔的历史

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从经验中增加智慧，从教训中

提高认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历史上成功的经

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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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

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①历史

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是人在其中并不是完全消极

的。我们必须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善于抓住历史

变革的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如此才能不负

历史使命。然而，只有通晓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才

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大势。十月革命的胜利、社

会主义的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

的反抗，就是 20 世纪初的世界大势。中国共产党

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并且走在了时代前列。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

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是我们

党顺应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壮大和亚非拉民族解放

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的结果。此后，我们党

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是基于对时代潮流

的深刻洞察和科学判断，从而拉开了改变世界格

局的历史大幕。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有科学

的指导思想的政党，并不任由历史盲目地演化，而

是通过对历史客观规律的把握，对未来发展进行

合理的规划，积极推动历史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

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

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②

最后，只有树立大历史观，才能正确认识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真

正做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方面，只有坚持大历

史观，才能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
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

曲折，通过思想引导、理论辨析加以正本清源，澄

清对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更加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只有

坚持大历史观，才能科学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

势，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

奋斗，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迎来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

跨越，创造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诗

的历史事实。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

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

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中间起了伟大的教

育作用。”③邓小平也指出: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

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④学习历史，树

立大历史观，可以让我们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

加信心、增强斗志，可以使我们“勿忘昨天的苦难

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

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⑤。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

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思想准备。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而现实总是面向未来的。

我们身处新时代，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历史时期。历史的目标不是等来的，而是人民

历史性活动的结果。伟大的实践活动创造伟大的

历史时代，伟大的历史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类文明

进步。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理解大历史观的意

义，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审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

程，在历史自觉的基础上始终保持历史清醒，站在

历史正确的方向上，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迈向新的境界，为人类文

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韩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方闻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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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major plan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his

important statement that eco －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major polit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mission and purpose

of the Party and major social issue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His important statement on the six major princi-

ples that must be adhered to in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ll fully manifest the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which is highlighted in Xi Jinping＇s thinking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hilosophical Ｒeflections on the Great Historical View

Han Zhen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stated that follow the methodology of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es-

tablish a great historical view，and understand history，the times and realities with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great historical view we are referring to is the Marxist view of history，i． e． the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view． It

requires us to observe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longer historical period，observe specific events in a broader in-

ternational perspective，study historical material in a broader field，and think about problem － solving strate-

gies with a greater systemic view，overall view and strategic way of think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through

diverse and complex historical phenomena，grasp the essential values and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the main

them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analyze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un-

derstand the movement of contradictions and development laws of human history，stand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

tory，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th the spirit of historical initia-

tive．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Path of Great Powers: How to Leap over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Chen Jian ＆ Zhang Xu

The idea of socialism leaping over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proposed by Marx and Engels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that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occurs first in the capitali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prac-

tice，backward countries carry out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first，and they must absorb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o leap over the Caudine Forks． To achieve this，they must partici-

pate in the world market dominated by capitalism． The Marxist world market theory provides a scientific expla-

nation for this． The capitalist world market has the dual natur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lundering the backward countries． When a great power chooses socialism to maintain independ-

ence，it is easi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market by virtue of its advantages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eco-

nomic agglomeration，and it can also more effectively resist the predatory side of capital． In the way of partici-

pating in the world market，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lete world market to upholding the complet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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