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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代的意义与方法论

丰子义

［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时代意识日益凸显。国情的认识、战略的制定、道路的选择、机遇的把握，均

需要增强时代意识。要认识和把握时代，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有关把握时代的这

样一些基本方法值得高度重视: 内在于历史的方法、整体性方法、“普照的光”方法、“规律性”把握方

法、“大局”把握方法。要有效把握时代，应当重点抓好这样一些着力点: 一是时代的主题与问题，二

是时代的主要矛盾，三是人类文明的走向。

［关 键 词］ 把握时代 意义 方法论 着力点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

以谋一时。”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一定历史时代，

其存在和发展不可能离开历史时代。要顺利推进

我国的社会发展，必须对时代问题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和判断，然后才能做出相应的“谋划”。而要

对时代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必须增强时代意

识、确立正确的方法论。

一、时代意识的当代凸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社会发展、加快

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时代意识。所

谓时代意识，就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对自己所处的

时代及其发展状况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觉

解，包括对时代发展新特点、新趋势的认识，对时

代变局和时代要求的认识，以及对本国在世界体

系中所处地位和处境的认识等。时代意识体现了

一种鲜明的理性自觉，它既源于时代现实，又影响

和引领时代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表明，有无正确

的时代意识，不仅关系到对时代本身的理解，而且

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乃至前途命运。
“时代意识”问题本身就是在当今时代尤其是

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在传统社会，“时

代意识”并不成为问题，因为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

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里，很少与外界

来往并受其影响，整个社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延续与发展的，因而不会形成“时代”的概念。虽

然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天下”观，但这种“天下”
观与今天我们所讲的时代并非同一个概念。由于

整个世界的变化对本国的发展没有多少影响，也

无须作为本国发展的参照，故时代意识很难确立

起来，且意义也不大。而在现代社会，情况则发生

了重大变化。伴随“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全球化的

深入发展，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以致形成一

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同时也形成了

特定形式的世界格局。这样的整体和格局一经形

成，便直接成为影响和制约各个国家发展的巨大

力量，由此滋生和增强了人们的“时代感”。由于

每个国家都因其各种原因被纳入世界体系，因而

其发展必然程度不同地受到时代和世界体系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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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且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方式等

都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发展现实，必然

促使人们对置身其中的时代加以密切关注，从而

形成时代意识。时代意识的要旨，就在于在全球

化的竞争中克服社会发展的盲目状态，达到自为

境界，以增强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增强时代意识，重要的是认清时代潮流，明确

本国在时代格局中的方位。只有对时代潮流和自

己所处的方位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才能明确自己

的处境，发现自己的利弊得失，从而采取相应的对

策和策略。否则，难以在各种重大问题上作出准

确的判断，也难以在各种具体发展问题上做出合

理的抉择。今天之所以要突出时代意识，事实上

就是由此生发的。
时代并不是一般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社会

历史范畴。它标识的是人类历史特定发展阶段，

包含着该阶段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质、基本矛盾、发
展规律、发展趋势等基本内容，体现着该阶段社会

历史发展的新特点、新变化。透过时代，可以明显

地感受到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律、动感、规
则、要求等，从而达到对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解。对

于时代的划分，可以有不同标准。因其标准不同，

可以形成不同的时代系列。如依据生产工具和生

产技术水平，可以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
蒸汽时代、电器时代、信息时代; 依据产业发展，可

以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 依据

经济形态，可以划分为自然经济时代、商品经济时

代、产品经济时代; 依据生产方式特别是所有制形

式，可以划分为原始时代、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
本主义时代、未来共产主义时代; 依据文明程度，

可以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等等。
尽管划分时代可以有不同标准，但在唯物史观视

域里，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生产关系是最为主要的

划分标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指出: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

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

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

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

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按照这样的标

准，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

作出这样明确的表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

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

以看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

时代有大小之分。所谓“大时代”，是就人类

社会总体发展而言的。列宁认为，“大的历史时

代”不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个别情形，而是人类社

会的总体状况和总体格局。虽然“每个时代都有

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

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

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③，但其总的方向、性质、特
点是基本确定的，这是时代划分的基本依据。所

谓“小时代”，是就大时代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地
区性而言的。如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

把法国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

史时代: 第一个时代 ( 1789—1871 年) ，从法国大

革命到普法战争，是资产阶级崛起并获得完全胜

利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 第二个时代
( 1871—1914 年) ，从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

代，是新的阶级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 第三个时代

( 1914 年以后) ，是帝国主义时代，是由帝国主义

引起动荡的时代。④“大时代”与“小时代”的区分

是相对的。随着参照系的改变，时代的大小也是

可以改变和转化的。
“大时代”与“小时代”是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的。一方面，小时代不能离开大时代。小时代虽

然具有明显的特色，不同于其他时代，但其产生和

发展并没有完全独立的历史，它孕育于大时代之

中，是大时代的“产儿”。尽管小时代不是大时代

自然而然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但其

产生和发展毕竟离不开大时代这样一个历史舞

台，人的活动也只能在这一舞台上来进行，因而小

时代是人的活动与大时代交互作用的结果。另一

方面，小时代又会深刻影响大时代。在特定历史

条件下，小时代的发展往往会引起世界经济政治

关系的深刻调整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动，改变国

际力量的对比，给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新内涵，

从而塑造新的时代，引领人类历史大时代的发展。
两种时代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正是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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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时代的提出，明确

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这一历史方位不是随意

划定的，而是根据我国所处的时代坐标确定的。
在其纵坐标上，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中华民族来说，现在已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现在又站到

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其

横坐标上，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世界的关系发

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处于

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原有国际秩序

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

者。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与此同时，面临的挑战也十分

严峻，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一些国家对我们的阻

遏和施压不断增大，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总体

来看，我国的“新时代”是在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加以确

定的。它既依据中国的发展实际，又密切结合世

界历史的大时代，是相互交织的产物。就此而言，

我国的小时代没有离开大时代，小时代正好是从

大时代走出来的。而我国新时代的开创，又反过

来对世界历史的大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在世

界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的发展道路与经验拓展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

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

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国所提

出的主张和所采取的行动，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和欢迎，给世界以有力推动。如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旗帜的开放战略，恪守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实施共建“一带一

路”的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原则，

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的主张等，都对世

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伴随

中国的发展，我们的“小时代”将会深刻影响和改

变世界历史的“大时代”，促进世界文明进程。这

就是大、小时代的辩证法，也是“新时代”彰显的重

大时代价值。
由于时代问题是和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深刻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发展，

因而时代也自然成为各个国家发展研究的基本立

足点和出发点。研究时代、强化时代意识，其意义

尤其凸显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情的认识。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从

国情出发。何谓“国情”? 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

题，但恰恰在这个浅显的“常识”里蕴藏着深刻的

内涵。这主要涉及“国情”与“世情”的关系问题。
一般说来，在各国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环境里，

“国情”与“世情”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特定的

时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所处的历史背景或国

际环境，这种背景或环境的现实状况就构成为通

常所说的“世情”。但是，自从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之后，特别是全球化形成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在

全球化条件下，每个国家同世界体系的关系不再

仅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是更重要的“器官”
与“有机体”的关系。这样，世界格局与时代现实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不简单是一种历史背景或外

部环境，而是通过交往与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变为

“国情”的某种内在要素、某种规定性，成为“国

情”的一部分，因而世情与国情交织在一起，难舍

难分。就此而言，“世情”与“国情”的界限只有相

对的意义，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
因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需要有时代

意识。应当承认，讲国情绝对不能离开本国实际，

离开这样的实际谈国情没有意义。但同样应当承

认，不能完全离开时代来孤立谈论国情。为什么

我们常讲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国情是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贫穷落后、被动挨打? 这种国情并不完

全是本国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国内外错综复杂

的关系造成的。不从当时的时代来看问题，很难

客观、准确地认识当时的“国情”。今天，要认识我

们的国情，更不能离开当今的时代。
二是战略的制定。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

使得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面对激烈的竞

争，许多国家都在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诸如经济

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文化发

展战略乃至军事、外交发展战略等，力图占领相应

的制高点。一般说来，“战略”具有整体性、前瞻

性、重点性、目标性等特点。整体性意味着战略不

是一种局部性的策划或某种适应性的策略，而是

一种全局性的设计与谋划，事关发展的总体与大

局; 前瞻性意味着战略研究的着眼点不在眼前，而

在长远，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对发展的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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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予以充分的考虑，增强工作的预见性; 重点性

意味着战略规划的实施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

要抓住关键性问题，确定战略重点，通过重点带动

全面; 目标性意味着战略设计与制定有其强烈的

目标指向与价值追求，包括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

标，同时也包括目标与手段关系的处理。要应对

当代社会的各种竞争，客观上要求我们树立战略

思维。而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必须对时代有一

个清楚的了解和把握。只有对时代的基本态势和

发展走向有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才能对未

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制定出切实可行

的发展战略。所以，战略思维必须有强烈的时代

意识。
三是道路的选择。道路决定命运。走什么样

的路，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道

路究竟怎么选择、怎么走，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

有其现实根据的。从唯物史观来看，道路的选择

主要涉及历史发展规律与各个国家具体发展道路

的关系问题。规律作为一般，道路作为特殊，二者

各有所指，不可混为一谈。但是，二者又内在地联

系在一起。简要说来，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
族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

成什么样的道路。由于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民

族以及这些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所

实现的方式不同，因而所形成的道路也不同。规

律的具体实现并形成具体道路，关涉到规律与道

路的中介环节或结合点，即条件。因为任何规律

的实现都是以一定的条件开辟道路、发挥作用的，

人们虽然不能创造和取消规律，但可以利用和改

变规律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让规律为自己服务，

这样的规律实现方式体现在社会发展上，便形成

了一定的发展道路。既然道路的选择不能离开规

律，那么规律又是如何形成和发现的? 从根本上

说，规律不是先验设定的，也不是直接呈现出来

的，而是需要通过对时代各种复杂矛盾、关系及其

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加以分析、概括才能发现的。
因此，道路的选择最终还是离不开对时代关系的

分析和把握。
四是机遇的把握。加快发展，必须善于抓住

机遇，这是现代化的通则。机遇是客观存在的，但

不是直接赋予的。虽说在全球化条件下机遇的出

现越来越多，但是机遇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机遇随

处可见、随手可抓。一方面，机遇对所有国家并不

都是等值的，对有的国家来说是机遇，而对其他国

家来说则不是。另一方面，世界体系中各种关系

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机遇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转

瞬即逝的。能否抓住机遇，就看反应能力和抓取

能力如何。而这些能力的形成不是关起门来靠

“拍脑袋”所能决定的，而是要在打开视野、关注时

代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掌握了世界发

展的新情况、新信息，就把握住了发现机遇、抓住

机遇的主动权。现在，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日益错综复杂，面临的挑

战也日益加大。但是，总的格局还是没有改变，我

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如果说过去我

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主要来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

境，那么在现在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战略

机遇期则具有了新的内涵: 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参与全球

治理。抓好用好这些新机遇，既是对我国发展的

一大推动，也是对时代的一大贡献。
总的说来，增强时代意识，加强时代问题研

究，不仅是审视各种社会历史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而且是制定各种政策、措施的依据。正如列宁所

讲:“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而不是

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 ，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

定自己的策略; 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

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

更具体的特点。”①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时代问题的

意义所在。

二、把握时代的方法论

增强时代意识、关注时代变化无疑是重要的，

而要认识和把握时代，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否

则，即使面对时代、研究时代，也不一定能够真正

把握时代。方法不同、视角不同，研究的结果和得

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因此，要切实有效地理

解和把握时代，必须确立正确的方法论。回到马

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回到唯物史观，以下有关把

握时代的一些基本方法值得高度重视。
其一，内在于历史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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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内在于历史的尺度还是外在于历史的尺度，

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区别。在西

方哲学史上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不少哲学家

都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对时代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如黑格尔在许多著述中都谈到时代，并使哲学与

时代密切挂钩，将哲学称之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

时代”，尤其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对时代问题作

了比较细致的宏观考察。但是，黑格尔的考察有

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而是

用外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时代。对此，马

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予以深刻的批判揭露: “黑

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因

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

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造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

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

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①在黑格尔之

后，许多思辨哲学家尽管观点不同，但同样是用这

样的方法来阐释历史。如施蒂纳就是用利己主义

原则来阐释历史并用来划分时代，将历史时代比

附于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成熟的不同程度:

童年是现实主义、青年是理想主义、成年是利己主

义，历史发展的不同时代就是对应于人生发展的

不同阶段。这显然是对时代外在的、歪曲的解释。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提出严厉的批

评，认为施蒂纳的解释方式“不是‘把握世界’，而

只是把他关于世界的‘热病时的胡思乱想’当作自

己的东西来把握并占为己有。他把世界当作自己

关于世界的观念来把握，而作为他的观念的世界，

是他的想象的所有物、他自身所有的观念或他的

关于所有物的观念”②。
与这种外在于历史的阐释方法相反，唯物史

观始终坚持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即

从时代自身来解释时代，不外加任何原则、想象。
所谓“内在”的，就是“自身”的。坚持内在于历

史，就是要尊重历史真相，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反

映历史，不以任何幻想的联系和原则强加于历史。
虽然时代因其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和解

释，但这些不同的划分和解释也不是外在的，而是

依据时代本身进行的，是同一时代内容不同程度

的反映。强调内在于历史的方法，事实上就突出

了时代阐释的客观性，反对阐释的主观随意性。
在对外在于历史的阐释方法的辨识中，特别

要警惕某些狭隘民族主义对时代的强制性阐释。
仍以黑格尔为例，他在谈论世界历史发展和时代

演进时，完全持守的是一种“日耳曼中心论”或

“欧洲中心论”。他对时代分析的理论前提，就是

将所有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

民族”，而后津津乐道于历史的“漫游”，最终为的

是“停 留”，即 历 史 最 后 终 结 于“世 界 历 史 民

族”———日耳曼世界，历史也由此达到了顶峰。这

显然是一种外在的强制阐释。前些年在国外一度

兴起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也不过是黑格尔终

结论的翻版。真实的时代发展是各个国家和各个

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国家、每个

民族都是平等的，尽管有强弱之分，但无优劣之

别，都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把一种历

史时代定位于某种民族的时代，决非是历史的真

相。因此，考察历史时代，必须 抵 制“欧 洲 中 心

论”。
其二，整体性方法。在社会历史视域中，时代

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社

会发展状况的综合概括与反映。时代的内容和发

展方式就体现于世界与历史的总体联系之中，时

代特征就是这种整体联系的集中体现。无论是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当代一些重要的史学家，

都对这种整体性方法高度重视。如法国年鉴学派

对历史时代的考察就特别强调长时段的整体研

究，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

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

社会模式”③，而不是从一时一事出发去认识和分

析社会现象。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也认

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④，因而历史

学家必须重视社会历史整体，而非细微的个别事

件。
用整体的方法把握时代，主要涉及时间和空

间两个维度。从时间维度来看，要把历史时代放

到历史长河来看待，对历史时代有一个客观的定

位和评价，就不能割断历史，应从发展的间断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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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来予以总体性的把握。如恩格斯在《路德

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中

世纪这一时代研究中割裂历史和歪曲历史事实的

做法，就提出强烈批评，认为非历史的观点把中世

纪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中断，中

世纪的进步完全被忽略和否定，“这样一来，对伟

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

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

罢了”①。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不能把历史剪

裁成零散的“例证和插图”、不能割断“伟大历史

联系”，就是旨在突出对历史时代应加以全面而准

确的把握。从空间维度来看，时代关涉的不是某

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世界整体，因此考察的视野

不能限于地方性、民族性，而必须具有世界性。尤

其是近代以来的时代考察，更是不能缺失这样的

视野和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市场的刺激

和推动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

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

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②。伴随世界历

史的发展，代之而起的便是一个新时代的出现。
世界历史既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结成一个有机

整体，又使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发展受其影响和

制约，时代的影响非常明显。所以，关注时代，就

意味着关注世界历史。尤其在今天全球化条件

下，考察时代必须增强这样的整体观念。
坚持整体的观点和方法，不仅可以比较全面

准确地把握时代，而且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时代中

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及其内在联系。阿尔都塞在

《读〈资本论〉》中曾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此作过

独特的阐发，认为“只有认真研究社会整体的结

构，才能在其中发现历史概念的秘密，在这种历史

概念中，社会整体的‘生成’得到了思考: 一旦认识

了社会整体的结构，我们就能理解在历史时代概

念中自身反映出来的历史概念同这个历史时代概

念之间的表面上‘毫无疑问’的关系”③。阿尔都

塞认为，这种整体性的结构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马

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整体的概念出发，建立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时代的概念”④。当然，“马克思主义

的整体的统一性完全不是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表

现出来的或‘思辨’的统一性，而是由某种复杂性

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

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

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

联系，共 同 存 在 于 这 种 复 杂 的、构 成 的 统 一 性

中”⑤。由于历史时代的这种整体是由各个层次

构成的整体，因而只有借助于这种整体，才能了解

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和因素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其作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阿尔都塞对历史时

代的解释尽管夸大了结构主义，但其整体性的主

张则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其三，“普照的光”方法。在时代研究中，时代

性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时代性质的判

断，关涉道路的选择、方略的制定以及蓝图的实施

等，因而在时代研究中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如何

看待时代性质? 就其方法论而言，应当重视和借

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
“普照的光”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都是

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在这种有机体中，既有

本社会自身特有的东西存在，也有以往社会的残

片、因素和新生的因素存在，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

还是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和生产关系。它使社会各

种生产和关系、要素都从属于自己，并决定其在社

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这种占支配

地位的生产和生产关系就是该社会的“普照的

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

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

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

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

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

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⑥正是按照这样的方

法，马克思在谈论各种经济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体

系中的顺序时，明确提出不能按经济范畴在历史

上产生的先后次序来排列，而是要按其在资本主

义社会结构中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

和作用来安排。因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

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故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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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① 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也阐明了这样一

个观点: 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该社会的“普照的

光”决定的。
“普照的光”方法对于研究时代性质也具有同

样重要的意义。当今时代，就其占重要地位的生

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言，仍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

历史时代。从自由竞争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

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

实质并未改变，当今时代还是受着资本逻辑的巨

大影响，时代的性质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伴

随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也日益暴露出

深刻的矛盾和经济危机，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

危机。当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

阶段》中就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是

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时开始的过渡历

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②。而后列宁又在十月

革命胜利后，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

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

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

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③。这实际上开

始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

基本观点。现实的发展也表明，虽然资本主义还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本主义也

越来越难以掌控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将长期共存竞争，并在总的发展趋势上形成为由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所

说:“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

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

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

定信 心、对 社 会 主 义 保 持 必 胜 信 念 的 科 学 根

据。”④

其四，“规律性”把握方法。任何时代都是人

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有

其特定的基础和发展规律。时代的本质体现在历

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中，时代的特征就是历史必

然性的体现。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时代是由不同

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

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

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 相

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⑤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也表达了

同样的观点:“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

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

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

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 历 史 才 能 得 到 说

明。”⑥不同的时代所内在的发展规律也不同，正

是不同的发展规律使得各个时代相区别。如资本

主义时代之所以区别于封建时代，就源于资本主

义商品经济规律取代了原有的自然经济规律，或

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运动规律取代

了以往的封建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独特的发

展规律，决定了不同时代的本质与特征。离开了

发展规律，很难对时代作出深刻的把握。也正是

因为规律与时代有着这样的密切关系，所以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明确讲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

规律”⑦。
历史时代不同于历史事件，它不是短暂的、瞬

间的，而是由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构成的。既然

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其间就存在着内在的、必然

的联系，要真正认识这一历史时代，必须对其有一

个规律性的把握。如要认识资本主义时代，就要

深刻认识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只

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深刻把握。
假如没有对历史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探讨，仅

限于操弄历史的碎片，则永远达不到对时代的真

正理解。因此，历史时代的书写不能仅仅停留于

小叙事，应当有大叙事，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要

不然，历史时代就是一堆碎片，就是各种历史现象

的堆积，研究时代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强调研究历史规律对于把握历史时代

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轻视对历史事实、历史细节

的研究。只要研究历史，不管考察的对象、研究的

视角是什么，绝对不能排斥史实的研究，抽象的历

史哲学无助于问题的说明。但是，纯粹的实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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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细节研究又不能等同于科学的史学研究。这

里关键是要处理好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关系。
一方面，不能用历史事实拒斥历史规律。历史规

律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历史规律，历史事实必然是

杂乱无章的事件而无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也

不能用历史规律淡化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所

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

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

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

规律是说不清楚的”①。历史规律是通过历史事

实及其联系呈现出来的，没有对历史事实及其联

系的考察，也就谈不上对历史规律的合理把握。
其五，“大局”把握方法。在谈及把握国际形

势时，习近平指出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所谓大

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细节和现象怎么样，而且要

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

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

向、舍本逐末。”②这里所讲的大局观，主要涉及本

质与现象、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等关系问题，

需要在把握时代时予以充分关注。首先要善于区

分世界大势中的现象与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
认识时代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各种各样的现

象，这些现象既可能反映时代真相，也可能反映时

代假象，而且现象与其背后的真实之间也会存在

一定差异，这就需要加以辨别。因此，“分析世界

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

时代脉搏，要善于从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中发现

本质、认清长远趋势”③。其次要善于分清世界形

势中的全局与局部，从全局来看待时代。冷战结

束后，虽然世界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世界和平、国

际安全和地区稳定受到多重威胁，大国竞争日益

激烈，地缘政治冲突连绵不断，局部的动荡和战争

此起彼伏，国际热点问题有增无减。面对这样的

局势，应当对局部与全局予以区别对待。不能以

局部的动荡和战争否认世界总体和平，这是一个

基本判断。当然，也不能由此轻视局部的动荡和

冲突有可能引发国际形势的严重危机。再次是善

于分清世界发展的主流与支流，从主流来看待时

代。在现实发展过程中，时代发展呈现的并不仅

仅是一个流向，主流、支流乃至逆流同时存在，有

时支流和逆流还格外突出，以至世界变得扑朔迷

离。如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民粹主义、狭

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黩武

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不断兴风作浪，搅得

世界不得安宁。面对这样的局势，要有一个清醒

的认识和判断，不能被各种逆流、支流所左右，以

致出现对时代局势的误诊误断。总体说来，看待

时代应当有大局的思维方法，从大处着眼，有实质

性的把握。
用大局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时代，事实上就

是要求深层次地看待时代。无论是历史现象还是

历史的局部、支流等，都属于历史的表层，这些表

层固然也是历史的表现，但其终究不能代表和反

映历史的真实。这就客观上需要从历史表层走向

历史深层。唯有深层，才能真实反映和揭示时代

的本质。如列宁当年对于时代的分析，不是像霍

布森、考茨基、希法亭等人主要从分配与流通、政

策变化等表层方面来解释当时的时代，而是紧紧

抓住垄断这一根本，提出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

本主义的论断，深层次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和基本经济特征，从而对当时的时代作出了正确

的分析和判断。从历史的表层走向深层，需要深

入的理论研究，需要科学的抽象概括，因为“日常

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

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④。
从历史表层走向深层的过程，也就是发现科学真

理的过程。

三、把握时代的着力点

把握时代，目的是要正确地观察时代、解读时

代、引领时代。既然是观察、解读、引领，那就不仅

仅是对时代的认知，同时还包括在认知基础上的

相应行动与作为。为此，应当加强把握时代的着

力点。通过这些着力点，切实把握时代脉搏，解决

相关重大问题，促进自身的发展，引领时代的发

展。就其总体而言，要把握时代，应当重点抓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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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着力点。
一是时代主题与问题。任何时代都有相应的

主题。但是，时代与主题又不是简单对应的，其关

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如自 19 世纪末以来开始

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一个大的历史

时代，就依次经历了三大阶段: 战争与革命阶段、
冷战阶段、和平与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因其不同的

性质和特点形成相应的主题，即“战争与革命”的

主题、“竞争与对抗”的主题、“和平与发展”的主

题。可以说，时代的本质没有变，仍然是马克思主

义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

代”，但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所处的

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正

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

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

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

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

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

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具备更多有利条件。”①把握时代，必须对这一主

题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以局部的动荡和冲突而否

认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的现实。尽管当今世界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横行，尽管各种传统和

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然而和平发展是不可

阻挡的时代潮流，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赢

是大势所趋，开历史倒车是没有出路的。
主题又是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同阶段的

时代主题往往是通过各种问题体现出来的。这

样，各种问题与主题的关系就变成了具体问题与

总问题的关系; 相应地，具体问题的研究离不开总

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应当借鉴和吸收阿尔都

塞关于“总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在对马克思思想

发展的研究中，阿尔都塞提出了“总问题”的范式，

认为总问题不同于卢卡奇式的“总体”概念，而是

以某种根本性的问题为主导的特定结构的问题体

系，各种具体问题都是发生并服从于这一问题体

系，总问题的改变也就是这一特定结构的问题体

系的改变。“每一种理论本质上都是一个总问题，

也就是说，与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相关的每一个

问题的设定都植根于这一理论性的———系统性的

母胎。”②阿尔都塞提出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合

理性。就时代研究来说，由于各种具体问题离不

开总问题，故在时代研究中，对各种问题的研究不

能离开主题。只有对主题有深刻的把握，才能对

相关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反过来，通过对时代问

题的具体探讨，又可以深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达

到对主题的深刻把握。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

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

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③事实确实如此。时

代就是通过问题的“声音”反映出来的，问题的产

生和变化是时代的晴雨表。对问题考察、解答的

程度，标志着对时代理解和把握的程度。因而对

时代的把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笼统的

而是深入细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往往

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重要“接口”，成为社会发

展现实与时代的重要连接点。正是通过各种重大

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一个国家融入世界与时代，因

为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一个国家所能为之

的，需要其他国家的协助和配合; 而许多世界性、
时代性难题的解决，又要求各个国家共同参与，从

而使各个国家程度不同地融入世界与时代。问题

引导着对时代与社会发展现实的深入思考，也促

进各个国家与历史时代的深度融合。
二是时代的主要矛盾。世界不仅是过程的集

合体，而且是矛盾的集合体; 矛盾不仅有主次之

分，矛盾的方面也有主次之分，事物的性质是由矛

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时代的性质也是由时代主

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在不同历史发展时

期，时代所内含的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因

而其性质也不同。把握时代，必须抓住时代的主

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当今世界，存在的矛盾很

多，但其主要矛盾是与时代主题直接相关的矛盾，

即人类追求和平与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矛

盾，追求世界经济普惠协调、合作共赢与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的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中，人类追求

和平与追求世界经济普惠协调、合作共赢是矛盾

的主要方面，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决定着时代的

性质。因此，抓住这两种矛盾的主要方面，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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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是推进时代发展的重

中之重。其他各种矛盾只有借助主要矛盾及矛盾

主要方面问题的解决才能得到可靠的解决。
坚持矛盾分析法，这是分析时代、把握时代的

重要方法论要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

法，不仅对于分析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必需的，而且

对于分析一个时代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马

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

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这

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也有重要意义。造成这种大变局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或根源还是世界性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以中美的变局来

看，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特别是中国逐步

从低端制造业开始向高科技进军，美国一些“精

英”和政客错误地认为，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必将打

破美国高科技企业独享超额利润的垄断格局，所

以他们必须遏制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中国

的生产力进步由此引发了美国的反华民粹情绪，

中国无故成为美国所谓的“战略对手”，给世界经

济政治格局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也使中国发

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恶变。要有效应对这种大变

局，还是要回到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一方面要加

快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提升发展质量; 另一方面要

重点关注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不合理的国际生产关

系、经济关系的调整，打破国际垄断，建立合理的

国际经济秩序，进而建立合理的世界格局。只要

把握得好，历史大变局也可变为历史大机遇。
在我国，要把握好新时代，同样必须抓好社会

主要矛盾。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化，反映了我国发展的

实际情况，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着力

点。它既是对新时代的内在规定，又对新时代提

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中，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

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好发展的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各

种重大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

展的平衡性;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提高发

展的水平、质量和效益，不断增强发展的充分性。
通过这样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日

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

进步。
三是人类文明的走向。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现在，各国之

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科学技术和

经济社会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人类文

明发展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人类也处

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加剧的时代，世界

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宁。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

何处去”这样的时代现实，很多人不禁发出这样的

疑问: 现在人类还要不要讲文明? 人类文明究竟

向何处发展? 这已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

现实，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尖锐时代课题。尤其是

近期的美国所作所为，已经在挑战文明的底线，将

人类文明推到新的十字路口。
面对世界乱象，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应

当充分看到，尽管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恣意横

行，尽管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花样翻新，尽管文明的

长河不时沉渣泛起，但人类求发展、求进步、求文

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促进文明繁荣发展、促
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仍然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可能在短时间内因邪恶

势力受到某种影响，但其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会

倒转。
基于当今时代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基于人

类文明发展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响亮地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突出的主体是

人类，明确的价值指向是人类命运，追求的目标是

合作共赢，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这一方案，既着眼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

前途命运，又致力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诸

多共同问题; 既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发展，又是对

未来文明的开拓创新，因而是对人类文明的独特

贡献。推进人类文明，必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责任编辑: 郑 锦)

75

把握时代的意义与方法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15 页。



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 2020 年第 6 期

MAIN ABSTＲACTS

Speeches at a Theoretical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Friedrich Engels' Birth

Qu Qingshan et al．

The Theoretical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Friedrich Engels，
sponsor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was jointly held by the Cen-
tral Party School (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Beijing on November
26，2020． At the symposium，delegates discussed Engels' noble scientific spirit，his outlook on Marxism，his
spirit in perceiving the power of truth，his research 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his i-
deas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his military science，and his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Marx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Gaining an Understanding of and Implementing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rom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en Li et al．

In order to gain a full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rom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and to discuss the far － reaching significance of the Ｒecommendat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Formulating the 14th Five － 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 Ｒange Objectives through 2035，adopt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when China attains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and moves on to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when the world undergoes significant changes
of a kind unseen in a century，for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Marxism ＆ Ｒeality journal
has launched the special column“Feature Articles．”The articles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rom the Fifth Ple-
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re solicited from renowned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eco-
nomic and social fields，so as to promote the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relevant issue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
retical circles．

The Significance and Methodology of Grasping the Times

Feng Ziyi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highlight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times．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conditions，the formulation of strategies，the choice of paths and the grasping of opportunities all re-
quire an increased awareness of the time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times，it is necessary to have proper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se fundamental methods to grasp the times are worthy of
great attention: the method of history，the method of unity，the method of“universal light，”the method of
grasping“regularity，”and the method of“big picture．”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rasp the times，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emphasis: first，the themes and issues of the times，second，the main con-
tradictions of the times，and third，the direc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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