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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B2_E5_94_AF_E7_c65_177578.htm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进步的过程；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

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对推动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杰

出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运用这些

基本观点，对高三历史中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比较

全面、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教学难点也就能化难变易了。本

文仅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原理对《中国古代史（

选修）》的一些难点进行解析，供参考。 一、用“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观点，剖析历史现象的根源。 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

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而

一切历史现象产生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就在于社会经济发

展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如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

选贤与能”的“禅让制”，这种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民主推选

首领的制度，其“贤与能”的标准以什么来定位？在已经出

现私有财产的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到底谁最“贤能”呢？这

是学习“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后，学生产生的一个难以解

开的历史“扣结”。 如果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正是我国原

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前夜着手，贫富开始分化、阶级逐

渐产生，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是谁最有威慑性的实力，谁

就能迫使大家把他说成是最贤能者了。“尧的比较富有，舜



有储粮仓库，禹的父亲曾筑城保护自己的财产”就很能说明

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似乎民主公正的禅让制，其背后就存

在着以经济实力夺位的真相。用《韩非子说疑》的话来说，

就是“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

弑其君也”。正是在这种凭借实力参与争位的禅让制下，也

就必然会出现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舜逐共工夺尧位，禹放

虞舜继其位，启杀伯益夺其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王位

世袭制则把这个参与争位的范围限制到王家子孙这一圈子内

，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王位世袭制

取代禅让制，这是历史的一个进步。而造成这个历史性转变

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历

史唯物主义又认为社会意识不仅仅以如实地反映社会存在为

己任，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创新功能，突出地表现为意识超越

社会现实的局限而创造出新的观念，进而又表现为在新观念

指导下实际地改变社会现实，创造新的社会状态，这是人类

意识的能动作用的最高表现，特别是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之

后，社会意识就能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如东汉末年张

角利用“太平道”的宗教意识，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号召，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

有纲领地发动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

基本瓦解了东汉王朝，使其名存实亡。 利用宗教意识进行斗

争，是农民政治斗争的一个伟大创举，为后世农民革命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宗教毕竟是麻醉人的鸦片，又有着其消

极的腐蚀作用。它会束缚人民思想，削弱人民战斗力，使农

民分不清敌我。如青州黄巾军由于曹操摧毁过寺庙，便错误

地认为他是自己的同盟者，结果被曹操瓦解和镇压。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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