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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社会动力系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究竟是英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还是历史促成了英雄

的诞生？对于这一问题，在哲学界也一直久争不下，并由此诞生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我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独创的两大成就之一，那我们

今天就来剖析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大的争论点我们开篇已有提及

了，那么在马克思眼中社会的发展究竟是谁在推动呢？ 

 

 

 

 

 

 

 

 

 

从图中可看出在马克思眼中，无论在哪种社会形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始

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对矛盾。那什么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呢？说白了，生产力就是人

创造财富的能力，生产关系就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举个栗子，商朝

的时候，人使用青铜器生产，而如今我们使用机器的智能化生产，因此现在的生产力比商

朝要高；而商朝的时候，生产者和生产主之间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现在，生产者与

生产主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相比而言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更加适合当前的生产力水

平。 

而一个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经济基础，而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

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等的总和又构成了上层建筑。 

既然每个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为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

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唯物史观认为这两对

矛盾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矛盾的不断解决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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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矛盾，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

盾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再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必须

借助于新的上层建筑的力量，才能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经济基础的形成，从而使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使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动力系

统，以推动社会不断从较低级向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