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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由来、内涵与外延

高运 1　陈世荣 2

1.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2. 延安大学延安医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　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次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 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党

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大，中国共产党奉行“人民至上”发展思想并贯穿始终，因时因势提出新要求、部署新举措，

在根植人民、尊重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中最大限度凝聚各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愿景。理清“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由来、内涵、外延不仅可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而且

对新时代践行“人民至上”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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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由来

1.1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不同观点

自人类产生以来，关于谁创造历史的争论就一直存在。

欧洲中世纪，神学长期在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认为历史

是“上帝施恩以拯救陷于“原罪”和其他罪恶的人类重返天

国”的实现过程，他们不承认人的存在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

他们将历史归结为神意的安排，认为历史的创造者是神或上

帝。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产生，从根本上动

摇了封建神学的地位，人们开始探索历史的形成，明确“地

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黑格尔指出，历史是一个从

低级向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是一个因果承

续性的系列，应该用合理性与现实性的观点去观察历史现

象。他首次力图将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是

运动和发展的，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与发展的关系。这种辩

证法思想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但是他又认为，

历史是理性世界的主体创造的产物，所以他的辩证法又是保

守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较受推崇的主张还有英雄史观、

英雄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论等。英雄史观的理论出

发点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把英雄人物的思想观点或某种超自

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归结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否

认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活动

中的决定作用。例如尼采认为历史的主宰者是“超人“，人

民群众只是“超人”用以实现意志的工具。黑格尔则认为伟

大人物在实现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创造历史，代表人物就是拿

破仑。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

脑的产物，物质世界是可知的，但他从生物意义的角度去理

解人，将人与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割裂开来，他指出不应

该将所谓的“人”同人类历史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这就

导致费尔巴哈成为“半截子”唯物主义。

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

的确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受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

义思想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其对立面不断斗

争的过程中扬弃自身而得到根本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虽未

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主张有直接表述，但这

一主体思想始终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列宁在

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时还特别阐释道 :‘人民即人民群众’。”

只有到了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

时候，才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第一次

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历史活动是依靠

人民群众打拼的事业，左右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充当行动者的

群众。正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而不是某个杰出人物的活

动，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

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将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把唯物主

义物质观彻底地运用到到历史领域，以社会存在为前提探索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创立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

观的方法论，客观地分析并解决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许多矛

盾，界定了历史、群众等基本概念，深度阐述并大力传播了

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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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内涵

2.1 明晰“人民群众”的内涵是基本前提

剖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前提是要理

清人民群众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多角度阐述“人民”，

从质和量、地位和作用揭示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广泛性。首

先，通过阐述“无产阶级”的涵义揭露和批判无产阶级贫困

的经济状况和全面否定的生活状况，表达了鲜明的无产阶级

立场。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具有普遍性，需要注意的是，“无

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

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因此，人民群众是数量上不

断扩大的、质量上起积极作用的、顺应历史发展的，涵盖无

产阶级及支持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最后，“人民群众”属

于历史范畴 ,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 , 其构成是不完全相同

的。例如抗日战争中，地主阶级中的抗日分子也属于群众，

甚至部分还属于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但在土地革命时期，地

主阶级属于革命的对象，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不属于群

众。总之，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人民群众的主体始终是

指一切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

2.2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是以劳动群众为稳定的主体，

而劳动群众则是一切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社会

物质财富的直接或间接创造者。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人

民群众能动地进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简而言之，离

开了人民群众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人类社会就举步维

艰。尽管不同时期，人民群众的要素、名称有所不同，但“劳

动属性的“生产者”身份首先是第一位的”这一条件是始终

不变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的本质规定为“自

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的肯定。动

物生产与人生产的最大不同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

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

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人民群众正是在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物质生

活资料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生产经验、改进生产工具，提升劳

动技能，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创造更多更优的

物质财富。

2.3 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这一内涵主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人民群众及其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精神财富的生产提供物质保障、思想来

源和精神支撑。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第一，精神

财富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

第二，精神财富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对人民群众生产

实践活动作出抽象或形象的反映、概括和升华。另一方面，

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直接参与者。人民群众以无穷的

力量与无尽的智慧，为人类社会提供不计其数的精神财富成

品。最早制造的劳动工具从广义上讲，它也属于美术品，因

为它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与智慧。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留存

下来的洞窟壁画、岩壁浮雕等都是人类最早的精神财富，这

些都是劳动人民亲自制作和创造的。不仅如此，劳动人民中

还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

他们是社会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2.4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主义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由简

单到复杂发展，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变革会自发地前进，而

是必须依赖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不仅能够改造旧的

生产关系使之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够解放旧的生产

力推动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离不开广大

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古罗马奴隶制帝国的覆灭、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都不是单靠一个英雄人物就能达成。作

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无产阶级

革命更不可能依靠少数人就能顺利完成，更需要依靠广大

人民群众来实现。

3.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外延

3.1 肯定先进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突出作用

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

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它是革命最彻底

的阶级，其历史使命始终旨在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全人类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虽然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

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先进知识分子

的突出作用和杰出贡献。革命年代，先进知识分子作为“首

先觉悟的成分”，在肩负着传播革命理论，点燃革命火种重

要使命的同时，还积极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革命的发展与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他们依然承担着重大的历史

责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航人，是科教兴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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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先进知识分子或领袖的出现是源于群众的需要、时代

的需要和自身发展的需要。首先，源于群众的需要。不可否

认，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充分发

挥又受限于自身知识水平、思想觉悟程度等条件的制约。其

次，源于时代发展的需要。领袖人物是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和

定盘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掌舵者和领航者。领袖

人物的产生是时代孕育的产物。最后，源于领袖自身发展的

需要。先进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各阶层中最敏感、最具有洞察

力的一部分人，他们需要在实践中创造价值，在奉献中体现

价值，在从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

3.2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

唯物史观认为劳动是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人

的能动性包括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人民群

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集规律性与目的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的

统一。一方面，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必定受到客观规律

的制约。人们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要受到现存社会历史条件

的约束，主要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政策法规的

制约、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个人不同素质的制约等。只有

充分认识、利用和把握这些规律，才能在实践活动中以历史

主动精神创造历史。另一方面，社会规律作为对人类社会发

展历史过程的概括和抽象，它不是既成的、预设的，而是形

成和存在于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中。与自然规律的自

发性特征不一样的是，社会规律属于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

的规律”。因而整个人类历史就表现为“许多按不同方向活

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

3.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时代内涵

推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时代化是一个

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群众史观因其符合

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品格，蕴涵着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

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

提出并贯彻“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群众史观的

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充分肯定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

众的主体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站稳人民立场、把

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指导人民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我们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出发点，以“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新内涵为科学向导，充分肯定广大人

民群众在贡献和作用，把群众史观具体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

实践智慧，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深厚的创造伟力，为

社会发展汇聚起 14 亿多人民群众同心筑圆实现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是在对先哲思想进行扬弃的基

础上逐步形成并确立的，它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

和作用 ,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用唯物史观

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得出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

造的必然结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的继承与发展，彰

显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

社 ,2009:195.

[2] 杨谦 , 张婷婷 . 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

的再理解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01):27.

[3] 李建群 , 张伟 . 论马克思人民观的总体思路与根本视

界 [J]. 理论学刊 ,2010(02):5.

[4] 牛方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再阐释 [J].

理论学刊 ,2008(167):101.

[5]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 ( 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

社 ,1991:1031.

[6] 杨谦 , 张婷婷 . 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

的再理解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01):29.

基金项目：延安大学 2024 年教改项目“非学历继续教

育培训模式与方法创新”（YDJYJG2024-09）；2024 年度

陕西高校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红医精神融入医学生课程思政

的实践路径研究”(2024XKT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