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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是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所著《社会进

化史》是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史的

著作。已有研究主要探析其文本及其思想，尤其是

传播唯物史观的贡献①。其实，《社会进化史》也是中

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及历史规律

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作出了

可贵探索和重要贡献。

一、《社会进化史》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

发展动力理论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的着眼点，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运用唯物史观

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历史及其根本原因，阐释人类社

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一是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

要动因。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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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因

此，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物质

前提。蔡和森分析说，人类进步的大时代，是直接和

食品来源的扩充相适应的。家族的团结便直接适应

这种需要。有史以前的时代全部是低弱程度的共同

劳动与共产生活，其演进定律为“生产程度愈益低

弱，则社会秩序愈益凝固于血族关系之下。”③而且，

“母系制度的覆灭和父系制度的勃兴，是生产方法进

化所携来的一大社会革命，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

次的大革命”。所以，氏族社会的成立和繁盛，是与

原始时代初步的生产和扩张到广大地盘上的生产有

密切关系的④。进而言之，人类从野蛮时代和半开化

时代以至文明时代的发端，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

新特征，这些新特征直接源于生产方法的变迁。根

据摩尔根的研究，野蛮时代是人们攫取自然生产的

时代；半开化时代是人们对于自然生产加以劳动而

获得创造方法的时代；文明时代是借着工业与技术，

把自然生产制造为人为生产的时代⑤。从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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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来看，生产方法的变化是划分人类社会历史时代

的依据。

此外，婚姻制度的变化也根源于生产方法的发

展。蔡和森指出，“两性的关系，是随着生产方法之

变更而变更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产方法，即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婚姻制度。”具体地说，群体

婚姻为野蛮时代的特征，对偶婚姻为半开化时代的

特征，一夫一妻制为文明时代的特征⑥。总之，人类

进化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一切生产手段的生产，包

括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⑦，也就是生

产方式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

方面，共同构成社会生产方式。恩格斯在《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

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进化史》始终贯穿这一

思想，从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三个方面来阐述人类

历史发展：“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如宗教、伦理、道德、

法律等都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决定的，人类发展的

各历程都有其自己的生产条件；因而每个时代亦各

有其特殊的道德律。”⑧说明物质生产是人类和社会

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动力。

二是两种生产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力。恩

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也

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心思想，即“直

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中决定性因素”⑨。

《社会进化史》以两种生产理论作为全书的核心思

想，在第一篇“家族之起源与进化”开篇就指出：“人

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

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

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

传种。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

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

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别面为

家族发达的程序。”⑩这表明，蔡和森对恩格斯的两种

生产理论有着正确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并且运用

于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

《社会进化史》指出：“原始人类自从前二足演进

为两手和脑力逐渐发达而能制造工具之后，才与动

物时代完全分离，并且优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而建立

人类的社会”。因此，家庭的进化、私有制的出现、

国家的产生，都源于社会生产即生活手段的生产和

人类自身的生产。其中，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基础，生活手段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和

社会进化的基础，人的存在和种的延续是社会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从事物质生产的主要是人民群众，

所以劳动创造人类社会，人民群众创造人类历史，也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是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

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是与社会生产发展的一

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蔡和森分析说，到原始社会末

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能

够生产出超过维持自身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使一

部分人可能脱离生产劳动而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

动。所以，“惟有生产能决定新阶级的形成；参与生

产的人不过分成为管理者与劳动者”。随着社会分

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一些富裕氏族成员尤其是氏

族和部落首领，先把战俘变成奴隶，后把无力偿还债

务的氏族成员变成奴隶，这样就出现了社会阶级的

分裂，即主人与奴隶、掠夺者与被掠夺者。随着私

有制形式的变化，人类社会依次产生封建地主阶级

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近世无产阶级。因此，“通

观私有财产演进之各阶段，莫不到处可以发现这种

真理。每个时代的政权支配者，即为每个时代经济

上的优越阶级，如上古希腊罗马之奴隶所有者，中世

纪之地主，近世之资本家，莫不为政治上最高权力之

阶级。”总之，阶级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剩余产品出

现才产生的。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

的集中表现。恩格斯总结说，“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

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

发展的伟大动力。”蔡和森阐述说：氏族社会的生命

已经过去，“这样的社会只有借着不停的公开的阶级

争斗才能存在；或者统驭于公然建立在阶级争斗和

利害冲突上面的第三种势力之下，而任对抗的阶级

在经济地位上做所谓合法的争斗”。可见，阶级斗

争推动社会发展，根源于社会经济的冲突以及社会

的基本矛盾。蔡和森指出，“上古末叶，土地生产力

衰退，奴隶制与束缚劳动者身体的方法，渐渐不能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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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以隶属制代之而兴”；至中世纪末叶，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法迅速完成，隶属制度不能适用。在人类

发展历史上，“当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成

为人类生产力发展之障碍的时候，也就是它们临终

的时候；这种时候现在又轮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蔡和森指出，“所以有史以后的社会莫不是阶级争斗

的社会”。实际上宣传《共产党宣言》的“至今一切

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

总之，蔡和森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阐释

了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历史进化的根本动力，社会基

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阶级斗争是阶

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等社会发展理论，揭示人类

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因。

二、《社会进化史》具体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进程

《社会进化史》从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和进化来揭示人类史前社会的奥秘，阐述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进程，阐释血缘、财产、阶级和国家在社

会进化中的作用，论析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到文明

时代的历史发展和规律。

一是阐析家庭家族的起源与进化。《社会进化

史》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详细论述了家族的演变过程，即野

蛮时代是以渔猎为生产方法的群婚制家族，半开化

时代是以畜牧和耕种为生产方法的对偶家族，文明

时代是以工业和技术为生产方法的一夫一妻制家

族。由此说明，生产力发展是家族进化的根本

原因。

蔡和森指出，全地球各民族的发展莫不以家庭

和两性的组织为基础，伙伴家庭发展的结果“产出以

后一切民族之社会基础的‘氏族’组织”。根据摩尔

根的研究，人类从原始时代以后经过了血缘家族、伙

伴家族、对偶家族和一夫一妻家族四种形式的演

进。蔡和森总结说，不同的历史时代就有不同的家

庭制度及表现形式，都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相适

应的，“三大时代各自有其特别的生产方法，所以三

大时代亦各自有其特别的婚姻制度”。具体说来，

在野蛮时代，生产方法简陋，所以两性生活停滞在极

原始的简单的群婚状态。在半开化时代，生产工具

有了改进，畜牧业和农耕逐渐发达，人口增加，因此

两性生活演进到一种不固定的对偶婚姻组织。到文

明时代，生活方法的改进和生产工具的制造，使男子

成为一切牲畜、奴隶、军器、工具的主人。到资本主

义时代，大工业生产破坏了数千年来的家庭形式和

经济基础，也冲破了两性间家庭劳动与社会生产劳

动的分工。家庭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

进化，揭示家庭演化的规律，就是要揭示家庭从无到

有并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形态进化的规律。

二是阐述财产与私有制的起源和进化。蔡和森

依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和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详细地

阐释了私有财产制的起源。

《社会进化史》指出，原始的人没有个人财产的

观念。随着畜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人们已能制

造出许多他们从所未有的物品，社会财富因此增

加。当新的财富发达到恰当的时候，便成为享有特

别权利的家族族长的财产，族长有承继氏族财产的

资格，也渐渐世袭族长的地位。说明这是个人财产

的最初形式。

至于土地财产私有化，蔡和森阐释说，农业生产

技术的进步是土地财产私有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生

产技术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进，使农业生产收获物

足够丰富，耕作者自然产生延长其分配土地年限的

想法。于是，一个种族的全部或部分的分配土地，最

后成为各家庭久借不归的财产，变成私有化。另一

方面，生产工具特别是铁农具的发明和使用，使各个

劳动者逐渐摆脱集体而从事单个的生产活动，从而

渐渐产生一种离心力的作用，土地财产私有便顺乎

自然。从集产村落社会产生的封建的财产经过几

百年的演进，最终发展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成为个人

财产的真正形式。《社会进化史》由此阐释私有财产

的起源和进化问题。

三是阐释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历程。蔡和森认

为，由于国家起源说关系到最直接的政治利害，历来

的剥削阶级思想家、理论家对此作了种种混淆视听、

故意制造人们思想混乱的荒谬理论。《社会进化史》

首先阐述国家的起源问题，通过“逐章揭橥客观的历

史事实，使学者既明其本源，复知其究竟”。蔡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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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古代社会》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

观点和材料，阐述国家的产生过程以及国家的本质，

分析国家必然消亡的发展趋势。

根据摩尔根的古史研究，人类社会逐渐由氏族

组织进化到国家。蔡和森概括为“书契以前完全是

氏族的历史，书契以后完全是国家的历史”。就国

家与氏族的关系，蔡和森转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的观点说：“当社会分裂为几个不可调和的

阶级抵抗与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社会自身

不能克制或医治这些冲突与抵抗；然而这些冲突与

抵抗决不能自作自息；社会无穷的罹受这些无益的

争斗，便自然而然要求一种显然统治社会的势力来

平息各种冲突而纲维一切于‘秩序’的界限之内。这

种势力是由社会产生的，但是建立在社会上面，并且

渐渐与社会隔离。”这种势力就是国家，说明国家是

私有财产的派生物，是社会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

结果。

关于国家的本质，《社会进化史》指出，“故自私

有财产制设定之后，国家权力必然增加。国家权力

增加，则其实质亦必变化，而成为有产阶级进攻退守

之凶具”。从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国家，有不同的

组织形式，但本质是相同的。蔡和森阐释说：上古的

国家是奴隶所有者用以控制其奴隶的工具；封建的

国家是贵族阶级用以隶属农人的工具，近世代议制

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用以掠夺工钱劳动者的工具。所

以私有制社会的国家都是政治上的支配阶级掠夺被

压迫阶级的工具。所以，国家从根本上都是保护有

产阶级以对付无产阶级的机关。

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蔡和森阐释国家终

将消亡的发展轨迹。《社会进化史》指出：“在他所从

出的远古的氏族社会里面并没有国家和政权的意

义。经济发达的程度到了自然惹起社会阶级分裂的

时候，才有这种分裂形成国家的必要。现在生产发

达的程度已使我们大踏步的接近了这样的时代：即

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上的大障

碍。阶级必致于消灭也和其必致于发生一样。随着

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致于消灭”。这是马克思主

义关于生产力不发达而产生国家，生产力极发达而

使国家消亡的演变规律。《社会进化史》运用唯物史

观系统阐释了国家的起源、进化和消亡的历史进程。

总之，《社会进化史》依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吸收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共产党宣

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的思想观点，详细阐述

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社会进化史》科学阐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

律和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

律，论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是受

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介绍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理论，阐释人类社会发展

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

一是以唯物史观阐释原始社会发展规律。蔡和

森首先介绍摩尔根发现的原始社会演进规律，即人

类演进程序为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和文明时代。

《社会进化史》在“绪论”的开篇就指出，有史以前人

类演进之程序，直到摩尔根《古代社会》出世才有确

定的解答。摩尔根深入考察美洲土人印第安民族凡

数十年，从“群”“家族”和“国家”的形成来追溯社会

的进化，成为“发明原始人类演进程序的第一人”，而

且他在美洲从新发明并且系统应用了马克思发明的

唯物史观这一真理。同时，蔡和森还介绍了恩格斯

发现和肯定摩尔根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恩格斯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通过对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的分析，指出唯物史观

也适用于阐释原始社会发展规律，证明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真理。《社会进化史》引

用恩格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的评论，高度肯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将摩

尔根和马克思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

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

实的科学基础。”可见，蔡和森揭示原始社会的发展

规律，是以唯物史观为科学依据的。如其所言，马克

思以阶级争斗的原则阐明人类社会的现象，是“不可

摇动的科学真理”。《社会进化史》则进一步论证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

科学理论。

《社会进化史》依据摩尔根的古史研究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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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时代的变化

是由生产方法变迁引起的，“每一时代或每一等级的

进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在时间上有

演进迟早之距离，决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

生根本异趣之特殊途径。”生产上的歧异，在一定时

期内影响该民族的生活及其演进的程度，然决不能

根本破坏人类进化的“普遍步趋”。可见，人类社会

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就是由野蛮时代到开化时代

到文明时代不断演进。

二是阐析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马克思

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大体

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

代。”后来归纳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蔡和森

在“社会进化史”课程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这一理

论。上海大学学生胡允恭回忆说：蔡和森“讲到五种

生产方式，特别把每一个有关的概念，解释得十分详

细，指出概念的连续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对

于每一生产方式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衔接交替，以

及每一生产方式的特点和特征，也都讲得很清

楚。……最后讲到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的。”阳翰笙也回忆说，蔡和森讲授社会发展史，把

社会历史分期讲得很清楚，依次讲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

主义社会。《社会进化史》总结说，随着生产机关的

变化，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可分为四期，人类社会

经过原始共产时代、奴隶制度时代、封建时代和资本

主义时代，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完整地概

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

三是重点阐述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必

将胜利的规律。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了未来

社会的设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引用摩尔根的话来表述这一观点。《社会进化史》

进一步阐释说：国家消亡的时候，社会从新组织于生

产者自由平等的和有组织的生产基础上，“人类将复

为生产之主人而还复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的广大

而丰富的生活。”如果说原始共产社会建立在人类生

产力极低的凹线之下，那么将来共产社会则建立在

人类生产力极其发达的水平线之上。由此说明，生

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共产主义社会必

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社会进化史》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

溃之理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造者在他们有名的

著作中早已深明著切的阐明了。”就是《共产党宣

言》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

科学预言。在此基础上，蔡和森详述第一次世界大

战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论证世界资本主义

正在加速崩溃的形势。他指出，在世界大战中和大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激化，革命

阶级发展一天天进步，无产阶级的数目日益增多，资

本越集中于最少数人之手，劳资间平衡被破坏，加之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全世界发生了异常可怕的罢

工运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愈趋严厉，非

达到社会革命不止”。以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事

实，来论证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崩溃的现状。蔡和森

在此前发表的《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中

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酿成俄国无产阶级革

命，一方面破坏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世

界资本主义崩坏的发端。并以资本主义崩坏的科学

例证，得出“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末日快到

了”的结论。

《社会进化史》还以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实论

证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趋势。蔡和森指出，资本主

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前一切时代的生产力总和还

要超越若干倍，但这样“伟大的生产力一从封建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掀天揭地的发展之后，魔术师似的资

本家再也不能驾驭或调节这种莫可思议的势力。由

此，商业恐慌和工业恐慌定期而来，如瘟疫一般，起

于一隅，即要轮流传染全世界。……而资本国家之

间的战争，势非使资本主义根本破灭不止。于是人

类的历史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进行了。”共产主

义的实现是必然的，“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

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才能做到”。

世界革命必然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

蔡和森也作了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大生产不仅为将

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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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

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多年的利用和训练之

下，不仅增加了教育程度和管理生产的普通知识，而

自己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所以她的双肩不

仅担负破坏为资本主义所弄僵的社会，而且担负建

设将来既没有私有财产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

义社会。”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而且已为实现共

产主义准备了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因此世界革命

是必然趋势。从 1921年的革命形势来看，世界大战

后工人阶级的新现象，自发自动地走上革命的战

线。由此可知，社会革命一天天地扩大和成熟：不仅

在各大工业国内有农人阶级、中等阶级及资产阶级

的落伍分子和进步分子为之呼应，而且全世界殖民

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之呼应。因此，“世

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随着世界无

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人类必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

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终极目标。

总之，《社会进化史》系统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

动因、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重点阐述两种生产理

论、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五种社会形态理

论等等，论证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从

而全面阐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四、《社会进化史》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

论的影响

《社会进化史》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趋势，传播和阐释马克思

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

一是向青年学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蔡和森 1923年 9月开始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授

“社会进化史”，主要内容为“社会进化史、私有财产

及家族起源”。他在课堂上生动而有趣的叙述，透

彻而富有哲理的分析，吸引了许多学生，其他系的许

多学生也来旁听。学生胡允恭回忆说，蔡和森严肃

认真地阐述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

的作用》，并且多次引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有关章节，把社会进化史讲得生动活泼，深入

浅出，全系同学都表示欢迎，倾注全力听讲。“青年同

学们由此才懂得历史也是一门科学，思想逐步开朗，

认识也不断进步，使上海大学的学生思想面貌焕然

一新。”李一纯回忆蔡和森讲课情形：他对马列主义

博大精深思想的阐发，内容深刻，逻辑严密，加之深

入浅出富有鼓动力量的语言，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很

多青年。“和森同志成了革命青年的良师益友，为处

于彷徨苦闷中的广大青年震聋发聩，耳目一新。”可

见，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用唯物史观分析

人类社会进化历程，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使青

年学生提高政治感悟，破除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错误

观念，坚定革命的信心，引发了思想的变化，走上了

革命道路。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

学校，蔡和森首先在该校系统地讲授“社会进化史”，

对学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助益学生接受马克思主

义理论。

《社会进化史》讲义和教材的出版发行，影响了

上海大学甚至校外更多的青年学生。蔡和森以恩格

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吸收当时一

些新的材料，编写“社会进化史”讲义，在讲义基础上

修改并出版《社会进化史》一书，列为上海大学丛书

之一，作为该课程的教材或者课本。为普及国人的

科学知识，《社会进化史》于1924年正月出版。《社会

进化史》的出版广告说：“蔡先生为上海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于社会科学，研究有素。本书为其经心之

作。”《学生杂志》以“现代青年所应购阅的书”加以

推介：“现今社会科学研究的风气渐开，惟苦于缺乏

专书以供参考。本书之作，即为适应这方面的要

求。……各篇论述甚详。取材直至一九二一年，凡

关于上列各项常为青年学生所疑问的，都可得到详

尽的答复。”有评论说：《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

以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撰写的社会发展史著作，

是“社会发展史”在中国宣传和传播的起点。该著

从1924年到1929年共再版5次，成为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畅销书，到 1930年代仍是许多学校的教材或参

考书。例如，1930年，西南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材，主

要是根据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编写的。1932
年，开封私立北仓女中高中班采用蔡和森的《社会进

化史》作为课本，因为这本书是根据恩格斯《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观点讲社会发展史的，曾被上

海大学选为教本。可见，《社会进化史》在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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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影响，正是蔡和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而且，《社会进化史》也是许多进步青年学习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读本。在泸州起义后任团长的许剑

霜回忆，1927年春读了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列宁

的《帝国主义浅释》等书刊，“由此我才认识了帝国主

义的本质，封建阶级的罪恶和马列思想的伟大”，因

此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马文瑞1926年读了

蔡和森著《社会进化史》一书，了解了恩格斯《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唯物史观，因此眼界大

开。他还和同学共同探讨书中内容和要领，激发了

大家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热情。后来叛变革命的

李大刚回忆说，他阅读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等书籍，

“此类书籍为我之思想左倾化之导火线”。骆耕漠

1927年在狱中阅读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书，“使

我的朴素的革命世界观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层面”。

他还特别强调，《社会进化史》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内容的著作，

对北伐时代的中国青年很有影响和帮助。由此可

见，《社会进化史》传播马克思主义对进步青年的深

刻影响。

总之，《社会进化史》直接向青年学生系统传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

论，对青年学生产生重要的思想影响，是蔡和森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探索的贡献。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影响。蔡和森

编著《社会进化史》，系统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

程和规律，同时运用唯物史观探析中国社会历史问

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先河。

蔡和森介绍和传播《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社

会进化史》“首述摩尔根所划分之历史的理论时代，

以为本书全部之纲领”，在学术界首次采用摩尔根的

原始社会史分期法。《民族与民族学》就指出，蔡和森

的《社会进化史》是最早系统地介绍摩尔根分期法的

一本著作。吴文藻1932年评论说：摩尔根的《古代

社会》是19世纪学术界空前的杰作之一，蔡和森《社

会进化史》于1924年出版，“蔡氏纯以旧派人类学者

的眼光，来介绍摩氏的学说。”黄凌霜 1933年也指

出：蔡和森著《社会进化史》“以纯粹旧派人类学者之

立场，对于毛光(今译为摩尔根)之文化进化段阶，曾

作无批评的叙述。”都承认蔡和森介绍摩尔根《古代

社会》在人类学方面的影响。孙本文在《社会进化与

社会变迁的研究》中称，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是以摩

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为蓝本编译而成。杨东

莼甚至指出，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一书就是摩尔根

所著《古代社会》之缩写。可见，学界普遍认可蔡和

森译介《古代社会》及其思想的重要影响。

《社会进化史》系统阐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的基本内容，在学术界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阐释人类社

会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进化规律的著

作。在中国还没有全译本的时候，很多人通过蔡和

森《社会进化史》了解到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思想观

点。杨堃在《民族与民族学》中指出，关于《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译本，最早介绍者是蔡和

森。骆耕漠著文指出，最早系统介绍《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内容的著作，是蔡和森编写的

《社会进化史》。可见，《社会进化史》最早全面介绍

和阐释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在中国具有重

要的学术影响和地位。

而且，《社会进化史》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以

国家学说为例。蔡和森详细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起

源学说，科学分析国家的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而且在

介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内容时，结合

现实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例如，《社会进化史》

在恩格斯关于文明本质的分析基础上，着重阐述国

家的本质，而且将恩格斯的“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

改成“历史上的所有国家”，旨在强调唯物史观是科学

真理，也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历史问题。可见，蔡和

森联系中国革命的需要，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

说。又如，《社会进化史》在介绍恩格斯关于国家必然

消亡的观点后，进一步分析国家如何才能消亡的问

题：“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致于消灭……然这

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才

能做到。”依据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社会进化史》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

性，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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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社会进化史》传播和阐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的主要思想，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中国化的探索。又如，《社会进化史》对马克思主义

民族学传播也有重要贡献。《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指

出：蔡和森既根据恩格斯的民族学名著《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

庭制度的起源”，又出版《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

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蔡和森

可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先驱。《广义民族

学》也指出，《社会进化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

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著作。这就说明《社会进化史》

对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

学说中国化的贡献。

总的说来，《社会进化史》以讲义、教材和专著的

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其中重点介

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本思想，也融汇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的许

多思想，全面整理和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价值。而

且，《社会进化史》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阐

释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

展理论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先例，初步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化。

五、《社会进化史》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研究

的探索

《社会进化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

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并以西

方古代社会的实例来对照、分析中国的历史现象及

历史记载，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研究。

一是婚姻制度。依据人类社会进化规律，每个

时代的家庭形式和相应的婚姻制度，都是与每个时

代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中国也是如此。《社会进化

史》指出：到了初入对偶家族时代，女性的掠夺与买

卖是群体婚姻发展到个体婚姻的普遍表征。掠夺婚

与买卖婚的遗迹存在于一些开化民族的婚制中。“至

于中国抢亲的习惯，现在还是存在。”肯定中国存在

对偶家族和对偶婚姻，把中国“抢亲”习俗视为买卖

婚的例证。

二是私有财产和土地私有制度。蔡和森在介绍

私有财产起源时指出：要从原始时代找出个人财产

的最初起源，只能找到一种不具有物质性的理想形

式，即每个人在成年时由氏族举行祭典授予他的名

字，在中国也有所谓冠礼，“都是保留这种远古的纪

念”。如果再到野蛮人中来找个人财产的物质形式

的最初起源，那末也只有诸如穿在鼻子耳朵或嘴唇

上的装饰品，此种情况在中国也存在，“中国女子现

在还戴耳环”。这些形式的个人财产，在生时不离体

肤，死了就同尸体一起埋葬或焚化，以给死者的灵魂

享用，“中国至今犹有烧纸扎物品给死者的遗习。”

通过这些事例，蔡和森解释私有财产在中国起源的

大致情况，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私有财产起源的规

律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问题。

此外，蔡和森依据《孟子》《周礼》《国语》等古籍

中关于井田制的原始记载来分析古代土地制度。他

说：“相传一块井田为九百亩，中为公田，以其余八百

亩分配于八家，每家得一百亩，即所谓‘一夫百亩’。

‘夫’就是指已婚成家的家长；授田年龄，以三十娶妻

成家者为合格，到了六十岁又要将所授土地复返于

公。”据此蔡和森指出，在村落或部落时代，土地主权

属于村落或部落共有；后来政治统一，才集中于天子

诸侯之手，又由他们再分配于人民，故有“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之言。“王”既是统治权的代表，又是领土

主权的代表。说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变化，指出

井田制是西方社会的村落时代在中国的体现，随着

历史的发展，井田制性质发生变化。关于土地分配

制度，蔡和森指出，“耕地分配之外，又有宅地的分

配，各家皆得宅地五亩；耕地须按期缴还于公，宅地

则许其永业。”关于宅地私有化的问题，蔡和森认

为，土地私有的起源，最初只能找出一种宅地分配。

因为房屋可以为构造的或居住的人所有，所以宅地

也被视为一种动产。“在中国井田制度时代，宅田也

准许个人永远使用，而不复返于公”。以宅地作为

土地私有的起源，证实中国存在土地私有财产的问

题并作了初步分析。

三是古代村落集产社会。在论述财产进化问题

时，《社会进化史》涉及到村落集产制，并且专章分析

村落社会在中国的遗迹。蔡和森指出：村落集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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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仅为从母权到父权、从半开化到文明的过渡，而

且产出各开化民族中的宗法社会，因此在最古老的

宗法社会或封建社会里长期残存，不仅俄罗斯如此，

在中国也还有其遗迹。说明西方的村落社会在中

国历史上也同样存在。蔡和森认为，虽然原始母权

氏族的共产社会在中国久已淹没无痕迹，但村落集

产社会的痕迹还可以寻索，如“张家村”“李家村”等

现在还遍存于各地，三代以上的“井田制”及其后模

仿而发生的“授田”“均田”“班田”“限田”等制度与学

说，都是远古集产制度的遗影。证明这些制度都是

中国村落集产社会的遗风。此外，中国古代还有所

谓“籍田”与“园囿”。传说籍田与天子躬亲农事所

设，“实际则为统治者保留从前村落集产时代共同耕

种的纪念”。历史上记载的籍田“完全是一副村落集

产时代共同耕种的遗影”。古代帝王又设园设囿以

存太古之遗习。据《孟子》记载，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是向人民公开的；齐宣王有四十里之囿，则成为他独

乐的场所。蔡和森认为，帝王诸侯的园囿也同籍田

一样，都是太古遗下来的痕迹。从“籍田”“园囿”的

历史记载来佐证村落集产制在中国存在，到周朝还

有历史痕迹。可见，蔡和森从中国的村落社会遗迹

来寻找古代集产制的存在，证实中国也存在原始共

产社会，以马克思主义村落社会理论论证中国也是

从原始社会发展来的。

四是宗法家族。蔡和森依据摩尔根与恩格斯关

于人类经历血统家族、伙伴家族、对偶家族和一夫一

妻家族的演进规律，提出宗法家族在各个民族发展

中都存在，它是同奴隶制度而倶来的，其主要条件是

有一项共同的土地。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存留一

种介乎共产家族与近世一夫一妻制之间的过渡程

序，南斯拉夫、俄罗斯也有“共同的大家庭”。在中

国，宗法大家庭亦常以“九世同居”或“五代同堂”为

美谈，几代同居的大房屋现在各处还有不少存留。

这种宗法大家庭“简直统御中国有史以来的家族生

活”，因为它完全是建筑在农业的经济基础上，虽世

世代代有敢于变法之商鞅，也不能完全剿灭这类大

家庭。证实宗法大家庭在中国的存在，是建立在农

业经济基础上的家庭形式。

蔡和森以宗法家族的遗风作了进一步说明。例

如，与中国宗法家族相伴随的一夫多妻习俗。在广

东地方有这样的风俗：凡稍为富裕的人即须畜妾三

四，以点缀门面。足以证明多妻为富人之奢侈品。

中国现存的多妻风俗，是传统的一夫多妻制的补充，

反映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又如，中国依

然存在原始共产时期的共食习惯。蔡和森指出：共

食风俗在有史以后的希腊还存在。这种古风遗于中

国，在宗法社会方面有各姓宗祠、支祠以及乡社神庙

举行祭祀时的各种共食习惯；在君主政治方面有各

代皇帝“大脯天下”“赐百姓以牛酒”的习惯。共食

习惯是宗法家族的遗风，也证明中国也存在原始社

会。根据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从原始共产社

会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也适用于中国

社会。

由上可见，《社会进化史》阐述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主要引证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埃及等古代历史

资料，也引据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记载和传说，或者

结合中国典籍史料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是运用唯

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尝试。而且，蔡和森

以唯物史观阐释中国古代历史问题，证明唯物史观

同样适用于原始社会和世界各国，也是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在中国民族化、通俗化的最早探索。

总之，蔡和森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社会进

化史》中系统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根本

动因、发展规律和趋势，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

及其思想的中国化，其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解决中国问题。《社会进化史》在中国译介和传播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主要思想，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

社会发展理论探析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无疑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尝试。因此，《社会进化史》在中国

最早全面介绍和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并运用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有关研究成果有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

蔡和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戴炳中：《蔡和森

对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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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周朝民：《略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1985年第3期；李维武：《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对唯

物史观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 1期；王建

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独特路径——蔡和森〈社会进

化史〉文本构成解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 4期；张

杰：《蔡和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理论贡献》，

《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 3期；张杰：《唯物史观的阐释及

影响——评〈社会进化史〉》，《中国教育学刊》2017年第12期；

等等。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82页。

③《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页。

④《蔡和森文集》，第456、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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