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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要

求，“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①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引导学生“对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所了解”，“学

会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

题”。②修订中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

“进一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多角度地展现历
史演进的基本过程以及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文

明成果，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趋

势”。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

容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如何在教学中运用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一规

律？对于这些问题，笔者通过学术阅读，对学术

界在这一对概念上的认识进行简要梳理，并提

出在教学中的注意事项，与广大同行共享。

1.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涵
关于“历史必然性”，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

教授指出，必然性指任何社会历史现象的产生、

演化和消亡都具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存在着

因果关联。因此，任何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必然

的。③中国政法大学侯国云教授指出，必然性指

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于事物内在矛盾的主要方面

并由该主要方面决定其发展方向的一种稳定的

发展趋势。④

关于“历史偶然性”，《史学概论》一书指出，

偶然性指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中可能出现或可

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情

况。⑤侯国云指出，偶然性指在一定条件下产生

于事物内在矛盾的次要方面决定其发展方向的
一种不稳定的发展趋势。⑥庞卓恒指出，社会历

史现象中的所谓偶然性，实际上不过是人们改

造世界的实践能力还不能控制的那一部分必然

性；只是因为人们还驾驭不了它，还不能事先预
见或防患于未然，就被称之为偶然性。⑦

对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性质，《史学概论》

指出，必然性和偶然性不是两类事物分别具有

的不同属性，而是同一事物具有的双重属性。即

每个具体事物在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的同时，
必然还具有它所属的同类事物的共性。⑧侯国云

指出，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性质上都属于事物的

一种发展趋势，它们是产生于同一个事物，必然

性是大到接近于 1的最大可能性，偶然性是小

到接近于 0的最小可能性。⑨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 2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4页。
③⑤⑧ 《史学概论》编写组：《史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 58~60页。
④⑥⑨ 侯国云：《必然性与偶然性新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1期。
⑦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 58页。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学术梳理

教 学 随 笔 53



2.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

学术界大都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是

辩证统一、密不可分的。《史学概论》指出，每一

种必然性，起初都是作为若干偶然因素中的一
种而出现，只是由于人们不断重复的、循环往复

的活动，才发展为必然的东西。而在这种从偶然

到必然、从可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中，人的选择

和决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①中国社会科学院

孙麾研究员、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指出，既要肯
定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受内在的客观规律支配

的，又要肯定偶然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的作用。不承认偶然性，历史理论就会蜕变

为宿命论；同样，不承认必然性，历史理论则会
蜕变为偶因论。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洁研究员、

北京大学刘曙光教授等学者不仅提出类似观

点，并且还指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要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龚培河教授更重视具体
历史事件中偶然性的作用，他指出，历史发展的

偶然性是通过有能动性的人的实践活动表达出

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在执行必然性的逻辑规定

时有很大的主动性与选择性。可以说，不是必然

性规定偶然性的展开，而是偶然性承载着必然
性的贯彻。因此偶然性的意义不仅在于现实地

表达了必然性，而且还表现在“规定了”必然性

贯彻下去的现实方式。④庞卓恒指出，由于任何

一个历史进程在推进过程中各种主客观条件的

消长总是瞬息万变，而且难以预料，特别是某些
关键性人物和事态的出现，往往对结局产生重

大影响，所以必然性在每一个具体历史进程中

总是以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能说其中只

有某一种结局才是必然的，其他结局都是偶然

的。必然和偶然不是多数和少数的关系，而是规

律与其具体展现之间的关系。⑤

3.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分类

对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分类，中国人民大

学高放教授指出，内在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
现形式，外来的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补充。偶然

性既有积极偶然性与消极偶然性之分，还有优

良偶然性与恶劣偶然性之别，更有主动偶然性

和被动偶然性之分，自发偶然性与自觉偶然性

之别。人们应该善于以自觉偶然性、主动偶然性
来争取积极偶然性和优良偶然性，使客观必然

性能够最有利于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力

求避免被动偶然性、自发偶然性给自己带来消

极偶然性和恶劣偶然性造成的后果。⑥以辛亥革
命为例，它的发生是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矛盾激

化的产物，是清朝统治日趋腐朽的必然结果。正

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现政府与革命

党》一文中所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

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
也。”⑦革命党人不仅善于利用四川保路运动等

各种积极有利的外在偶然性，也善于把起义计

划泄露等被动的偶然性转变为提前举行起义的

主动的、内在的偶然性。总之，必然性的实现一

定要以内在的偶然性表现出来或者以外在的偶
然性作为补充。

4. 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相结合的几种

类型

原光明日报社李桂海编审指出，从历史发

展的动态过程看，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模式
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螺旋推进型、筛选进化型

和几率优选型。螺旋推进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

性的发展方向比较明显和有力，历史偶然性使

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左右摇摆，上下波动，但

在总体上不能使它离开前进的方向。例如，从秦

① 《史学概论》编写组：《史学概论》，第 59~60页。
② 孙麾、吴晓明：《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 33~36页。
③ 刘曙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复杂性》，《湖湘论坛》2009年第 3期；任洁：《马克思历史规律的辩证解读》，《马克思

主义哲学论丛》2015年第 2期。
④ 龚培河：《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 185~186页。
⑤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第 57页。

⑥ 黄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著名学者高放教授访谈录》，《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 1期。

⑦ 饮冰：《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 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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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君主专制总体的

必然趋势是不断加强的，当然也存在个别时期

例外的偶然性。筛选进化型的历史必然性在社

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历史出现多种发
展道路可供选择，其中每一条道路都反映了历

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

不总是最优化的发展道路，它也可能是一种劣

势选择，选择的是发展缓慢而又艰难的道路。例

如，在西方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改革和革命是两
种不同的选择。相对于革命，改革比较温和，但

是对于旧势力往往会妥协让步，如俄国农奴制

改革。革命对于旧势力的清除比较彻底，但是往

往会带来社会的震荡，如法国大革命。几率优选
型中所反映的历史必然性是丛状的，数量比较

多，又没有在内力上占优势的，所以其选择主要

决定于历史的偶然性。在这种类型中，偶然性与

必然性的结合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其发展的

方向是不明朗的，常常会因为某个突发的事件，
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必然性未必都反映

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有当它与历史偶然

性结合，取得了某种既有明确的发展趋向，又有

相应的内外发展力时，它才能具有某些规律性

的内涵。①例如，战国时期，秦国从弱变强，最终
统一全国，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代表了历史的必

然性，当时的其他列国，都有统一的可能性，也

都代表了历史的必然性。可是最后哪个国家能

够统一，其几率性却非常大，因为它是由许多复

杂多变的历史偶然性造成的。
5.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限定条件

对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限定条件，复旦大

学邓欢博士指出，“必然支配偶然”“偶然反映必

然”，指的是同一规律中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当

外部条件不同时，事物本身的规律也将不同，其
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

化。在人类社会中，条件不同可能导致社会形态

不同，条件的突变也可能导致文明的中断和衰

亡。因此，我们不能用一种万能的必然性去解释

任何一种偶然性，而事实上也不存在抽离条件

的万能的必然规律。即使在近似条件下也要注

意从高级规律和低级规律这两个层次来区分必
然与概然。②刘曙光指出，事物具有必然性和偶

然性的二重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是对某一现

象进行共时性比较得出的结论。对社会历史领

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要具体加以分析，不能采

取简单化、公式化的方式进行认定。③

从不同的时段来看必然性与偶然性，邓欢

指出，越是在长时段的历史运动和历史发展总

趋势中，必然的作用就体现得越显著。而对于一

个较短的历史时段来说，则存在着向不同方向
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外部条件确

定之后，只有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而历

史的无数具体事件和过程都可能由偶然性决

定。④

1.要在统一性中看待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
“历史的两重性就在于它是必然（客观规

律）与自由（主观创造）二者的合力。也可以说，

历史所扫描出来的那条曲线，是由必然与自由

两项因子相互作用所共同决定的。”⑤因此，在利

用必然性和偶然性来解释历史时，既要看到必
然性，也要注意到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正确地解释历

史。例如，关于哥伦布 1492年发现美洲这一历

史事件，它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也是一个必然中
的偶然。在这一历史事件上起作用的是欧洲社

会史和经济史上存在的各种趋势：西方资本主

义原始积累的需要，人文主义思潮浸润下的航

海家的冒险与进取，科学的进步，指南针的应

用，通往东方更近通道的寻求等，所有这些因素
都使得具有冒险进取心的航海家必然能够开辟

① 李桂海：《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类型分析》，《东岳论坛》1990年第 3期。

②④ 邓欢：《“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新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4期。

③ 刘曙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复杂性》，《湖湘论坛》2009年第 3期。

⑤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反思：读朱本源〈历史理论与方法发凡〉》，《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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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路，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它是欧洲生产力发

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具体由谁来开辟新航路，这

是历史的偶然性，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航海

行为恰恰说明了这种偶然性的大量存在。在这
些偶然性的背后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

偶然是必然中的偶然，必然是偶然中的必然。

2.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适用条件

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

短，偶然性的作用越容易显现出来；相反，考察
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①因此，在利用必然性和偶

然性来解释历史时，要注意到其不同时段上的

适用性。例如，从三国时期到隋朝统一的三百多
年间，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江南经济的

开发与发展，经济联系的扩大，民族交融的不断

加强，人民长期饱受战乱之苦，渴望统一等，这

说明当时的趋势是要求统一。不过，何时实现统

一？由哪一个政权，哪一个人来完成？并不是必
然的，而是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但不管谁来完

成，统一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上或早或晚。因此，

对于宏大的历史力量，似乎时段越长，就越是能

清楚地看到它们宏大的历史脉络。但是对于生

命有限的个体来说，假设我们身在其中，我们更
关心的可能是覆盖我们自身一代时间尺度上的

那个历史表现出来的浪潮，这样的浪潮很可能

就是诸如隋文帝等历史人物的某些“偶然性”事

件所可能掀起而导致人们感觉上天差地别的历

史效果。②

3．要重视历史中“人”的主体选择作用

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具有必然性，但并不

意味着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必然出现某些历史事

件。仅从历史事件本身来看，一切都是人的实践

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

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

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

已”。③在很多情况下，历史中的当事人直接决定

历史事件的演变。例如，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

力排众议，率领部队向陕北进军，取得长征伟大

胜利，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又如，赤壁之战前，

孙权面临与曹操议和或者是应战两种选择，如
果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及军事形势来看，选择

议和无疑更符合客观形势，但是孙权得到部下

主战派的支持后，选择应战，挫败了曹操试图统

一江南的战略，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正是因

为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有主体性、选择性，有时
“未必总是建立在‘识时务’基础上，才使得历史

事件的演化有很多不确定性”。④因此，在承认历

史必然性的基础上，我们要重视历史中“人”的

主体作用。不仅要关注上层的大人物，也要注意
到底层的小人物。

案例一：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必然性与偶
然性

在教学中，对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这一重

大问题，许多教师都注意强调其必然性，而忽略

其偶然性。为了使学生认识到，引兵井冈山是必

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可做如下设计：
教师讲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

了以夺取大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但

是大都失败了。

教师设问：这些失败给共产党人什么启示？
（参考答案：通过占领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的道

路行不通。）

材料呈现：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

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

城市……
———郭文佳：《试论井冈山革命道路开创的

历史必然性》

教师设问：为什么城市道路行不通？（参考

答案：城市敌人力量强大。）

① 刘曙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复杂性》，《湖湘论坛》2009年第 3期。
② 刘华初：《历史规律探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 74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82页。

④ 龚培河：《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研究》，第 183页。

三、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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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述：城市敌人力量强大，因此，中国

革命道路由城市转向农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究竟要到哪里去，却有很大的偶然性。秋收起

义进攻大城市受阻，1927年 9月 19日，毛泽东
在湖南浏阳文家市召开会议，提出到山区和农

村去。据与会的张宗逊事后回忆：

材料呈现：有人说毛主席在文家市那个时

候就看准了要到井冈山搞根据地。根据我的回

忆不是这样。在文家市集合部队后，没有提出到
井冈山搞根据地，部队的实际行动也没有向井

冈山进军，当时还是想往主力（即南昌起义部

队）靠。

———余伯流、陈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教师设问：毛泽东决定到井冈山去吗？（参

考答案：没有。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

教师讲述：那么，为何最终选择到井冈山

呢？这一过程充满了历史偶然性。按照当时党中
央的要求，起义的部队要到湘南实行武装割据。

材料呈现：秋收起义部队……后卫遭到敌

人袭击，造成 500多名官兵伤亡，总指挥卢德铭

为掩护后卫部队撤退牺牲。由于一挫再挫致使

士气低迷，有些士兵离队，有些伤病员掉队或死
亡，部队到达莲花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军需辎重

丢落殆尽，已难以支撑到湘南。

———周少玲：《试析莲花决策转兵井冈山的

必然性与偶然性》

教师设问：起义部队面临什么问题？（参考
答案：伤亡惨重。）

教师讲述：在部队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毛泽

东收到了一封密信：

材料呈现：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

支枪。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

教师讲述：这封密信使毛泽东决定：向宁冈

进发。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并开创了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
教师引导学生小结：如果当年没有收到这

封密信，起义部队当然也要上山，这是当时历史

发展的必然性所致。但按照原定计划，很有可能

不是到井冈山，来到井冈山则是历史发展偶然

性的体现。

案例二：秦朝灭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在教学中，对于秦朝灭亡这一重大历史问

题，受教科书及教师自身史学素养的影响，部

分教师往往从秦的暴政这一角度进行解释，这
样的解释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传统的解

释缺乏对秦灭亡的深层次认识。为引导学生从

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角度来解释秦朝灭亡，

使学生既深度理解秦亡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也

认识到秦帝国崩溃中的偶然性事件，可做如下
设计：

教师讲述：秦二世而亡，绝非单纯为秦的暴

政所致。就必然性而言，长期分裂的传统惯性力
量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深层原因。

材料呈现：它（秦朝）止住了乱世分裂的历

史车轮，而使之转向天下一统。而在这次紧急转

弯的同时，它往往只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垫在
历史的巨轮下，以先驱者的角色不幸成为先烈，

成为一个过渡王朝。

———李勇强：《中国大一统：

秦皇汉武的奋斗》

正是分裂的强大惯性突然受阻遏时所产生

的巨大震荡,涌出了对新生统一政权的颠覆性力

量。
———赵河清：《秦隋“短暂”原因论》

教师设问：
（1）为什么说秦朝是一个过渡王朝？（参考

答案：实现统一后，二世而亡。）

（2）颠覆性力量主要有哪些？（参考答案：原

来六国的复辟力量。）

教师讲述：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
是陈胜、吴广，还是后来的项羽和刘邦，他们都

是原来六国中的楚国人，印证了“楚虽三户，亡

秦必楚”这一预言。正是由于这种复国势力的普

遍存在，并汇聚成一股合力，借助于陈胜、吴广

开启的农民大起义这个时机和形势，灭亡了秦
王朝。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多年的分化要在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加以整合是难以完成的任

务。这正是秦灭亡的必然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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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讲述：由于秦始皇的强大威慑，六国复

辟势力暂时潜伏不动。但是秦始皇的突然死亡

成为秦帝国崩塌进程中的一个偶然性事件。在

赵高的策划下，胡亥通过沙丘政变以非法手段
上台。

材料呈现：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

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

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

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
中，与高决诸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教师设问：

（1）赵高向胡亥提出了怎样的建议？（参考
答案：不要与其他官员在朝廷上议决国事。）

（2）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参考答案：

胡亥被赵高控制，导致政治更加黑暗腐败。）

教师讲述：赵高以此来控制胡亥，在朝廷中

作威作福，甚至指鹿为马。而胡亥出于保住自
己帝位的目的，他对同胞兄弟和功臣进行了以

屠杀为手段的防御性打击，以至于无法对起义

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最

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教师引导学生小结：秦帝国的灭亡原因可

以说是必然性中有一定的偶然性，偶然性中又

有必然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综上，我们认为从必然性与偶然性出发，有
助于引导学生更加合理、全面地进行历史解释，

深度认识和理解历史问题。对于必然性与偶然

性这一研究历史、解释历史的重要方法，在教学

中要正确理解和灵活运用，不仅要做到与唯物

史观其他方面内容的联系与结合，还要注意借
鉴其他史学理论成果，诸如革命史、文明史、全

球史、社会史、生态史、现（近）代化等。只有这

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唯物史观在培育学生核心

素养方面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何成刚，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发展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
史课程与教学。
张克州，中学一级教师，江苏省昆山

市第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
史教学与研究。
沙夕岗，江苏省昆山市石浦中学历

史教师，主要从事历史课程与教学研究
工作。

【责任编辑：杨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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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白·

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

唐代，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至宋代，兵部大权旁落，军权转归枢密院，枢密

院成为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宋太祖鉴于五代枢密使权力过大，压倒相权，严重威胁皇

权之教训，对枢密院进行分割，将其直接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

亲军步军司），三衙崛起，升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有发兵之权，而不

统兵；三衙有握兵之权，而不能发兵。两者互相牵制。枢密院、三衙侵夺了兵部大部之权，但

兵部仍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留存，权力减弱了，并非没有一点军权，它还掌握厢军、民兵、部

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从而形成了宋代军权一分为三的局面。这是由于宋太祖、太宗汲

取唐、五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的教训，对军制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枢密院———

三衙———兵部新体制；亦是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控制军队方面的具

体实施。从而导致唐代兵部统兵体制，历五代，演变为宋代的军权三分制。

（摘编自《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 4期，作者：龚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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