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马马马克思的克思的克思的克思的历历历历史哲史哲史哲史哲学学学学(1920) 

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理想表现于社会上，或谓以全体而为统一的表

现，或谓以部分而为对立的表现。主后说者谓理想之对立的表现者，为政治，为法律，为经

济，所以社会哲学云者，有人释为论社会的统一的法则性的东西，亦有人释为政治哲学、法

律哲学、经济哲学的总称。 

  

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

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具有历史的东西，固不止于政治、法

律、经济等，他如学问、道德、美术、宗教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同有其历史。然普通

一说历史，便令人想是说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再狭隘一点，只有政治的历史被称为

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在历史以内。这样子一解释，历史哲学由范围上说是社会哲

学，而由内容上说便是政治哲学，这未免把历史哲学的内容太弄狭了。 

  

今欲论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必先明历史的概念和社会的概念；今欲明历史和社

会的概念，最好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略述一述。因为马氏述其历史观，却关联历史和社会。原

来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

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 

  

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氏自己用的名称。此名称乃马氏的朋友

恩格尔在一八七七年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第一卷的

“资本论”里，都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

判的序文。在此序文里，马氏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没有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

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

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Ｂａｓｉｓ）与上层（Ｕｂｅ

ｒｂａｕ）。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

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

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

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

体。 

  

相对于马氏的历史观，有一派历史家的历史观。在中国及日本，这派历史家很不在少。

他们大抵把历史分为西洋史、东洋史、国史，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为历史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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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为中心，即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的行动依主权者的行动而表现，故以主权者或关

系主权者的行动为中心以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然则马氏的历史观与此派历史家的历史

观其所执以为中心者虽彼此各异，而其于以社会变迁为对面的问题一点可谓一致。 

  

由马氏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以经济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

那么由此派历史家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似乎以政治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应该是政治学，

同时亦是社会学。然于事实上他们并不这样想。他们并不注意政治学、社会学的学问的性

质，只认以政治为中心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罢了。 

  

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因为受了马克思的经济的历史观影响，亦渐知就历史学

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考。依他们的主张，于历史研究社会的变迁，乃欲明其原因结果的关

系。换句话说，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

历史观实无所异。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

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此派历史家，虽在今日，犹以为

于马氏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能发见因果的法则，此点实与马氏的意见不同。然其以历史

学的目的为与自然科学相等，在于法则的发见，则全与马氏一致。而于此点所受马氏的影响

者亦实不为小。要之，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历史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

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

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自有马氏的唯物史

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摘自“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载于１９２０年“史学思想史讲义” 

页码，2/2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2008-12-18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16/marxist.org-chinese-lee-1920A.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