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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杜林论》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主要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已经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与接受，尽管

围绕着它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少数持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思想对立观点的人，一直以自然辩证法为“关键证

据”，认为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僭越”。但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立“新唯物主义”之初，即

已看到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给自然界带来的巨大变革，主张必须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与最新成果，从而“把

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就是他们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

共同初衷。尔后，恩格斯完成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系统建构。他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

充分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丰富资料，描绘了整个自然界发展的辩证图景，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鉴于当前学界关于《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的研究颇丰，系统阐释《反杜林论》中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成果较少，

本文专门以此为主题展开论述。

　　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的必然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各种思维形式中，辩证法无疑是最高的一种，它是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

精神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则为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了揭示这两种思维方式

的实质从而辨明它们之间的优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了简要的思想史回溯。

　　当人们运用思维能力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活动进行考察时，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切事物相互联系和相

互作用的交织场景，其中的任何东西都在运动和变化、产生和消失。恩格斯认为，这种原始的和朴素的但实质上

正确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原始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固然揭

示出万事万物所构成的整体联系的现象及其一般性质，却没有对具体事物加以详细说明。把具体事物从自然的或

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分别研究它们的特性、原因和结果等，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任务。

　　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肇始于15世纪中叶，其巨大进步意义在于，将自然界的有机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对各

种自然对象和自然过程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但与此同时，这种做法也带来了过犹不及的后果：从孤立的、静止

的、不变的观点，去考察各个自然物和自然过程。随着这种考察方式被移植到哲学而转变为经验论方法，就形成

了影响欧洲思想界数世纪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为非此即彼，换句话

说，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更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表面看来，这种思维方式非常符合常

识因而极具可信性，并且可以适用于相当广泛的、大小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它一旦超过适用范围就会变得片

面、狭隘、抽象，乃至陷入不能解决的矛盾中。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见到区别、存在、静止、局部，而不见联

系、变化、运动、整体。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充分佐证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

结底是辩证地发生的。为了精确地描述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获得相关的正确认识，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是必然的趋势，其主要产物即为德国古典哲学。在恩格斯看来，康德所提出的星云假说中对斥力与引力

之间相互作用的描述，实属辩证法的典型表现；黑格尔哲学的最大遗产则在于辩证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将整个自

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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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却由于颠倒了观念与现实的关系而陷入自相矛盾，最终成为哲学体系建构的一次巨大的、最后的流

产。

　　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上述根本缺陷的深刻认识，产生了现代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现代唯

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和自然观上无不显现出辩证的本质。一方面，它彻底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扬弃了用

“天真的革命精神”否定全部人类历史的做法，在把历史归结为人类发展过程的前提下，以探索历史运动规律为

任务。另一方面，与18世纪法国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将自然界理解为永恒不变的循环运动的整体相反，现代

唯物主义主张自然界也具有历史性，其一切皆为有生有灭的过程。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意味着以往凌驾于其他

科学之上的那种哲学的终结，因为它要求每门科学都弄清楚自己在事物及其相关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这样，

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能够独存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的一切皆可纳入关于

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的范围。

　　批判复苏旧自然哲学的幻想

　　与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相伴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对传统自然哲学的扬弃。这里的传统自然哲学，

是指用逻辑思维来解释自然界诸象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

制，以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无法占有充足的科学材料，转而通过抽象原则来推导出关于自然界的

知识体系。在17世纪和18世纪，自然哲学因推测出一些自然规律而大为流行，但是也提出了许多荒谬的见解。

随着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人类进化理论等重大发现，使得从

整体上考察自然界各领域间的联系成为可能。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运用辩证法即自然界自身的联

系，来考察自然研究的结果，从而宣告了以观念来代替现实的自然哲学的终结。

　　在现代自然科学取代传统自然哲学的必然趋势下，杜林在《哲学教程》中所构建的自然哲学，看似强烈批判

了以谢林为代表的传统自然哲学，实则仍旧幻想着复苏这样的自然哲学：“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

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种自相矛盾的逆历史潮流的

幻想，势必受到恩格斯的严厉有力反驳。

　　根据杜林本人的解释，自然哲学应以把握研究现状、厘清核心概念和重释基本原则为起点，揭示宇宙的基本

规律和有机物的发展规律。其主要观点有：克服传统自然哲学的无知与混乱的状态，弥补纯实证主义在哲学知识

方面的缺陷，将自然界解释为“整个现实的完整内容，即一切可能性的承担者”；区分纯数学（包括数量、时

间、空间等）和机械（包括物质和机械力）这两种认识自然的基本概念，明确定数律和它所产生的自然观；世界

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界限；纯数学概念唯有在表达物质的机械关系时方具有真正意义，换言之，物质和

机械力是时间和空间的实际承担者；物质的量具有不变性，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是宇宙从不变到运动的中介；从

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即简单的机械运动和有生命的思维活动的联系，是量的积累而非质的飞跃。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依据物质运动形式的发展顺序，即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

围绕时间和空间的真正意义、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从无机界向有机界的转化、生命的本质和起源等问题，展开了

与杜林之间的思想论战。他具体分析说，现实世界中的时间永恒性和空间无限性，与数学中为了便于计算而设定

的有开端的无限数列，绝非同一回事。杜林所谓的定数律，不过是对康德的首个二律背反定律的照搬照抄。无限

的内在矛盾即它是由许多有限组成的，使得无限性成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止境过程。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存

在的基本形式，同物质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且并无先后之别的。解答物质世界产生之谜的关键，在于对物质与运动

的关系的把握。杜林把不变和运动分别解释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对立，究其实为黑格尔的“自在”“自为”

概念的“变种”。唯有探究生命从最低级向最高级发展的全部形式，揭示在这个过程中所实现的质的飞跃，方可

谓对自然界的真正理解。

　　自然辩证法的科学阐释

　　单纯反驳杜林的自然哲学并非恩格斯的理论诉求，正面阐释自然辩证法的主要观点与基本规律，使人们得以

较为系统地把握它，更好地用于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方为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的最终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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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运动作为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涵盖从简单的机械运动到人脑的思维活动的全部

变化过程。恩格斯指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等各种形式之间，是相互区别的又相互转化

的。任何的静止和平衡，只有相对于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才具有意义。当然，一切物质运动形式均可不同程度地

转化为简单的机械运动，绝不意味着机械运动是物质运动的全部。抹杀运动形式的特殊性，等于否定不同物质形

态即具体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别，从而无法认识物质世界。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物质运动在时间上

和空间上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所谓有限性，是指具体物质的运动，它们在时间上有生灭，在空间上有方

位。具体物质的消亡并不代表着它们的凭空消失，而只是其运动形式的变化。正是各种相互联系的具体物质的不

断产生和消亡，也就是运动形式的变化多样，构成了整个物质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限性。

　　既然连最简单的机械位移中已存在矛盾，而全部的运动形式本身都包含着简单机械位移，那么，矛盾客观地

存在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恩格斯认为，矛盾规律作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探究一切

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方法之一。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质量互变则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或状

态。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这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贯通。量变引起质变，事物在新质

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质量互变规律，反映着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从水

的聚集状态变化到碳化物的同系列，皆可证明质量互变规律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在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双方的转化引起了否定之否定。在恩格斯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包含着肯

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其中，肯定是事物原初的存在状态，否定则是对肯定的限制或规定而非消灭。否定之否

定同时取决于过程的普遍性质和特殊性质，它不仅包括对事物原初存在状态的否定，还有对这个否定的扬弃。否

定之否定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是自然界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

规律。它本身不是神秘的公式，而是通过考察整个自然界及其各种事物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 本 文 系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青 年 科 研 启 动 项 目 “ 比 较 视 野 下 的 《 反 杜 林 论 》 思 想 研 究 ”

（2020YQNQD0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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