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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三个视角

发布日期： 2018-03-23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思想比较的视角、文本解读的方法以及历史生成的维度，从思维方式变革、自由观变革、历史观

变革三个视界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智慧、活的灵魂及其走向当代的方法论启示，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阐明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思维方式变革是呈现其本真精神的方法论前提。人是历史性存在，破解人类社会发展之

谜始终是哲学的主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也不是无源之水，作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成果，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

地继承前人思想智慧的理论结晶，这突出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在继承西方文化遗产的同时，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对西方哲

学“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革命性变革。我们知道，哲学是爱智之学，它试图通过对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的把握，来安顿深处

变幻莫测之经验世界中人们的惶惑心灵。但是，在把握世界的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诉求上，思考起点的不同则呈现出了截然不

同的理论图景。西方传统哲学基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过分凸显事物的本质、规律和认识主体的意识在把握世界时所

处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积淀形成了“逻辑在先”思维范式，它不从人类历史展开的时间维度寻找解读历史规律的逻辑起点，

而是从某个先验的概念、理念、精神或意识出发去建构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并以此作为把握世界与历史的手段与工具，进而

使该范式呈现出自因性、创生性、目的论等思维特征，其逻辑原点的变迁则表现为从古希腊哲学作为知识对象的“自在”的

“理念”，演进到黑格尔哲学作为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自在自为”的“绝对理念”。即使到了19世纪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

在试图化解黑格尔体系化哲学自身的矛盾时，依然诉诸“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来实现。马

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意识没有历史”，认为要把握世界的确定性进而呈现世界与历史的真相，绝不应当从先验的、先在的

“应然”这一预设的逻辑前提出发，而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取代“逻辑在先”思维范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

类历史的起点并非在于人类开始产生思想，而是表现为人本身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首要标志——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

活资料。因此，只有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才构成人类历史进程展开的时间—历史起点，也才能作为我们考察人类历史规

律的逻辑起点。从现实物质生产过程运行机制的视角去把握世界和历史的真相，特别是在由物质生产实践所导致的物质生产、

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的生产、生产关系生产、精神生产的互动机制中，来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历史过程的真相以及实现自由的

真谛，才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和思想力量的重要方法论前提。

   第二，在思想比较视域中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探索自由问题的科学路径，是呈现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关键之所在。实现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价值诉求，自由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由实现问题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核心主题之一。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由探求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可以通过马克思恩格

斯对作为传统西方自由观代表的基督教和理性主义自由观的超越体现出来。因为秉承“逻辑在先”思维范式，传统西方哲学在

探求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时，呈现出如下两种代表性路径：启示路径与先验理性路径。基督教从先验预设的神出发，虽然开启了

自由意志维度，也超越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解读自由问题时的知识论传统，但它把现实世界理解为神创的世界，人类凭借自由意

志事件才展开尘世生活，现实中人的不自由是由于信仰的不彻底而违背了与神所立之约的结果，而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则必

须诉诸信仰，每个人交往之前必须以与神所立之约来约束自己，但人毕竟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人的自由的最终实现又只能

期待神的拯救，由此呈现出诉诸从“人—神”关系到“人—人”关系再到“人—神”关系来实现自由的基本思路；康德哲学在

对基督教自由观和幸福论的批评中出场，奠定了先验理性主义的自由观范式，完全通过凸显理性的能力来考察自由实现问题，

奏响了一阙理性的凯歌，认为理性不但先验地具有为“自然立法”从而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先验地为“道德

立法”而达到至善——自由的能力，但自由的最终实现也必须通过时间的无限绵延以及上帝的公正裁决才能实现，进而它对自

由问题的考量，实际上诉诸从“人—人”关系到“人—神”关系的基本理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历史展

开的前提和基础意义，指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由状况是由现实生产方式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只有科学揭示现实物质生产

过程的运行机制以及生产方式的内在演变规律，通过先进阶级的力量改变不合理的所有制关系，推进历史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显然为人类真正把握自由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也只有基于从推进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来实

现自由的视角，才能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和精髓。

   第三，从对传统西方历史观的超越中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哲学变革的理论支点，是呈现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必要环

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才能达及，而历史唯物主义智慧的出场

与生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予以批判与超越的理论结晶。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对象，即表现在

马克思恩格斯或直接批判，或蕴含在其文本字里行间所隐性批判的如下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历史怀疑主义、现实主义历史

观、神学唯心史观、先验理性史观以及人本学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上述五种传统西方历史观的局限，就在于它们均

未能看到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历史唯物主义则首先明确了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历史展开的基础和前提意义，由此出发系

统阐明了超越传统西方历史观的五大理论支点：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人类历史的发源地，既看作考

察历史规律的时间—历史前提，又看作考察历史规律的逻辑前提，超越了“逻辑在先”思维方式；其二，指出历史的实践前提

决定了历史的动力在于现实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而非精神、观念、意识的自我矛盾运动；其三，历史的真实进程表现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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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所导致的所有制方式的演进过程以及人的不自由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而非思维逻辑的演进过程；其四，指出了共产主义

的运动性质，即在共产主义这一历史目标的实现途径上，倡导以实现革命运动取代精神革命；其五，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恩

格斯分析了历史的主体即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并揭示了主体力量转换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在历史的前提、动力、过程、主体

以及目的实现路径等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在破解历史之谜这一重大课题上提供了全新视

角。

   从多重视域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旨趣在于启示我们：较之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显得更

为复杂和困难。特别是，如果我们仅仅诉诸观念变革或简单地改变生产关系来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话，不仅在理论上不符合历

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在实践中也会带来教训。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就在于我们能够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

神来观照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作者：李成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路径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负责人、清华大学长聘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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