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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道德观及其研究方法
$

%郑洁!张牛!黎伟#"重庆邮电学院 法学院!重庆!"""#$#

摘#要"恩格斯的道德观论证了道德的根源和本质!揭示了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道德的阶级性"历史性"相对独立

性等特征!论述了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的道德#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恩格斯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辩证方法和比

较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方法$
关键词"恩格斯#道德#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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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格 斯 的 道 德 观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宝 库 的 一 个 重 要

组成部分!在创立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科 学 世

界观的过程中"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人类历史上 伦

理思想的优秀成果"概括总结了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 级

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创立了科 学

的道德体系!恩格 斯 的 道 德 观 科 学 地 阐 明 了 一 系 列 道 德

的基本原理"并且 在 道 德 研 究 中 运 用 了 科 学 的 方 法"这 无

论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本身"还是对于建设中 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来说"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 意

义!

##一!恩格斯道德观的基本内容

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改造了马克 思 主 义

诞生以前旧 伦 理 学 的 道 德 观"第 一 次 把 对 道 德 问 题 的 研

究"放在历史唯物 主 义 基 础 之 上"科 学 地 阐 明 了 道 德 的 起

源#本质#发展规律#特征等问题"形成了科学的道德体系!
&一’论证了道德的根源和本质

唯物史观是恩 格 斯 道 德 观 的 理 论 基 础!随 着 唯 物 史

观的创立"恩格斯得以在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 示

人类道德产生的根源和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

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 是 直 接 与

人们的物质活动"与 人 们 的 物 质 交 往"与 现 实 生 活 的 语 言

交织在一起的!人 们 的 想 象#思 维#精 神 交 往 在 这 里 还 是

人们物质 行 动 的 直 接 产 物!表 现 在 某 一 民 族 的 政 治#法

律#道德#宗教#形 而 上 学 等 的 语 言 中 的 精 神 生 产 也 是 这

样!()F*+GHD,这样"马克思 和 恩 格 斯 就 依 据 唯 物 史 观 的 基 本

观点"说明了道德作为基本的社会形式是在人类改造客 观

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是适应调节人们之间的 相

互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需要产生的"是对客观的社会 存

在的反映!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更为明确而具 体 地 论

证了道德的本质问题!他指出&人们在从事物质生 产 的 过

程中必然会形成 各 种 社 会 关 系"在 人 们 的 交 往 活 动 中"必

然会产生个人与 集 体#个 人 与 社 会#个 人 与 个 人 之 间 在 利

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调 节 社 会

关系"就逐渐 产 生 了 一 些 行 为 准 则 和 观 念"这 就 是 道 德!
所以道德作为调 节 人 们 行 为 的 规 范"是 社 会 关 系 的 产 物"
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产物"归根到底是人们物质生产和交 换

的产物!’人们自 觉 地 或 不 自 觉 地"归 根 到 底 总 是 从 他 们

阶级地位所依 据 的 实 际 关 系 中---从 他 们 进 行 生 产 和 交

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D*+G!I!,这样"恩格

斯就从唯物史观出发"彻底清除了笼罩在旧伦理学上的 唯

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迷雾"深刻而明确地揭示了道德与 社

会经济关系的内在本质联系"使其道德观建立在现实的 经

济基础之上!

&二’揭示了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认为道 德 根 源 于 经 济 关 系!由 于 社 会 经 济 关

系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因而道德的发展也必然具有 其

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道德随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而 发 展"道 德 发 展 的

总趋势是不断 进 步 的!恩 格 斯 指 出&’在 道 德 方 面 也 和 人

类认 识 的 所 有 其 他 部 门 一 样"总 的 说 是 有 过 进 步

的!()D*+G!I$,道德是一种社会 意 识"归 根 到 底 是 当 时 的 社 会

经济状况的产物!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 不 断 更

替"道德也不断地发展到新的阶段!恩格斯在$家 庭#私 有

制和国家的起 源%一 书 中"曾 对 人 类 文 明 的 发 展 包 括 道 德

文明的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概括!恩格斯指出&人 类 社 会

的发展大体是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 代"文 明

时代又经历着若干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阶段"当 文

明时代开始时"包 括 人 类 道 德 上 的 进 步 在 内"已 经 出 现 了

许多明显的新 特 征"这 些 新 特 征 是 必 然’直 接 从 生 产 中 得

来的()I*+GD!,!社会生 产 力 逐 步 发 展 这 一 事 实 是 毋 庸 置 疑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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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人类的道德水平也必然是逐步从低级向高级发 展

的!
其次"道德的发 展 具 有 曲 折 性"有 时 甚 至 会 发 生 暂 时

的历史倒退!道德的发展和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 一 样"要

经历一个否定 之 否 定 的 过 程!恩 格 斯 曾 详 细 地 考 察 和 论

证了这一点!他曾 经 指 出&原 始 社 会 是 个 野 蛮 的 社 会"原

始的道德是野 蛮 的 道 德!但 是 第 一 个 阶 级 社 会---奴 隶

社会出现后"人类 道 德 发 生 了 划 时 代 的 变 化"它 打 破 了 原

始的道德"拉开了 人 类 道 德 文 明 时 代 的 序 幕"但 是 同 时 也

带来人类道德的堕落!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条件的 进 步"人

类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 的

水平"可是人类道德却从古代氏族社会野蛮却纯朴的道 德

高峰上堕落下来"造成人类道德发展史上的一个大的否 定

阶段!至于这种道 德 堕 落 的 原 因"恩 格 斯 在$英 国 工 人 阶

级状况%中有过 分 析"认 为 主 要 是 由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的 剥 削

性质所决定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必 将 进 入

共产主义社会"形 成 共 产 主 义 道 德"它 将 是 当 代 人 类 社 会

中最先进的道 德 类 型"有 着 广 阔 的 发 展 前 途!’这 将 是 古

代氏族的自由#平 等 和 博 爱 的 复 活"但 却 是 在 更 高 形 式 上

的复活!()I*+GFHE,

&三’阐明了道德的特征

F@阶级性!以往 的 道 德 观 总 是 宣 扬 一 种 超 阶 级 的 道

德"就像费尔巴 哈 一 样"要 求 全 世 界 人 民 普 遍 友 爱!但 抹

杀了道德的阶级性"必然会成为剥削阶级麻痹被剥削阶 级

意志的一种精 神 武 器!恩 格 斯 批 判 费 尔 巴 哈 把 爱 看 作 是

可以调和阶级对 立 的 手 段"把 道 德 看 成 是 超 阶 级 的 道 德"
认为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 切 情

况而设计出来的/正 因 为 如 此"它 在 任 何 时 候 和 任 何 地 方

都是不适用的"而 在 现 实 世 界 面 前"是 和 康 德 的 绝 对 命 令

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 每 一 个 行 业"
都各有各的道德"而 且"只 要 它 能 破 坏 这 种 道 德 而 不 受 惩

罚"它就加以破坏!()I*+GD!",这 就 科 学 地 阐 明 了 道 德 的 阶 级

性问题!恩格斯 还 指 出&’一 切 以 往 的 道 德 论 归 根 到 底 都

是当时的社会 经 济 状 况 的 产 物!而 社 会 直 到 现 在 仍 是 在

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 以 道 德 始 终 是 阶 级 的 道 德!()D*+G!I$,

这就是说"只要存在着阶级对立"就会有对立的阶 级 道 德!
因此"’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 中 也

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 越

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D*+G!I$,

D@历史性!道德 作 为 历 史 范 畴"它 是 历 史 的"是 发 展

变化的!离开具体 历 史 条 件 的 那 些 抽 象 的 道 德 观 念 和 道

德原则"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科学的道德 观 形 成 以 前"
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把道德看成是人的理性所固有的"认

为道德原则是绝 对 的#永 恒 的"适 用 于 一 切 人#一 切 条 件!
恩格斯批判了这种永恒道德论!在$反杜林论%中"恩 格 斯

批判了杜林的所谓永恒道德原则"论述了道德的历史性 问

题!他又以$圣经%上的那条被认为是永恒的道德戒律’切

勿偷盗(为 例"论 证 了 道 德 的 历 史 性 和 具 体 性!他 指 出&
’从动产的私有 制 发 展 起 来 的 时 候 起"在 一 切 存 在 着 这 种

私有制的社会 里"道 德 戒 律 一 定 是 共 同 的&切 勿 偷 盗!这

个戒律是 否 因 此 而 成 为 永 恒 的 道 德 戒 律 呢0 绝 对 不 会!
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 移

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 说

教者想庄严地宣 布 一 条 永 恒 真 理&切 勿 偷 盗"那 他 将 会 遭

到什么样的嘲笑啊1()D*+G!I!N!I$,因此"任何道德原则都不象

杜林说的具有永恒真理和绝对意义"它们都是在一定的 条

件下才适用的"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拒绝想 把 任 何 道

德教条当作永恒 的#终 极 的#从 此 不 变 的 伦 理 规 律 强 加 给

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D*+G!I$,

I@相对独立性!恩 格 斯 在 晚 年 的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通 信

里"批判了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庸 俗 化#机 械 化 了 的’经 济 决 定

论("科学地阐明 了 道 德 的 相 对 独 立 性 及 其 对 经 济 基 础 的

能动反作用!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凡存 在 着 大

规模的独立分工 的 地 方"国 家#法#哲 学#道 德 等 等 都 具 有

自己的发展规 律"具 有 自 己 的 独 立 性!他 还 指 出"道 德 在

一定的阶级基础上产生后"就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 会

现象而存在并 具 有 其 自 身 的 特 点 和 规 律!这 主 要 表 现 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道 德 意 识 的 发 展 并 不 完 全 同 经 济 发 展

水平一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思想理论上和道 德 意 识

上有可能超过经 济 上 先 进 的 国 家/而 经 济 上 先 进 的 国 家"
在思想理论和道 德 意 识 上 也 可 能 表 现 出 相 对 于 其 他 国 家

更低的水平!另一方面"道德对经济基础乃至整个 社 会 生

活具有能动的反 作 用"这 是 道 德 相 对 独 立 性 的 突 出 表 现!
恩格斯曾经说过"如 果 认 为 经 济 因 素 是 唯 一 决 定 的 因 素"
那么他就是把这 个 命 题 变 成 毫 无 内 容 的#抽 象 的#荒 诞 无

稽的空话!因为道 德 对 其 他 社 会 意 识 形 态 也 有 重 大 的 影

响"并通过这些影响"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 发 展!总 之"恩

格斯在道德与经 济 基 础 的 关 系 问 题 上 既 坚 持 了 社 会 存 在

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同时又揭示了 二

者之间的辩证 关 系"避 免 了 机 械 的’经 济 决 定 论("深 化 了

有关道德的基本观点!
&四’论述了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的道德

在$家庭#私有 制 和 国 家 的 起 源%中"恩 格 斯 详 细 地 考

察了爱情#婚姻 和 家 庭 道 德!他 指 出&现 代 意 义 上 的 爱 情

应以男女双方的平等互爱为基础"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 为

性欲和体态美"因 为 人 虽 然 有 自 然 属 性"但 社 会 性 才 是 人

的本质属性!因此"人对异性的要求并不是以简单 的 自 然

方式进行的"而是 以 社 会 方 式 进 行 的"爱 情 不 仅 具 有 自 然

属性"更主 要 地 体 现 为 男 女 之 间 的 社 会 关 系!恩 格 斯 认

为"现代爱情#婚姻 和 家 庭 方 面 最 根 本 的 道 德 原 则 应 当 是

’互爱(原则!通 过 对 婚 姻 史 的 考 察"他 指 出"剥 削 阶 级 的

婚姻均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而是以政治地位#经 济 利 益#
金钱权势为基 础 的!因 此"要 使 互 爱 真 正 成 为 爱 情#婚 姻

和家庭最根本的道德原则"根本途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和

雇佣劳动"实现 男 女 平 等!他 指 出&’结 婚 的 充 分 自 由"只

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 把

今日对选择配偶 还 有 巨 大 影 响 的 一 切 附 加 的 经 济 考 虑 消

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 爱 慕 以 外"就

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I*+GC",

##二!恩格斯研究道德问题的方法

恩格斯在阐述 其 道 德 观 时"运 用 了 正 确 的 研 究 方 法!
了解这些方法"能给我们研究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经济运动的 客 观 逻

辑中把握道德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恩格斯从人 的 需 要

入手"探讨了道 德 产 生 的 内 在 机 制!恩 格 斯 认 为"道 德 活

动的主体和道德现象的物质承担者是人"而人类生存的 第

一个前提是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 及 其

他一些东西!因此 第 一 个 历 史 活 动 就 是 生 产 满 足 这 些 需

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D*+GHE,’由 于 他 们 的 需 要

即他们的本性"以 及 他 们 求 得 满 足 的 方 式"把 他 们 联 系 起

来+两性关 系#交 换#分 工,"所 以 他 们 必 然 要 发 生 相 互 关

系!()!*+G$F!,在这里恩格斯明 确 地 表 述 了 如 下 几 点&人 的 需

要即人的本性/生产劳动是由需要引起并使之求得满足 的

形式/生产劳动一开始就是以人类集体共同活动的形式 存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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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这表明"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本性是需要并 由 此 引

起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 道 德 观

时必须首先研 究 人 的 需 要#生 产 劳 动 和 社 会 关 系!其 次"
恩格斯从经济与道德关系中"揭示了道德的基本问题和 一

般规律!恩格斯认为"道德既然产生于人和社会的 需 要 即

协调关系和自我 发 展 的 需 要"那 么"道 德 和 物 质 生 活 条 件

的关系问题就 应 该 成 为 伦 理 学 的 基 本 问 题!围 绕 着 这 一

基本问题"恩格斯 阐 述 了 道 德 发 展 的 一 般 规 律&道 德 是 决

定于经济关系的 第 二 性 的 东 西/道 德 观 念#准 则 和 规 范 都

是从人们所处的 经 济 地 位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利 益 关 系 中 引 伸

出来的"所以"它们必然随着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不 断 变 化!
可以看出"恩格斯在道德研究中"通过科学地抽象"舍 弃 了

道德发展中种种复杂的历史表象和偶然因素"深入到社 会

历史领域的底层"把 握 住 了 经 济 与 道 德 运 动 的 客 观 逻 辑!
这不仅解决了一系列根本的理论问题"而且为我们提供 了

一条道德 研 究 的 最 基 本 的 方 法"即 从 人 的 需 要---生 产

力---生 产 关 系---社 会 关 系---道 德 关 系 的 深 层 顺 序

来解释道德发展的一般形式和必然性的方法!
&二’历史辩证方法

恩格斯运用历史辩证方法"从意识形态对其他 社 会 要

素的关系中把握道德发展的特殊规律!首先"从道 德 与 利

益的关系上揭 示 道 德 特 殊 性!恩 格 斯 说&’每 一 既 定 社 会

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D*+GD"E,利益关系是被经济关

系所决定的"它根 植 于 经 济 关 系 之 中"并 推 动 着 人 们 去 从

事认识世界和 改 造 世 界 的 活 动!道 德 作 为 调 整 个 人 与 社

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就是以表现和反映个人利益和社会 利

益的关系为己 任 的!因 此 研 究 利 益 关 系 中 个 人 利 益 和 社

会整体利益的矛盾"揭示这一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 同

表现和变化规 律"是 揭 示 道 德 特 殊 性 的 关 键 环 节!其 次"
从善恶矛盾关 系 中 揭 示 道 德 的 特 殊 性!善 恶 矛 盾 是 道 德

领域的基本矛盾"在 对 善 恶 进 行 研 究 时"恩 格 斯 指 出 了 两

点需要注意&其一"由 于 善 恶 内 容 是 以 一 定 的 道 德 准 则 和

规范为转移的"因 此 善 恶 标 准 在 不 同 时 代#不 同 民 族 和 不

同社会是不同 的!所 以 在 道 德 研 究 中 必 须 具 体 分 析 善 恶

标准的具体情 况"才 能 深 入 探 索 道 德 的 特 殊 规 律!其 二"
’恶(在历史 发 展 中 的 作 用!恩 格 斯 在 批 判 费 尔 巴 哈 抽 象

肤浅的道德论 时"曾 引 证 了 黑 格 尔 关 于’恶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动力的表现形式()I*+GDIH,的思想"并对这句话做了辩证的解

释!他说&’这里有 双 重 意 思"一 方 面"每 一 种 新 的 进 步 都

必然表现为对某 一 神 圣 事 物 的 亵 渎"表 现 为 对 陈 旧 的#日

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 面"自 从

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 欲 和 权 势

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D*+GDIH,第一方面主要说明了道德

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第二方面主要说明了道德发 展

与社会进步的 不 一 致 性!为 此"联 系 当 前 我 国 实 际"我 们

不能认为发展经济必须以牺牲道德为代价"甚至把破坏 经

济的腐朽#没落#伪善#罪恶等等’恶劣的情欲(笼统 说 成 历

史的杠杆"说成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转 轨 的 必 然"否 则 就 会

从根本上背离恩格斯的原意!再次"从道德与上层 建 筑 其

他要素的关系 中 揭 示 道 德 的 特 殊 性!在 承 认 经 济 关 系 第

一性的前提下"还必须研究在上层建筑领域内道德与其 他

要素的关系"研究道德与经济发生作用的具体形 式!恩 格

斯认为"道德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一样 对

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是通过一系列中间 环

节来实现的!其中"政治是关键的环节!与其 他 意 识 形 态

相比"道德与政治 的 关 系 比 较 直 接"所 以 政 治 与 道 德 的 关

系历来是道德研究关注的焦点!
&三’比较研究方法

恩格斯在进行 道 德 研 究 时"还 运 用 了 比 较 研 究 方 法"
以把握道德在时空上的变化特点"并认为比较方法是从 历

史联系中把握历史现象和特点的’具有普遍意义()!*+G$FC,的

好方法!恩格斯 首 先 对 道 德 进 行 了 纵 向 比 较!恩 格 斯 对

道德的纵向 考 察 是 从 动 物 与 人 类 进 化 的 交 叉 点 开 始 的!
他说"同’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那个时 期

的’杂乱性交(并不具有道德意义!文明社会的到 来"使 一

切道德都具有了阶级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即使 是 阶 级

的道德"在它们的依次更迭中也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前进 上

升运动!恩格斯认 为 在 纵 比 中 可 以 发 现 剥 削 阶 级 的 道 德

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但’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他 高 度

评价奴隶制道 德 是 一 个’巨 大 的 进 步("’因 为 成 为 大 批 奴

隶来源的战 俘 以 前 都 被 杀 掉"而 在 更 早 的 时 候 甚 至 被 吃

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保全生命在当时不仅 是 个 道

德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由于保存生命扩大了生产力而 表

现为社会进步 问 题!在 这 里 恩 格 斯 不 仅 指 明 了 道 德 发 展

是前进的#上升的"而 且 还 第 一 次 规 定 了 判 定 和 评 价 道 德

进步的标准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这把 社

会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统一起来"为进一步研究各种道 德

产生的必然性#暂时性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对道德 的 横 向

比较"是指在历史 的 横 断 面 上"研 究 特 定 社 会 形 态 中 道 德

的多样性"从空间上把握道德的特点!恩格斯指出 了 两 种

情况"一种是同一 社 会 形 态 中 同 时 并 存 的 不 同 道 德"它 们

在地位#作用和 相 互 关 系 上 是 各 不 相 同 的!如’在 欧 洲 最

先进国家中"过去#现 在 和 将 来 就 提 供 了 三 大 类 同 时 和 并

存地起作用的道德论()D*+G!I!,"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基督教

的封建道德#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的 未

来道德!由于过去和未来的道德都处于无权的地 位"所 以

其命运要视 统 治 阶 级 的 需 要 而 定"或 被 利 用"或 被 反 对!
横向比较的另一 种 情 况 是 对 同 一 性 质 的 道 德 在 不 同 环 境

中的比较研究!如 对 奴 隶 制 道 德 或 封 建 道 德 的 中 西 比 较

研究!通过研究可 以 发 现 在 大 体 相 同 的 前 提 下 所 存 在 的

巨大差异"这就能从更广的空间领域把握道德的特殊性 和

普遍性!
综上所述"恩格 斯 的 道 德 观 与 以 往 旧 的 道 德 观 相 比"

其显著特点是它的科学性#革命批判性和革命实 践 性!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全 党

全民都十分重视道德建设!因此"深入探寻和进一 步 阐 释

恩格斯的道德观"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所出现的道 德

问题"更好地发挥 道 德 的 功 能"有 力 地 推 进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建设大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F)#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F卷’(O)@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FEE$@
(D) 马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I卷’(O)@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FEE$@
(I) 马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卷’(O)@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FEE$@
(!) 马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第I卷’(O)@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FE#"@

.I.



!
哲
学
!

政
治
学

期
六

第
年

五
"

"
二

#
#

#
#

#
#

#
#

#
#

#
#

#
#

#

重
庆
邮
电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