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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新解
$

%吴涌汶#!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所提出的因果链条律是宏观动力机制规律%而不是微

观动力机制规律&马恩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仅是针对世界历史总的发展轨迹而讲的%而不是说历史演进的快慢)具体

实现形式等%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典作家所讲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 作

用%实乃历史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而之所以社会形态的演进最终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社会系统的

反馈控制机制中%最终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效果检验标准的*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动力机制&微观动力机制

!"#$%&’$+#$%&’()*+,(-.(/0*1,%(0123*-4%/*-/256(3701/%&83*’*4-&*+/%&8*’0/0,(’&,*1*90,.,30/0,0.90.9(,3*:
.,*80,(’9*/0;&9&,%(10./0,’()01./&(<*+90,3*,*.90,’()=$%&’1(/-3(’%0./*30,(’,*-3.&(23*-4%/*-/256(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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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恩格 斯 以 及 列 宁!毛 泽 东!邓 小 平 等 后 继 者 对

教条地!机械地!公 式 化 地 应 用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的

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反复的批评乃至斗争#但 时 至

今日"这种公式化的做法却一再上演#如不彻底改 变 这 种

生吞活剥!生搬硬 套 的 思 维 方 式"就 会 使 我 们 始 终 处 于 思

维混乱的状态"从 而 导 致 在 实 践 指 导 上 迷 失 方 向#因 此"
对马恩提出的唯 物 史 观 原 理 进 行 重 新 解 读!引 申 和 再 构"
是当代理论工作者在知识经济大潮扑面而来的大背景 下"
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序言&中提出的规律是什么意义上

的规律

##马克思在#HFJ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

提出了关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的 经 典 表 述#(#)HG:HD它

主要包含三方面互相联系的内容*一是社会结构的因果 链

条律"即何者是何 者 的 本 原 的 原 理+二 是 社 会 形 态 演 进 之

轨迹的原理+三是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的

原理#
对社会结构的因果链条律所产生的误读"常见 的 主 要

有两种#一种是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 上 层 建

筑和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看作是,自动-发 生

的#例如"把唯物史观表述为,有什么样的生产 力"就 会 有

什么样的生产关 系+有 什 么 样 的 经 济 基 础"就 会 有 什 么 样

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自动发生论的典型表现#实 际 上"与

此类似的观点在恩格斯时代就已出现过"并受到恩格斯 的

批评*,并不像某 些 人 为 着 简 便 起 见 而 设 想 的 那 样 是 经 济

状 况 自 动 发 生 作 用"而 是 人 们 自 己 创 造 着 自 己 的 历

史#-(G)J"I综观世界 历 史 发 展 的 事 实 也 表 明",自 动 发 生 作

用-论是站不住脚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始于把战俘杀 掉 的

古习改变为将其吸收为劳动力的行为规则的创新"封建 制

生产关系发端于 大 田 集 体 耕 作 制 为 小 田 个 体 耕 作 制 所 代

替的制度创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于变行会手工业 制

度为工场手工业制度的创新#没有主体能动的创 造 活 动"
生产关系 是 不 会 自 动 改 变 的#同 样"脱 离 主 体 的 能 动 活

动"经济基础也不会自动使上层建筑发生变革#
另一种误读是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对 上 层

建筑的作用看作是单向线性的机械式作用"这样就必然 得

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唯一决定因素"经济基础是上层 建

筑的唯一决定因 素 的 结 论"从 而 得 出 诸 如 俄 国 革 命!中 国

革命只能走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时下的中国需要 实

行补资本主义 经 济 发 展 这 一 课 的 改 革 等 有 害 结 论#正 如

恩格斯所说*,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 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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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涌汶##F!J:$%男%山西高平人%重庆市委党校编审%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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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 来 看 不

到*这是一种空 洞 的 抽 象-",整 个 伟 大 的 发 展 过 程 是 在 相

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D)!HI:!HK恩 格 斯 所 讲 的 相 互 作 用"
在笔者看来"实质上是一种以各因素之间的反馈关系为 方

式的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塑造与变革不仅取决 于 生 产

力"也取决于上层建筑+同样"上层建筑的构建不仅 取 决 于

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更受生产力的制约#
对社会形态演进轨迹之原理的误读"突出地表 现 为 把

马克思关于世界 历 史 演 进 轨 迹 的 原 理 套 用 在 各 民 族 各 地

域的历史演进上"认为各民族都必须依次历经五大社会 形

态#这既与历 史 事 实 不 符"也 违 背 马 恩 等 经 典 作 家 的 看

法#东欧的斯拉夫 人 是 越 过 奴 隶 制 社 会 阶 段 直 接 过 渡 到

封建社会的+美国 南 北 战 争 消 灭 了 南 方 的 奴 隶 制"使 之 越

过封建制度而 转 变 为 资 本 主 义 制 度#马 克 思 本 人 就 提 出

过著名的,跨 越 资 本 主 义 卡 夫 丁 峡 谷-的 设 想"恩 格 斯 在

$%共产党宣言&#HF"年德文版序言’等著作中"也提出过这

样的设想"列宁!毛 泽 东 则 创 造 性 地 把 这 种 设 想 变 为 了 现

实#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列宁曾针对第二 国 际 等

机会主义者借口 俄 国 生 产 力 落 后 而 反 对 向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跨越的论调"讥讽他们是,学究气-!,迂腐到了极点-"并 指

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 发 展

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 为

前提的#-(D)IHF:IF"可见"马克思在$序 言’中 阐 述 的 社 会 形 态

演进轨迹的规律"只 是 世 界 历 史 总 趋 势 之 轨 迹 的 规 律"而

不是一切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路线的规律#
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 原 理"人

们往往把它误读 为 历 史 演 进 的 任 何 规 定 性 都 是 不 以 人 的

意志为转移 的#实 际 上"马 恩 的 观 点 与 此 相 反#马 克 思

说*,如果/偶然性0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 就 会

带有非常神秘 的 性 质#11发 展 的 加 速 和 延 缓 在 很 大 程

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0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 在

运动 最 前 面 的 那 些 人 物 的 性 格 这 样 一 种 /偶 然 情

况0#-(G)DFD恩格斯说*,对历 史 斗 争 的 进 程 发 生 影 响 并 且 在

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 建

筑的各种因素11政 治 的!法 律 的 和 哲 学 的 理 论"宗 教 的

观点以及它 们 向 教 义 体 系 的 进 一 步 发 展#-(D)!KK古 希 腊 的

斯巴达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而雅典是奴隶制的民 主

共和国#造成这种 差 别 的 决 定 性 原 因 在 于 政 治 和 意 识 形

态因素*斯巴达国 家 是 在 部 落 征 服 过 程 中 形 成 的"而 雅 典

国家是从氏 族 社 会 内 部 发 展 起 来 的"从 阶 级 对 立 中 产 生

的"并且发生了梭 伦 改 革!克 里 斯 梯 尼 改 革 等 一 系 列 政 治

改革#中国的战国时期"原僻处西隅!荒地较 多"比 东 方 诸

国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头号强国的决定性因素则在 于

秦孝公采纳商鞅 的 意 见"并 任 其 为 左 庶 长"实 施 了 商 鞅 变

法#可见"马恩所 说 的,自 然 历 史 过 程-"仅 仅 是 针 对 世 界

历史总的发展轨 迹 而 言 的"而 是 不 是 说 历 史 演 进 的 快 慢!
社会制度的具体 形 式 等"也 是 不 以 人 们 的 意 志 为 转 移 的#
那么"为什么个人的意志不会造成对社会形态总轨迹的 影

响呢2 对此"恩格斯反复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原理 来 加 以

诠释*,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 个 的

意志的相互冲突 中 产 生 出 来 的11这 样 就 有 无 数 互 相 交

错的力量"有无数 个 力 的 平 行 四 边 形"而 由 此 就 产 生 出 一

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 个 作 为

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 物11
各个人的意志11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 合 为

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 中 决 不

应作出结论说"这 些 意 志 等 于 零#相 反 地"每 个 意 志 都 对

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 括 在 这 个 合 力 里 面 的#-(G)!KH:!KF我

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个合力作用的方向总是与生产力得 以

提高的方向相一致的#因为生产力在各种因素3包括 各 个

人的意志4的交 互 反 馈 作 用 中"起 着 最 终 的 效 果 检 验 器 或

优胜劣汰的选择器的作用#这样"社会形态平均趋 势 之 轨

迹就显示出最 终 由 生 产 力 发 展 水 平 决 定 的 客 观 规 律#这

正如在商品流通 领 域"每 一 个 交 易 者 都 想 贱 买 贵 卖"而 商

品价格的总趋势 却 遵 循 着 不 以 人 们 意 志 为 转 移 的 价 值 规

律一样#
综上分析"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既然恩 格 斯 认 为 因

果链条律不是自动发生作用的"并且因果之间是相互作 用

的"这就意味着历史的动力机制存在着宏观动力机制与 微

观动力机制的区 别"因 为 因 果 链 条 的 非 自 动 性!因 果 的 相

互作用"只有通过微观分析才能得到说明+而马克思在$序

言’中提出的因果链条律主要是针对宏观动力机制规律而

言的"而非着眼 于 微 观 动 力 机 制 规 律#第 二"社 会 形 态 演

进之轨迹的规律是世界历史之轨迹的规律"而不是针对 某

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历史轨迹之必然规律#第三"马 恩 所

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仅是针对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 迹

而讲的"而不是说历史演进的快慢!具体实现形式 等"也 是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反作用(机制实乃历史进程中的微

观动力机制

##经典作家所讲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 建

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对世界历史演进总趋势之轨迹 是

不起决定作用的"因 而"这 些 反 作 用 实 乃 历 史 变 迁 的 微 观

动力机制#把历史 发 展 的 动 力 机 制 划 分 为 宏 观 动 力 机 制

与微观动力机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分 不 清

二者的界限"或者把宏观动力机制当作微观动力机制来 运

用"则必然如恩格斯所说"把$序言’中的命题变成,毫 无 内

容的!荒诞无稽的空话-(G)!KK#因 为 那 样 一 来"就 意 味 着 人

们只需站在 历 史 长 河 的 岸 边 静 观 其 变"而 无 需 插 手 其 间

了"这当然是荒谬的#或者把微观动力机制当作宏 观 动 力

机制来运用"则势必把世界历史总趋势之轨迹看作是以 人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导向历史唯心论#而一旦 把 此 种

错误思想用来指导实践"就必定带来巨大的危害#
微观动力机制 是 人 们 在 社 会 实 践 中 形 成 的 一 种 自 觉

活动的机制#恰如 恩 格 斯 所 说*,在 自 然 界 中11全 是 不

自觉的!盲目的 动 力11反 之"在 社 会 历 史 领 域 内 进 行 活

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 求 某

种目的的人+任何 事 情 的 发 生 都 不 是 没 有 自 觉 的 意 图"没

有预期的目的的#-(G)G!D因此"由 在 实 践 和 学 习 中 形 成 的 思

想意识中产生变 革 或 维 持 现 有 生 产 方 式 以 及 社 会 游 戏 规

则的目的!意图"然后付之于行动"并通过效果检验 再 次 反

馈到思想意识中"如 此 循 环 往 复"便 构 成 微 观 动 力 机 制 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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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链条#
笔者以为"微观动力机制即自觉的动力机制在 以 下 特

殊条件下"对历史变迁具有决定性作用#

#=微观动力机制对历史进程的快慢程度!曲 折 程 度 和

制度的实现形式"具有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在分析 英 国 东 印 度 公 司 在 印 度 的 活 动 所 造 成

的社会结果并 论 及 古 老 印 度 的 社 会 特 点 时 说*,我 们 在 亚

洲各国经常 可 以 看 到"农 业 在 某 一 个 政 府 统 治 下 衰 落 下

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 坏 在 那

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IJ马克思的论述尽管针对的是特

殊国度"但实质 上 是 有 普 遍 意 义 的#始 于 上 世 纪K"年 代

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是 微

观动力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当代范例#
落后民族通过 先 进 国 正 面 或 负 面 的 样 板 作 用 实 现 制

度跨越式发展以及旧制度的复辟现象"是微观动力机制 起

决定性作用的又一个表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把 南 部 奴

隶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是先进国的制度作为正面样 板

发生作用的例子+无 产 阶 级 领 导 的 俄 国 革 命"是 在 资 本 主

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发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起 着

负面样板的作用#而导致#II"!#IHH年 英 国 封 建 制 度 复

辟的决定性因素"是 在 广 泛 的 农 民 斗 争 面 前"惊 骇 万 状 的

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转而求助于旧王朝"使之复辟的谋划#
制度的实现形 式 也 是 微 观 动 力 机 制 起 决 定 性 作 用 的

一个方面#恩格 斯 说*,以 家 庭 的 同 一 发 展 阶 段 为 前 提 的

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 如 在

英国立遗嘱的绝 对 自 由"在 法 国 对 这 种 自 由 的 严 格 限 制"
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 出 于 经 济 的 原 因#-(G)!H!同 样"作 为 国

家管理形式的政体"相对国体的更替来说"也是,细 节-"也

不能归结为经济的原因#事实上"存在于现代社会 的 共 和

制和民主制国家 形 式"在 奴 隶 制 时 代 就 已 经 产 生 了"而 现

代的生产力水平则是奴隶制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G=在阶级 斗 争 处 于 你 死 我 活 的 时 期"特 别 是 革 命 时

期"微观动力机制对社会转型的实现和巩固具有决定性 作

用#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对 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作出了重要补充说明*,到一定时期 为 止"
生产力的发展以 及 生 产 关 系 方 面 的 变 化"是 自 发 地!不 以

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 为 止"只

是到已经产生和 正 在 发 展 的 生 产 力 还 没 有 充 分 成 熟 的 时

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 以 及 体

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 只

有通过革命才 能 扫 除#在 这 方 面 特 别 明 显 地 表 现 出 新 社

会思想!新政治 设 施 和 新 政 权 的 巨 大 作 用11于 是"自 发

的发展过程 让 位 给 人 们 自 觉 的 活 动#-(!)!JG:!JD斯 大 林 的 这

一论述"实质上是对革命时期微观动力机制对于实现历 史

转折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精辟概括#
不仅革命时期如此"而且"新政权诞生后"在 阶 级 斗 争

尚处于你死我活的时期"微观动力机制对于新生统治阶 级

维持其统治"也 具 有 决 定 性 作 用#所 以"列 宁 说*,政 治 同

经济相比不能 不 占 首 位11因 为 全 部 问 题 就 在 于11一

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 的

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 它 的 生 产 任 务#-(D)!!#:!!G在 我 国 社

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也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 工 作

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 其 是

这样#-(J)

D=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刻"微观动力 机 制 对 社

会发展速度发挥的作用就越强大#
恩格斯说*,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 有 意 识 地

自己创造自己的 历 史"不 能 预 见 的 作 用!不 能 控 制 的 力 量

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 越

加符合#-(I)自然科 学 发 展 史 十 分 鲜 明 地 表 现 出 了 这 一 趋

势"哲学社会 科 学 发 展 史 也 越 来 越 强 烈 地 表 现 出 这 一 趋

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 级 在

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制造的生产力"比过去 一

切世代创造的 全 部 生 产 力 还 要 多"还 要 大-"其 直 接 动 力"
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F世纪末G"世

纪初"自然科学有 了 新 的 重 大 突 破"现 代 自 然 科 学 已 经 形

成十分庞大的理论体系#由此所创造的生产力更 为 巨 大"
可以说比以 往 一 切 世 代 创 造 的 全 部 生 产 力 还 要 多 得 多#
显而易见"伴随着 自 然 科 学 的 发 展"人 类 自 觉 地 有 预 见 性

地支配!控制自然 力 的 能 力 也 越 来 越 强 大 了"即 微 观 动 力

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了#
自然科学与唯物主义哲学携手并进"哲学社会 科 学 也

渐趋科学化"运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所 揭 示 的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人们有意识!有预 见 性 地 自 己 创 造 自 己 的 历 史 的 作 用"也

日益凸显#所以"斯大林说*,新的社会思想 和 理 论11一

经产生"它们 就 会 成 为11促 进 社 会 前 进 的 最 重 大 的 力

量#正是在这里表 现 出 新 思 想!新 理 论!新 政 治 观 点 和 新

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 作

用#-(!)!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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