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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真开始动笔，把我平时研究马克思的一些心得体会写出来的时候，我内心依然会激涌起某种使命感
。
20多年前，我是通过哲学教科书接触马克思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的思想也越来越困惑，因为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难以回答为什么中国必须改革开放，为什么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直到1981年进入复旦，在胡曲园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下，我才开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的著作。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正是在这三年里，我几乎研读了马克思的所有哲学著作，并一
发不可收拾，马克思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欲罢不能。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学术路向和理论兴趣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1986年我和王东合作发表了我们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1988年在责任编辑陈达
凯的支持下，我们发表了当时自感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著作《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这
一研究虽然充满了“锐”气和“稚”气，然而却受到了黄楠森教授和老一辈学者的肯定，这对于坚持
我们以后的学术道路起了鞭策作用。
1988年以后我们是在反思中学研的，因为1988年以后是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最剧烈变动时期
，苏东剧变、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中国改革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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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我们国家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改革开
放以来，这一教科书虽然受到了学界各方面的批评，不少学者也作了很多修订，试图尽可能地反映时
代的要求，但是总体框架没有变，理论视角没有变，这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由二部分构成，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是自然、
社会、人类思维中的共同本质和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的重心是人以外的自然，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因而用自然规律解释
历史必然走向唯心主义，这是近代知性形而上学表现，它虽然也坚持唯物主义，但是不彻底的唯物主
义，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每当它的代表越出
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虽然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但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人类的现实自然界，正像马克思所
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而“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也就是说，哲学关注的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自然，而是与人密切相关的现实自然，因此，作为一种
理论，哲学不是关于纯粹自然的学问，而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学问，它是为历史服务的。
哲学也研究自然，但是是在与人相关的那一点上才研究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的活动的前提、要素、结
果，看作人的无机的身体，也就是说，现实的自然界或“人类学的自然界”是以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实
践为前提的，它具有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
马克思不是抽象地研究自然，而是以实践为前提，实践的观点既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个基本
观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第一个基本观点。
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历史科学从属于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从属于历史科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
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从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统
一的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因此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背离历史
科学原则的。
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
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因此不应该孤立研究自然或社会，而应该看作一门科学，这门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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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前提、根据和出发点研究马克思思想体系，首先必须研究马克思思想大厦的前提、根据、出发
点，也就是它的逻辑起点，因为一切思想体系的分歧归根结蒂是出发点的分歧，出发点不同，整个思
想体系也就不同。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从物质出发，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其
中，辩证唯物主义是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因而它是从自
然出发，从物质出发建构整个思想体系，由于它将历史原则归结为自然原则，将历史规律归结为自然
规律，忽视了人和人类历史的特殊性，因而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评，尤其是南斯拉夫实践
派的批判，我国学术界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赞成，而相当一部分学者不赞成这种构
架，要求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是从生产方式出发建立思想体系的，它认为地理环境不重要，人口也不重
要，因而直接从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出发展开整个思想体系，这一构架虽然直接和明快地指出
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基础，但是却忽视了对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忽视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
矛盾的基础研究，忽视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研究，忽视了对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再生
产的研究，忽视了对历史过程能动性研究，因而同样受到了学界的批评。
20世纪80年代反思哲学时期，许多学者从人和人的实践出发，对传统哲学教科书提出了反思，但是在
具体出发点问题上却存在很大分歧，一些学者主张从劳动出发，因为人是劳动创造的，没有劳动就没
有人类历史；另一些学者主张从生产出发，因为生产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有的学者主张从实践出发
，因为实践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从社会关系出发，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
离开了社会关系，就没有现实的人，如此等等。
为什么在出发点问题上会形成如此大的分歧?因为出发点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前提、根据、基础，出发点
不同，整个思想体系也就不同，它是蕴涵着未来一切分歧的最核心范畴，出发点的分歧反映了整个思
想体系的分歧。
出发点也就是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即从什么出发展开他的思想体系。
由于逻辑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整个思想体系的展开，因而任何思想大师都非常重视逻辑起点的确
立。
作为表述起点，它与研究起点不同，研究的过程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人们从丰富的具体出发
，经过分析、比较和抽象，得到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抽象的概念范畴，而表述过程则是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它是从最根本的概念、范畴出发，通过综合，上升为思维具体，因而逻辑起点往
往是最根本、最核心的概念、范畴。
由于逻辑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整个思想体系的展开，因而以什么为开端就成为任何思想大师认真
思考的问题。
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篇第一部分的题目就是“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
”并认为“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
”1. 哲学的开端为什么“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呢?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开端是哲学自
己保持的基础，也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因而是整个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
“哲学的开端，在一切后继的发展中，都是当前现在的，自己保持的基础，是完全长留在以后规定的
内部的东西。
”“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失。
”因此它的作用不仅是基础，而且对未来具有恒久的影响力。
黑格尔认为开端的东西不仅是基础，同时它也是根据，即未来一切发展的根据。
在他看来，历史本质上是精神的展开过程，“‘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
”因此逻辑起点“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
”整个世界历史就如同种子发芽、开花、结果一样表现为精神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是‘精神’在
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
”因此世界历史本质上是首尾相接的，“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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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
”由于发展是基础之上的发展，并包含基础于其中，因而“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
正的东西，并用作开端的东西，就是依靠这种根据，并且实际上将是由根据产生的。
”因此开端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以后一切发展的根据，而以后的一切发展也不过是改变了的根据，所
以“最后的东西，即根据，也是最初的东西所从而发生的那个东西，它首先作为直接的东西出现。
”由于在黑格尔那里开端的东西与最后的东西首尾相接，并且以内在的精神为主线，因而他并不重视
具体物作为开端，而在乎科学内在的整体性：“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个直接
物作为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
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也就是说，实体即主体，事物的发展是自身的发展，黑格尔从精神出发，最后又复归于精神，从这
方面讲，黑格尔逻辑起点的形成是由绝对精神整个思想体系决定的，并且作为前提、根据恒久地影响
着体系的发展。
作为历史哲学的思想大师，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对起点、前提和根据的考察。
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原则，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路，马克思赞成恩
格斯的提法：“真正的道路恰恰相反。
我们必须从‘我’出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从那里上升到‘人’。
”把“有血有肉的个人作为我们的‘人’的真正基础，真正的出发点。
”“‘人’如果在经验中没有自己的基础，便总是一个幽灵的形态。
总之，要我们的思想，特别是要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时，我们必须从经验论和唯物论出
发。
”但是他也不同意费尔巴哈对人的直观解释，“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
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
”因而如何唯物、能动地说明人类历史的基础、前提、出发点，就成为马克思思考的焦点。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开创性的著作中，以浓重的笔墨写下了自己对起点、前提的看法，指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
现实的前提。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
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
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并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
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显然这里既包含着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已经包含着对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超越。
历史是“现实的人”自身的创造过程，而“现实的人”的地位确立，本质上是由人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正像马克思所说：“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
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
”在这里，马克思体现了与黑格尔相同的哲学原则，即“实体即主体”原则，这个“实体即主体”在
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现实的人”，二者都具有能动性，二者都反对在主体
之外去寻找别的历史发展动力，然而它们却代表着两种绝然不同的世界观。
费尔巴哈虽然也提出“现实的人”的问题，但是费尔巴哈离开了人的实践以及由实践引起的人自身的
变化，因而没有真正解决人的能动性问题。
80年代关于出发点的争论，许多学者虽然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性，但是却没有
超越黑格尔的能动性原则。
如果结合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史，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现实的人”这一出发点的确立，不仅是哲学发
展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对以往全部哲学的本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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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结合哲学发展史重新认识马克思出发点理论的当代意义。
2. 哲学主题的历史争论一部哲学史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关于出发点的争论。
哲学史上有。
一种观点认为哲学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惊诧”，我认为，这一观点没有在哲学起源问题上抓住
问题的本质，因为从人们需要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哲学起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怀，它的起点和
终点都是人类的生活世界。
因此，一开始哲学就是一种对人类处境和命运的追问。
从这种意义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沉思，哲学的智慧，
就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智慧，他对自然现象“惊诧”本质上起源于对自身命运的关怀。
哲学发展三形态在人类历史初期，人类哲学的第一形态表现为自然哲学，这是因为早期人类在自然面
前力量很小，不仅不能征服自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的摆布，因此对什么力量是决定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根本力量的思考，导致人类把思维首先聚焦于自然，并形成最初的哲学形态——自然哲学。
例如泰勒斯关于水是万物本源的学说，阿那克西美尼关于气是万物本源的学说，赫拉克利特关于火是
万物本源的学说，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是万物本源的学说，等等。
在那时，人们注视的焦点是自然，思维的形式是一因，即试图从本源上寻找一种决定人类和世界万物
的终极力量，这就形成早期希腊哲学的特点。
中、后期希腊哲学虽然开始注意到要加强对人本身的研究，例如苏格拉底寻求道德的普遍定义，柏拉
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但是从总体上讲，依然是自然哲学，是一因哲学，无论这一因
是外部自然，还是外部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人们还没有把自己从大自然
中分离出来，人类还仅仅是大自然中渺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还完全受外在力量的支配，因此哲学
研究的主题主要不是人，而是外在的力量——自然或理念。
人类哲学的第二形态是中世纪的神本哲学。
这是因为在中世纪，人们虽然取得了对自然的一定胜利，但是面对无穷的战乱和罪恶，人们却无法说
明人世间灾难的根源，正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怀，导致了中世纪神本哲学。
它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说明自己的命运，因而人们把一切根
源归因于自然之外的神秘力量，认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另一方面，人们又不甘于自己的命运，
试图超越命运，用一种超世俗原则重新组织社会，宗教神学就产生了，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借
助于神性而达到传播的人类共同生活原则，只有遵循这种原则，人们才能摆脱苦难，进入天国。
由此人们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爱自己并进而藐视上帝者组成地上之城，爱上帝并进而藐视自己者
组成天上之城”“天上的城与地上的城在世间始终交织在一起，⋯⋯两者享受同样的世间利益，或被
世间邪恶所折磨，但伴随着不同的信、望、爱。
”由于信、望、爱不同，因而“一部分人命定与上帝在一起进行永恒统治，另一部分人与魔鬼在一起
永遭劫难。
”是哲学主题转换的第二阶段，即神本哲学阶段。
从自然哲学向神本哲学转换，表明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崛起，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自然界的～部分，
而是看作某种独立的力量，然而却不能说明主宰它的原因。
文艺复兴以后。
哲学主题发生了第三次转换，即从神本哲学转向人本哲学。
因为正是在这～时期，人类不仅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找到了以
交换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发展方式，第一次发现了自身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维科独具慧眼，站在世界历史高度，第一次向世人宣告“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从此这一思潮汹涌
澎湃，构成了当今哲学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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