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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高兴有机会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书的中国读者写一篇序言。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87年。
我试图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形成的历史观）在哪些
方面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去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以及他们思想的哪些方面是需要予以舍弃的。
在这样做时，我尝试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和历史理论，即他们对过去的分析同他们的革命政治学
，也即同他们有关未来的预测区分开来。
正如韦伯所论证的，像其他的知识分支一样，在社会科学中，对任何事实命题是否正确做出的评价不
应该考虑这些命题提出者的政治或道德价值观，评价者也不应受自身政治或道德价值观的影响。
 例如，当马克思指出（见本书第8章第7节），英格兰的阶级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是先于工业和农业技
术新形式出现的时候。
承认或否认该命题为真，不应考虑命题提出者的政治动机，也不应受读者的政治倾向性的影响，而应
考察它在逻辑上是否前后一致，以及在经验上是否准确。
作为结果，马克思对英格兰经济发展的解释在原则上能够为任何人所接受，而不管他们在下一次选举
时是投保守党、自由党，或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票（假设他们能够做出上述选择）。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立场，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能够成为历史社会学的一个特定变体，而不是某种
个人认同的形式或某种政治忠诚的标签。
 类似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未来的预测（例如，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社会主义成功的必然性等
等）是否是真理，并不会对他们有关过去的分析的科学性产生任何逻辑上的影响。
正如解释一个足球队为什么会在昨天的比赛中失利要比预测它在明天比赛中的结果更为容易那样，在
对社会做出分析时，有多样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结果并不确定，这意味着我们所拥有
的更多的是后见之明，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普遍规律的有效性使我们能够对未来做出准确预测。
正如黑格尔那富于诗意的描述一样：“密涅瓦的猫头鹰[即智慧女神]只在黄昏降临之后飞起”，即智
慧总是在一天结束时才在我们的头脑中浮现。
 证明我们无力预测未来的一个典型例证可由我自己的一个不准确的判断来提供——它发表于1987年，
撰写于更早的时间（见本书第10章第244页），即：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非常稳定的结构”
。
尽管应该说，该判断是基于当时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学术专家的观点提出的。
为此，我在这里将努力克制自己不去对中国经济、社会或政治发展的未来做出任何预测。
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预测中国的经济将会停滞、政治将会分裂的人的错误应该成为
前车之鉴，对仍然试图从直接的、短期的趋势来推测未来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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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书是研究马克里历史理论的经典著作。
里格比在书中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探讨，围绕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是模糊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功能解释是不能回应对它的各种质疑的，正确
的解读是强调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具有首要性，强调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那些
发挥生产关系功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
在里格比看来，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目前的社会理论和历史学尚处于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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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S.H.里格比，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1955-）。
学术兴趣包括英国中世纪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英国中世纪文学、历史哲学和历史与社会理论两者之间
的关系。
其著作还包括《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和革命》、《中世纪的格里姆斯比：增长
和衰落》、《中世纪晚期的英国社会：阶级、身份和性别》、《文本中的乔叟：社会、寓言和性别》
和《理查二世时期波士顿的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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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马克思遗产的模糊性马克思对现代历史编撰所产生的普遍影响很少有人予以否定
，甚至他最尖刻的批判者也是如此：“他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很难否定，没有他，我们
的研究将会较少全面性和准确性⋯⋯通过改变历史思维的整体方式，他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马克思对现代历史研究的确切贡献却难于确定。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经常地被简约为对阶级的强调、或对“经济因素”的全面决定作用的强调。
像心理分析一样，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思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是以过分简单化
的方式被人们理解的。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认识，其动机大多源自于要在政治方面利用马克思和他的理论。
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的唯一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遗产本身就是矛盾和模糊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探寻一种单一的历史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更别提他们的追随者对他们著作
的解释和发展了。
存在一种经济决定论类型的马克思，正如存在一种对经济决定论提出批判类型的马克思一样，因为人
们能够援引马克思的论述做后一种类型的理解。
关键并不在于去试图确定马克思“真正”意指的是什么。
即使有可能通过某种精神交汇去接触到马克思的灵魂，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会是更多的话语和更多的文
本，需要我们去解释和研究。
我们能够将确定马克思“真正”意指什么的任务留给政治教条主义者去完成。
关键的问题是，在马克思提出的诸多思想中，我们希望将哪些思想运用于分析历史和当代社会？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论证，马克思也许可以被合法地理解为一位“生产力决定论者”，[第7页]他将社会
生产力的增长视为社会演进的主要决定因素。
本书第二部分将论证，人们也许可以援引马克思自己的论述来提供对生产力决定论的一种替代性观点
。
在本章，我们将论证，不仅在有关生产力决定论问题上，马克思的遗产有模糊之处，而且在历史唯物
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不可能确定一种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最常见的理解在于，它是某种形式的经济还原主义，是一种
对历史发展做一元因果解释的理论，其中只有经济因素在发挥积极作用。
甚至像柯林伍德（Collingwood）这样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学者都可能宣称，马克思相信，如果人们持有
某种哲学观点的话，那么“他们并不是出于哲学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才持有它们”。
毫无疑问，确实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他们借此去订正正统历史学所持的相反观点
。
宗教改革是现代欧洲形成过程中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梅林（Mehring）宣称它仅仅是在意识形
态层面对经济发展的反映，这种观点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集中表现，这种马克思主义将思想仅仅
描述为对真实的、积极的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
不时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会滑向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
例如，在1872年为《资本论》第1卷写的跋中，马克思提到他有关思维过程的观念与黑格尔的正好相反
。
对黑格尔而言，思维过程被转化为一种独立的历史因素，是它创造了现实世界。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类似地，英国政治经济学可以被说成是对英国经济状况的“科学反映”，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生产力
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
将思想说成是对物质存在的“反映”是在暗示思想的被动性和不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本人甚至表述了这样的想法，认为思想作为“愚蠢的东西”不会发挥历史影响。
他和马克思仅仅是否定思想能够发挥独立的历史作用。
确实，恩格斯曾将下述判断描述为“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即经济因素是历史变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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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决定因素。
但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指责的驳斥不可能被仅仅视为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
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批判了费尔巴哈（Feurbach）的唯物主义，[第8页]因为后者认为物质存在对观
念发生单向的作用。
意识不仅反映存在；而且在客观世界和“人”的活动之间、在物质存在和人的意识之间同时存在着互
动关系。
所以，既不能忽视意识的存在，也不能将它视为自主的历史力量，能够脱离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而
存在。
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某种形式的经济还原主义的认识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论断，即马克思将历史视为“
受结构制约的、具有必然性”。
 确实，能够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支持这种论断。
例如，马克思告诫《资本论》第1卷的德国读者，他们应该关注英国的情况，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
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甚至将这种模式应用于印度，宣称印度将被纳入欧洲资本主义市场，将追随欧洲发达国家的足
迹发展。
 类似地，他还论证，大工业的扩张和工业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加将最终破坏产生这些变化的社会。
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他生命临近结束时，马克思对某些人提出抗议，他们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概述视为必
须普遍经历的发展道路，视为“由宿命强加于所有民族的，而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俄国不必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它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俄国
农村的公社土地所有制也许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如果说马克思提出了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种发展路径的话，那么他同样也勾勒了从人类社会
最早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发展而来的其他历史路径。
从这种生产方式出发——马克思根据部落对剩余劳动的共同占有来界定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勾勒
了3种可能的发展道路：基于村社共同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剩余劳动由国家以税收形式占有；基于
奴隶制和城邦的古代模式；基于相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日耳曼模式。
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强调了历史演进道路的多样性。
例如，托洛茨基的农民革命理论明确揭示，诸如俄国等落后国家为什么不必追随西方的足迹发展，为
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变得可能之前不必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第9页]不管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有关俄国发展理论的实际历史价值有多大，但是人们很难引用它们来支
持这种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演进视为某种必然的或单线式的发展。
“必然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必然组成部分。
结构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是所有历史学和社会学著作关注的中心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能够将两种解释加以协调，即从有目的的个体行为出发做出的解释与相信人的思
想和行为是由社会决定的解释？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其中人的能动性据说不发挥作用
。
个人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傀儡，他们无力影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进程。
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宣称，他将个人仅仅视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
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那些仅仅将人描述为某种神秘历史的承载者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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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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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里格比学识渊博，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里格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如指掌，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研究非常熟悉，在书中给读者提
供了丰富的研究信息。
⋯⋯该书语言犀利，直接点出前人研究中的无义重复和逻辑错误，对撰写历史有深远的意义。
——A.G.迈耶，《美国历史评论》本书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做了最好的总结。
——J.布莱克和D.麦克瑞尔德，《历史研究》可读性和学术性都很强⋯⋯其深刻见识令人耳目一新。
——R.N.贝尔吉，《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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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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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里格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如指掌，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研究非常熟悉，在书中给读者提供了
丰富的研究信息。
⋯⋯该书语言犀利，直接点出前人研究中的无义重复和逻辑错误，对撰写历史有深远的意义。
——A.G.迈耶，《美国历史评论》本书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做了最好的总结。
——J.布莱克和D.麦克瑞尔德，《历史研究》可读性和学术性都很强⋯⋯其深刻见识令人耳目一新。
——R.N.贝尔吉，《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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