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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当人类历史跨进一个新时代时，人类总是禁不住要回首往事，反思自己走过的艰辛历程。
其目的不是为了历数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而是为了总结经验，超越历史，批判自身，为人类当下和
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这是哲学和史学独有的魅力，是人类形上致思本性和情结的体现。
所以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但另一方面，这种回顾又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人类的
过去，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人类的现在以及人类的未来，即通过对人类的过去的批判性反思，为人类的
当下和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因此马克思又称这种哲学的反思为“高卢的雄鸡”。
值此人类跃进新千年之际，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
本文力图通过对历史与人的生成的人学阐释，重新思考历史的内涵、动力、进程和人与历史的关系等
问题，从而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提供新的理解和说明。
　　对于什么是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历史发展的进程、人与历史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虽然自西
方历史哲学创立以来，无论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及后现代的叙事主义的
历史哲学都曾经或多或少、或主或次、或详或细地研究过，但是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
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思想则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从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
出发，去理解人类的历史。
因此，首先必须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人学的阐释，才能展示出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的深刻涵义，
为解决上述问题奠定基础。
　　这种新的阐述之所以是必需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
初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国内理论界通过异化、人道主义、主体性和
实践哲学等问题的探讨，对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做了诸多的阐释，并基本上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或实
践哲学）的理解框架。
“但是，对历史理论这个特殊课题，却很少有著作以它需要的持续和系统的方式去阐述。
”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称呼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变为“实践唯物主义”。
这样，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就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们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实践本质，另
一方面，却又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来统摄人类的历史，规律成了超人的规律，历史成了无人的
历史，这是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一种扭曲。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本身的需要还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都有必要来阐述马克思，重新从人学的视角
来阐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其次，在西方社会陷入深刻的文化危机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日益全球化的趋势对广大的第三
世界国家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究竟应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都是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密切
相关的。
但是，在对马克思晚年哲学思想的研究过程中，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
主要之点在于，不能把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放到马克思哲学体系之中去理解，而是立足于现实的需求把
其中的某一观点、思想从其整体中孤立地抽出来，然后根据当代的需要，把它放到晚年马克思理论探
索的相关的部分中进行分析和评价，因而对之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晚年马克
思”。
从而继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争论之后，又形成了晚年马克思的重大争论。
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对历史的理解，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理解。
　　第三，入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及世界哲学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域。
这既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开拓了新的领域，又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的
历史理论思想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是人通过自身的活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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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生成的过程。
虽然我们一直是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中去理解，但是由于视角的局限，我们在理解
马克思哲学时比较关注的是它的唯物主义性质、辩证法思想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等等
。
但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直接
来源，仅限于此并不能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全部本质。
实质上，就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其思想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阐释
。
特别是在历史哲学领域，从维柯经法国启蒙思想家到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发展，向马克
思展示了一个关于历史与人之生成的一致性的思想发展序列，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了近代以来西
方历史哲学的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的。
因此，随着人学的兴起，对西方近代以来人学思想研究的日益深入，为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提
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使我们能够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人学的阐释。
同时，人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发展亦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做出回应。
但是，真正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出发去阐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对其各个不同的时期
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总体把握的研究尚未出现，这是写作本书重要原因之所在。
　　第四，这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本身的需要。
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阐述，人们习惯于历时的方式，即通过分析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线索，来阐述
马克思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提供一部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
这是与马克思缺少一部系统而全面地阐述自己理论体系的著作密切相关的。
但是，这种理解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人们的目光更多地关注其成熟时期。
但实际上，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早期，就已孕育了其全部思想的萌芽，而中晚期的思想既是早期
思想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对其早期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因此不应囿于时间的限制，而是要追寻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总体上的把
握。
　　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过程中，之所以存在着青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
争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没能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而是执著于马克思
各个不同时期的理论本身和马克思阐述自己理论所运用的不同的话语体系。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揭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的核心就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
及其存在方式的阐释。
实际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并不像传统所理解的那样，马克思首先继承了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
家的思想，并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而历
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这种传统的理解模式并没有真正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历史哲学理论。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分析，批判地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哲学传统，建构自己
独特的历史哲学理论。
正是在这一历史哲学体系之中，马克思将自己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统一起来。
也正是借助于这一体系，马克思不但终结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而且开创了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
学的先河。
　　但是，在当前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哲学体系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
注意。
首先，就国内的研究来看，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从马克思早期的思
想出发，通过对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实践本质及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出发，尝试建构新的马克思哲学
体系。
无论其名称如何，如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类哲学、生存哲学等，其理论的基础都是马克思早期
对人的形而上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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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出发，试图对传统所理解的历史唯物
主义进行新的阐释，以解决老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矛盾。
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当前中国社会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这两种理解方式都没能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视为一个整体，前者过于强调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而后者
则侧重于晚年马克思的现实历史意义。
其次，就国外的研究状况来看，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出发，通过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力图以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为基础建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并由此转向对当代
资本主义的批判。
其典型的代表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关注老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认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
间存在着一个思想上的断裂，马克思正是抛弃了其早期的不成熟的思想，才建构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科
学的理论体系。
这一派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其著名的命题是“马克思认识论的断裂”。
同时，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学派亦期望以马克思的哲学来补充自己的体系，从而形成了对马克思哲
学的诸多不同的理解。
但是在这诸多的理解中，很少有人将马克思的哲学视为一个整体，而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其中的
不同部分为己所用。
因而没能形成一个对马克思哲学体系的一个总体的把握。
但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大多都非常重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
论述，并以此为出发点，来重构马克思的哲学体系。
这一倾向与当前日益深入的人学研究相结合，既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也为我们批判地分析对马克思哲学的传统理解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马克思哲学的传统理解，其根本缺陷就在于其否定了人的存在及其价值。
从本质上说，对马克思哲学的传统理解是建立在一种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自然本体论根植
于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经过恩斯特·海克尔、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形成了解释马克思哲学的
理论基础。
这一方面是由于恩格斯晚年为了批判杜林等人的唯心主义的需要，而对18世纪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新
的阐述，另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早期的诸多的哲学著作尚未发表所造成的。
这种传统的理解通过一种无限还原的方式，将现实世界的一切都还原为自然的物质，从而形成了“世
界的物质统一性”。
将这种思维方式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列宁所说的，“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
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
把它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从而为研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准。
但是这样，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动的阐述，就变成了僵死的教条，而
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从而把人类的历史非人化了。
这既曲解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本意，又遮蔽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的深刻内涵。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社会历史理论。
马克思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继承者和批判者，他的研究也是从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分析出发的
。
但是，马克思与其先辈思想家不同，他没有停留在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上，而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
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将人的本质与现实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对历史的理解也不是
为历史而理解历史，而是通过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将历史看作是人的活动的历史，从而
建立了全新的历史哲学体系。
　　首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的异化的批判分
析，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通过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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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正是借助于人的实践活动，才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因为人的活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人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将自身的本质赋予外在的自然界，从
而使自然界具有了人的属性，成为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将自
身的本质外化于自然界之中，因而这也是人自然化的过程。
因此，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统一的，二者统一于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之中。
这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的基础。
在以后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形而上的高度全面地阐述了历史
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初步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了分期，这些都是基于马克思对人的本
质及其存在方式的认识。
　　其次，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对人类历史的这种抽象的理解，而是始终将其与现实的分析结合起来
。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
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
阶段。
”因此，必须根据每一时代自身的特点进行具体地分析。
因为历史作为人类自身活动的表现形式，是人自身活动的结果，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示，只
能具体地分析每一时代人类社会的具体状况，才能真正认识并把握每一时代的历史。
因此，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始终存在着双重的逻辑：一方面是马克思在形而上的层面，从人的本质
出发，通过阐述劳动、交往和分工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另一方面是马克思
将其对人类历史的形而上的分析用于批判资本主义，从而揭示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即我们传
统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由于马克思在那一时期所接触到的主要是西欧的历史材料，因此这种具体的分析是有局限性的
，它只适用于西欧的历史。
在马克思晚年接触到非欧社会的历史材料之后，这种现实的批判就转向了人类学的批判。
表现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东方社会理论之中。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人类学的批判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其对人类
社会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分析，而是始终以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为指导的。
因此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断裂，而是密切联系的
统一整体。
正是在这一统一的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展示了人类通过自身的创造性的活动来创造历史，并在历史
中现实地生成的过程，从而超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开创了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先河。
　　但是，在本书的阐述过程中，一方面为了区别于人们习惯的历时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
突现马克思在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所实现的革命性的变革，本书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逻辑作为
一个隐含的线索用于统驭全文，在叙述上则以主题的形式从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动力、历史的进程等
几个不同的主题分别阐述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进程，以揭示马克思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并在全书的结束时，以一章的内容对马克思历史哲学进行总结。
本书认为，马克思对于历史哲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把人的现实活动与历史结合起来，指明了人
类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双重的生成过程，一方面是历史对于人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是人对于历史的生
成过程。
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类的现实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之中。
而且正是在这一生成的过程中，人类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才统一起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才能表
现为一个人类不断地自我超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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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与历史是统一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人通过自身的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
西方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逐步揭示人与历史的这种统一性。
本书提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始终存在着双重的逻辑：一方面是人自身发展三阶段理论；另一方面
是他对人类历史的具体分析，即西欧的五大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
这两个层面是统一的，只不过言说的语境不同。
正是在这统一的历史理论中，马克思展示了人与历史的生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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