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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的发展路径与当代价值
) ) ) 唯物史观两种范式的比较研究

陈新夏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 /关于社会 (历史 )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0和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0, 作为对唯物史观的两种表

述, 分别内含着唯物史观研究的规律范式和实践范式。规律范式侧重于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 体现了对旧历史观超越的

本质,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实践范式蕴涵着规律范式, 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

确立实践范式, 有助于回应唯物史观所面临的挑战, 凸显唯物史观的当代性和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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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 (历史 )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0和 /关
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0, 作为唯物史观

的两种表述,皆具有文本依据且比较切近地表征了

唯物史观的性质。然而,两种表述也有重要的区别,

区别之一即在于分别侧重于 /规律 0和 /实践 0的研

究范式。在文本追溯和现实观照的结合点上厘定二

者的关系,关系到唯物史观发展路径的选择以及对

唯物史观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释。

一

将唯物史观理解为 /关于社会 (历史 )发展一般

规律的科学 0, 是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思想。在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 唯物史观首先是一种科学认

识,是对社会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从研究逻辑上看,唯物史观的形成,经历了从确

立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到实际地探索社会关系、社会

物质体系及其本质和规律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恩

格斯所指出的,唯物史观的创立始于对物质利益问

题的关注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 /苦恼的疑

问 0的思考, 对人活动动机背后物质动因的追寻,以

及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考察。这三种探究理

路,共同指向对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对

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揭示了 /市民社会 0对
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对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的及其社会关系的考察, 揭示了人及其生存对社会

存在和社会关系的依赖性, 以及人的实践对于社会

条件和关系的超越性;对人活动动机背后物质动因

的追寻,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对人类生存

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基于上述研究逻辑,马克思、恩

格斯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
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

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

的基础0 [ 1 ] ( P92)
,阐释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近代以来,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提出了各民族历

史发展具有重复性的思想。康德进一步认为, 人类

历史受普遍规律支配, /人类的行为, 却正如任何别

的自然事件一样, 总是为普遍的自然规律所决定

的0 [ 2 ] ( P1)
。黑格尔强调历史的内在联系, 认为 /历史

上的事变各个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

的联系只有一个0 [ 3] ( P5)
。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前

人的基础上,致力于 /发现现实的联系, ,发现那

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

运动规律 0 [ 4] ( P247)
。他们从现实的人及社会条件出

发, 从多重视角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

马克思在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明确指出: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
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

系, 他 在 社 会 意 义 上 总 是 这 些 关 系 的 产

物。0[ 5] ( P101) 102)
并断定: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

生产力 ) ) ) 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 因为任何

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是以往的活动的产

物。0[ 4] ( P532)
为了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 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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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确定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与社会发展水平

一一对应的制约关系: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

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

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

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

资本家的社会。0 [ 1] ( P142)
在 53政治经济学批判 4序

言 6中, 他对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精辟的概述: /人

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

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

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

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

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

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

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

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

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

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

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

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

变革。0[ 5] ( P32) 33)
这一经典表述, 清楚且毋庸置疑地

宣示了唯物史观作为 /关于社会 (历史 )发展一般规

律的科学0的性质。
经典作家如此肯定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以

至于无论其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特别强调唯物史

观的这一意蕴。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

大发现, 就在于 /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

律 0 [ 6] ( P776)
, 找到了一条 /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

意识,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

存在0 [ 6 ] ( P365)
的道路。卢卡奇认定,历史唯物主义无

疑 /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

法。0 [ 7] ( P306 )
前苏联学者则指出: /唯物主义历史观

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

学。0
[ 8] ( P1) 2 )

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

科书也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一

般规律的科学。0[ 9] ( P32)
可见, 将唯物史观界定为关

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已成为共识甚至常识。

反向地看,唯物史观受到的种种非难,也多集中于其

科学认识方面, 如被指责为 /经济决定论 0, 被指责

为不关注人因而存在着 /人学空场0等。

唯物史观之所以称其为人类认识史上的最大成

果之一,被视为现时代不可超越的社会历史理论,首

先就在于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将对社会历史

的理解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而建构了迄今为止

最为严密的社会历史宏观解释框架。由此可见, 将

唯物史观理解为 /关于社会 (历史 )发展一般规律的

科学 0, 抓住了唯物史观超越以往历史观的特质。

从方法论上看,在这一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方式中,核

心的概念是 /规律0,故而这一研究范式可称为规律

范式。

二

关于唯物史观的另一种表述, 是恩格斯在 5路

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6中给出
的, 他在揭示了费尔巴哈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后

指出: /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 必定会有人走的。

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

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

替。0[ 4] ( P241)
这里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

学0指的正是唯物史观。应该指出的是, 这并不是

一个偶然的提法,其含义可溯源至马克思、恩格斯各

个时期的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向来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

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在 51844年经济学 ) ) ) 哲学手
稿6中,马克思分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特征,

论述了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他认

为, 与动物不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

行生产,人的活动是一种构造性的、对象化的活动,

活动的结果,无论是人化自然物还是社会事物,都具

有为人的意义,是主体本质的对象化。由于实践的

对象化特征,人改造过的自然已不同于先于人类存

在的天然的自然, 而是打上了人的意识和意志的烙

印,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人们可以从中读出前人

或他人的思想。有鉴于此,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

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

的本质力量的书, 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

理学 0 [ 10] ( P88)
。在确认实践的创造性和对象化的基

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创造历史的著名论断: /整

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

程, 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0 [ 10] ( P92 )

在5神圣家族 6中,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
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 不是-历史 . ,而正是人,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 .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

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

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0
[ 11] ( P118) 119)

这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如下的观点: /历史 0本身

并不是某种独立于人的主体, 更不是某种神秘的力

量, 如 /上帝 0、/天意 0或康德的 /大自然 0、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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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绝对精神 0等, 人是历史的主体, 人的活动构成

为历史,历史即人的活动史或实践史。

5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6凸显了实践的革命的、

批判的意蕴,将实践作为人与社会内在联系的基础,

从实践出发解释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 不仅从社会

关系出发理解人的本质, 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

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以实践为中介,辩证

地说明了人与社会 (环境 )的关系, 同时又从实践出

发理解社会,断定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即全

部社会生活 ) ) ) 社会物质体系、关系 (制度 )以及由

此决定的社会意识,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是在实

践中发展的,社会生活的根基就是以物质资料生产

和再生产为核心的人的实践。

5德意志意识形态 6进一步展开了上述观点,指

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

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人

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 . ,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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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

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0[ 1] ( P78) 79)
鉴于物质资料生

产的基础性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唯物史观

/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 而是始终站在

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

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0 [ 1 ] ( P92)
, 并指

出: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

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

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 人本身就开

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

料, 同时 间接地 生产 着自己 的物 质生 活本

身。0 [ 1] ( P67 )
也就是说, 物质生产活动表征着人与动

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文本列举表明, 经典作家反对神秘主义的历史

观,他们并不认为历史独立于人之外,也不认可历史

仅仅是物质条件的发展史。在他们看来, 社会生活

是人的创造,其主体是人而不是物,历史就是人的活

动史。进一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人的劳动

(生产实践 )既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又是其他所有历

史活动的基石。这种理解, 既意味着社会物质生活

决定精神生活, 也包含历史即人的活动史之义。正

因为如此, 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 /在劳动

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

别 0 [ 4] ( P258)
。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的根本对象

是人的活动及其发展,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

种实践史观、劳动史观。

以往对唯物史观理解的一个误区, 是将社会历

史主要理解为物质条件和关系的运动过程, 将历史

规律归结为物质体系和关系的运动规律。无疑, 在

历史过程中,人的活动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

会关系,然而, 物质条件和关系的作用却是通过人的

活动来实现的,它们既是人活动的基础,又是人以往

活动的结果,同时还是人改造或创造的对象。物质

条件和关系的 /既成 0性,只是相对于某一特定时代

的人而言的,而并非是某种先在于人类实践的、始终

如一的东西。唯物史观之 /唯物0,就在于它承认实
践是社会历史的基础以及物质条件对人活动的客观

制约性,而并非将历史归结为物质条件和关系的运

行过程。同理,历史规律亦不能归结为物质条件和

关系的运动规律。历史规律本质上是人的活动规

律, 物质体系及其关系的规律只是其客观外在的表

现而已。

马克思断定, 社会形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自然

史的过程,认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甚

至肯定了 /手推磨0和 /蒸汽磨 0与社会形态的对应

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似乎主张只有物质条

件和规律是主动的,人则处于被决定的从属地位,但

其实不然。所谓 /自然历史过程0一说, 是就社会史

与自然史总趋势相同或相似而言的, 意在强调人的

活动结果不完全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 也可

以说是必然性,而并不是说社会发展等同于自然发

展。恩格斯关于 /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
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

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

作用的合力, 就是历史 0 [ 4] ( P248 )
的论述, 便是对其恰

当的注解。至于工具与社会形态的对应关系, 亦不

难理解。自然界没有产生任何 /磨 0, 无论是 /手推

磨0还是 /蒸汽磨0, 其本身都是人的活动的产物。
综上可见, 社会条件和关系及其规律的客观性

就在于其既定性,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绝非

外在于甚至先在于人。历史规律本质上是 /人们自
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0 [ 6] ( P634 )

,是人在一定物质条件

和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选择、创造与超越的总趋势,是

物质条件和关系制约人与人对其超越的统一。社会

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的总趋势, 体现着人类追求更

高层次的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性, 物质条件和关系的

运行规律就蕴涵在人的活动之中。从方法论上看,

在这一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方式中, 核心的概念是

/实践0,故而这一研究范式可称为实践范式。

三

长期以来, 唯物史观研究中通行或侧重的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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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范式。究其原因,似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与唯物

史观在社会历史认识领域的开创性相关。唯物史观

在历史观上的开创性突出表现在科学地阐明了社会

历史的发展规律,以至于人们在对它的解读中特别

注重了这一方面。二是历史任务决定了马克思的社

会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转向的过程, 从关心人本身

转为主要对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探讨。三是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在论及唯物史观的意义时, 总是特别强

调其科学认识的方面。

规律范式的研究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 因为它

彻底划清了与旧历史观的界限,凸显了唯物史观最

为鲜明的特征和创意, 体现了对旧历史观超越的本

质。从规律范式解读社会历史,是唯物史观之所以

/唯物0的方法论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

反复强调的,也是必须坚守的。然而,这一范式由于

侧重于揭示和解释社会历史,侧重于社会发展的合

规律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直接地看, 在内容

的涵盖上比较狭窄, 特别是未能充分体现社会历史

发展的合目的性和价值取向,或者说,存在着合目的

性与价值取向缺位的问题。一直以来, 唯物史观被

归结为对社会历史的认识, 其实践性和价值取向的

本质及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或遮蔽, 就是例证。

与规律范式不同, 唯物史观研究的实践范式从

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和导向社会历史, 体现了科

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实践范式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实践性本质特征的直接体现, 同时又蕴涵着规

律范式。由于历史规律是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
规律0, 对历史规律的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的活动研

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或者说,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

史发展的科学 0理当包含 /关于社会 (历史 )发展一

般规律的科学 0。因此,实践范式在当代唯物史观

建构和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

的统一。

由于对历史本质的理解所限, 以往对唯物史观

界定的一个误区,是只强调其反映功能而相对忽视

其实践性,忽视其引导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

诚然, 基于形势和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致力于

批判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特别反对离开科学认

识抽象谈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反对打着社会主义

名义的道德说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甚

至回避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追求人的解放和实现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始终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

价值取向和实践诉求。历史的人为性, 决定了历史

观在重视 /物 0的同时更关注 /人 0,体现人的价值定

位、价值取向和选择,体现人的本质发展要求。也就

是说,作为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 唯物史观不仅应认

识历史之 /实然 0,反映历史的真相, 揭示、分析和预

见社会发展的规律、机制及趋势, 更应预测和设计历

史之 /应然 0, 探究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之关系, 追

求理想的境界,确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并设定社会发

展的目标。非此,则无从确定人的活动的主体根据,

亦难以把握人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以 /使现存世界

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0 [ 1] ( P75)
为使

命的唯物史观,必须体现人的本质发展的主体性要

求, 引领社会的进步。反之,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知识经济已露端倪的当代, 鉴于人类实践日趋增强

的主体性,离开对人的活动动机、目的、需要和利益

等价值因素的理解, 所谓社会发展的 /趋势0和 /必

然性 0,根本无从确定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 唯

物史观应是价值取向与科学认识相一致、以人为本

与以物为基础相统一的社会历史观。

确立实践范式, 有助于回应唯物史观所面临的

挑战。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曾有诸多批评, 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对历史决定论的诘难。卡尔#波普尔
曾以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

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

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0为前提, 推导出 /我们不能

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0 [ 12] ( P1)
, 从而得出 /历史

决定论不能成立 0 [ 12] ( P2)
的结论。随着知识经济时

代的到来, 这一问题似将更显尖锐。然而, 仔细分

析, 波普尔所否证的,只是线性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宿

命论,并不足以否证所有的历史决定论。基于 /整

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

程, 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0和历史规律是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 0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决定论,并非历史宿命论, 其要义在于揭示社

会历史过程中人的活动的基本趋势, 这趋势并非先

定的,其根据不是某种神秘的因素,而是人不断超越

自身和环境的需要及其现实表现之人改造世界的实

践。需要的超越性及其与物质条件和知识的互动,

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无论是传统经济的发展还是当

代知识经济的进步,无论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还是知

识的增长,都是由人的超越性需要所决定的,符合由

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趋势或规律, 也都可以在人的

需要及其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

说, 历史无疑是有规律的、决定的,对 /历史决定论 0
的诘难并不能成立。

确立实践研究范式,有助于凸显唯物史观的当

代性和当代价值。从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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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 0出发确立实践研究范式, 对于唯物史观的

当代建构及其当代价值的拓展和实现, 具有重要的

意义。时代背景的转换, 决定了历史观的功能不仅

在于解释和论证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及合规律性,更

在于确立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导向和引领

社会的发展方向及其目标。现实表明, 现代化建设

要按规律办事,也要体现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共十六大以来的科

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当代

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发

展问题,更是价值取向问题,都不仅有赖于正确认识

和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有赖于确立合理

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当前,广为人们关注的社

会公平正义问题、民主问题、民生问题、和谐问题等

等,都并非仅仅遵循规律所能解决的,而应诉诸于价

值选择及相应的实践:一方面, 对这些问题应给予社

会学、政治学 (政治哲学 )、伦理学等方面的解读,特

别是作出历史观层面的理解和探讨; 另一方面,应在

价值选择的基础上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 使社会

运行更趋合理。

历史观既有科学与否之分,也有合理与否之别。

从实践范式入手理解社会历史,不仅可以确立社会

发展的科学认识,也有助于确立社会发展的价值取

向,达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因此,确立实

践研究范式,有利于进一步开放唯物史观的发展空

间, 推进唯物史观的当代建构,亦有利于确立社会发

展的价值取向,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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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ing Approach ofH istorica l

V iew ofM ateri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 ) )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wo Patterns from H istoricalV iew ofM aterialism
CHEN X in- x ia

(S chool of Law and P olitics, Cap italN ormal University, B eijing 100089, China )

Abstract: The two statements of h istorical view o fmateria lism, nam ely, / sc ience of general law for soc ia l

deve lopm ent0 and/ science of the rea l being of peop le and the h istorical development0, conta in tw o pa-t

terns o f law and pract ice respect ive ly. The law pattern emphasizes particu larl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 f his-

to ry scient ifically, reflecting the exceed ing of the o ld h istorical view, w hile the practice law conta ins law

pattern, reflecting the natures in acco rdance w ith law and a im. The establishm ent of practice pattern is

conducive to the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histo rical v iew ofmateria lism asw e ll as its contemporary nature

and va lue.

KeyW ords: h istorica l v iew o fmateria lism; law pattern; practic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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