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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克思早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
’

梅荣政 刘德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若的《德愈志愈识形态》中第
,

一次作了全面的论

述
。
1 8 4 5 年以前

,

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 1 8 3 5 年—

18 4 3 年春
,

是

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的时期 , 1 8 ,4 3年 X—
1 8 4 5年春

,

是转向唯物史观的时期
。

这两个阶段虽

然都具有过渡的性质
,

但是既有质的不同
,

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

可以说
,

前一时期是后一

时期的必要准备
,

后一时期是前一时期合理因素发展的必然归宿
。

长期以来
,

学术界对于马

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前的历史唯心主义
,

论述较多
,

而对于他这个时期历史观中的合理的理

论因素及其特点
,

系统发掘和研究不够
。

这种情况实际上把前后两个阶段割裂开了
,

很难从

内部联系上说明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有机过程
。

为克服这一缺陷
,

具体地
、

准确地把握马

克思这一时期历史观的特点
,

本文试图对 1 8 4 3 年春以前落藏于马克思历史观中的革命 现 实

主义的内容
、

特点作些初步探讨
,

恳求得到指教
。

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 8 4 3年春以前
,

马克思的历史观从总体上说是唯心主义的
,

但是其中包含不少为后来转

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莫定基础的合理因素
。

这些因素构成马克思早期历史观中的革命现实主义
。

如果说
: “

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
,

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

理解
。 ”
O 那么

,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

来探讨这 种革命现实主义
,

就自然会感到它是历史

唯物主义的一种征兆
。

马克思青年时期
,

在思想上一度产生这种独特的社会历史观点
,

绝不是偶然的
。

它是德

国社会政治
、

经济的现实同黑格尔庞大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间的尖锐矛盾的一种反映
,

不能

不带有某种时代的特点
。

我 们 知 道

,

19 世纪的 3 0一 40 年代
,

德 国 日 益 发 展 起 来 的 资 本 主 义

工 业 经 济 同 封 建 专 制 制 度 的 矛 盾 不 断 加 深

,

社 会 各 阶 级 的 根 本 利 益 的 冲 突 日 益 加 剧

。

面 对 着

错 综 复 杂 的 社 会 矛 盾

,

各 个 阶 级 的 思 想 代 表

,

按 各 阶 级 的 利 益 和 要 求 提 出 了 整 治 社 会 的 种 种

药 方

。

在 当 时 诸 思 想 派 别 中

,

影 响 最 大 的 要 算 是 德 国 资 产 阶 级 世 界 观 的 代 表 黑 格 尔 哲 学 体 系

,

它 有 极 其 宏 伟 的 厉 史 观

。

但 是

,

由 于 德 国 资 产 阶 级 本 身 的 软 弱 性 和 妥 协 性

,

黑 格 尔 没 有 从 他

的 辫 证 法 原 则 本 身

,

而 是 从 建 立 他 的 哲 学 体 系 时 的 社 会 环 境 作 出 了 保 守 的 政 治 结 论

,

因 而 他

未 能 对 社 会 矛 盾 提 出 的 现 实 任 务

,

作 出 科 学 的 解 释

。

继 后 的 青 年 黑 格 尔 派 抛 弃 了 黑 格 尔 哲 学

的 保 守 的 论 点

,

对 当 时 的 思 想 解 放 起 过 重 大 的 作 用

,

但 是 他 们 在 自 我 意 识 哲 学 的 支 配 下

,

把

革 命 限 制 在 理 论 变 革 的 范 围 内

。

这 种 社 会 历 史 特 点

,

在 思 想 理 论 战 线 上

,

一 方 面 客 观 上 要 求

,

本 文 所 说 的 马 克 思 早 期 历 史 观 限 于
1 8 35一 18 4 3年 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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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别 是 作 为 当 时

“

德 国 思 想 发 展 的 最 复 杂 但 也 最 准 确 的 指 标

” ② 的 黑

格 尔 哲 学 体 系
,

去 重 新 探 索 真 实 的 历 史 过 程

,

科 学 地 解 释 德 国 错 综 复 杂 的 现 实 社 会 矛 盾

,

找

出 改 造 德 国 社 会 的 正 确 道 路

。

另 一 方 面

,

长 久 以 来 庞 大 的 黑 格 尔 哲 学 体 系

,

仍 然 以 一 种 巨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

禁 锢 着 人 们 的 思 想

,

直 接 强 烈 地 影 响 着 包 括 青 年 马 克 思 在 内 的 一 代 人

,

使 之 不

能 在 短 期 内 根 本 摆 脱 黑 格 尔 观 念 的 束 缚

。

青 年 马 克 思 就 是 在 这 种 特 定 的 历 史 环 境 下

,

开 始 自

己 的 理 论 与 革 命 实 践
活 动 的

。

作 为 坚 定 的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者 的 青 年 马 克 思

,

从 彻 底 变 革 社 会 现

实 的 强 烈 热 望 出 发

,

力 图 抓 住 社 会 历 史 的 真 实

,

探 索 改 造 现 实 社 会 的 客 观 规 律

。

但 是 这 种 探

索 又 没 有 根 本 摆 脱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体 系

,

因 此

,

这 就 不 能 不 在 青 年 马 克 思 早 期 理 论 创 作

活 动 中 产 生 矛 盾

:
力 图 反 映 社 会 历 史 真 实 同 受 黑 格 尔 客 观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体 系 的 深 刻 影 响 之 间

的 矛 盾

。

马 克 思 在
1 8 4 3 年 以前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

就 是 他 思 想 上 已 经 产 生 但 又 尚 未

充 分 发 展 的 上 述 矛 盾 的 理 论 反 映

。

它 是 马 克 思 唯 物 史 观 形 成 以
前

,

以 客 观 现 实 主 义 态 度 去 认

识 和 理 解 社 会 历 史 的 观 点

。

这 种 观 点 若 明 若 暗 地 存 在 于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体 系 的 外 壳 之 中

,

而

又 表 现 出 独 特 的 内 容

。

列 宁 说

:

解 决 社 会 科 学 问 题

, “

最
可 靠

、

最 必 需

、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不 要 忘 记 基 本 的 历 史 联

系

” ⑧
。

为 弄 清 马 克 思 早 期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

我 们 对 它 的 发 展 作 些 粗 略 的 历 史 考 察

二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观 点 的 初 步 确 立

马 克 思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

最 初 表 露 在 他 中 学 毕 业 论 文
《 青 年 选 择 职 业 的 考 虑 》

( 1 83 5 年 ) 中
,

他 在 那 里 提 出 了 关 于 客 观 社 会 现 实 决 定 人 们 寻 求 职 业 的 主 观 臆 念 的 独 特 见

.

解

④
。

在 大 学 时 代

,

马 克 思 研 究 黑 格 尔 哲 学

,

照 其 客 观 性

、

辩 证 性 和 能 动 性 原 则

,

着 力 去
观

察 社 会 历 史 和 现 实

,

确 定 哲 学 要 反 映 现 实 社 会 内 部 所 固 有 的

、

作 为 社 会 历 史

“

自 我 运 动

” 、

自

我 发 展 的 规 律 性

,

从 而 滋 长 着 自 发 的 唯 物 主 义 倾 向

,

构 成 他 历 史 观 上 的 黑 格 尔 哲 学 体 系 同
对

现 实 生 活 的 客 观 解 释 的 矛 盾

。

18 4 1 年 马 克 思 完 成 的 《 博 士 论 文 》 ,

第 一 次 以 一 种 哲 学 形 态 表 现 了 自 己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观 点

。

四 十 年 代 初 的 德 国

,

社 会 矛 盾 日 益 尖 锐

。

已 经 确 立 了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立 场 的 青 年 马 克

思

,

苦 苦 思 索 着

:

怎 样 消 除 社 会 灾 难

,

使 人 摆 脱 专 制 压 迫
? 哲 学 同 生 活 如 何 联 系 起 来 ? 在 思

考 和 探 索 中
,

他 广 泛 地 钻 研 哲 学 史

,

从 中 发 现 伊 壁 鸿 鲁 等 哲 学 体 系 同 希 腊 生 活 的 关 联

,

认 为

伊 壁 鸿 鲁 在 自 己 生 活 的 时 代

,

已 经 以 素 朴 的 形 式 初 步 提 出 了 近 代 卓 越 思 想 家 们 力 求 解 决 的 根

本 性 的 政 治 和 哲 学 问 题

。

于 是

,

他 企 图 通 过 对 古 希 腊 早 期 哲 学 思 想 的 批 判 认 识 来 为 分 析 现 代

的 社 会 关 系 找 出 理 论 根 据

。

这 一 根 本 出 发 点 决 定 了 《 博 士 论 文 》 中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

.

第
一

,

把 积 极 干 预 和 改 变 现 存 社 会 制 度 规 定 为 哲 学 的 根 本 目 标

。

马 克 思 从 哲 学 和 历 史 发 展 的 关 系 上 探 讨 了 哲 学 的 本 质

。

他 根 据 黑 格 尔 关 于 精 神 和 具 体 世

界 之 间 的 内 在 联 系 的 原 则

,

提 出 哲 学 精 神 的 发 展 是 通 过 与 世 界 的 一 种 特 殊 的 相 互 作 用 而 实 现

的

。

这 是 一 个 既 对 立 又 统 一 的 过 程

:

当 世 界 合 理 发 展 时

,

精 神 就 和 世 界 协 调 一 致
,
当 世 界 变

得 不 合 理 时
,

精 神 就 从 世 界 分 离 出 来

,

作 为 意 志 同 它 对 立

,

以 便 扬 弃 自 己

,

在 世 界 哲 学 化 的

过 程 中

,

使 世 界 重 新 获 得 合 理 的 性 质

。

整 个 世 界 历 史 就 是 哲 学 和 世 界 的 辩 证 过 程

。

这 里

,

虽

然 精 神 是 绝 对 创 造 活 动 的 力 量

,

但 是

,

世 界 历 史 内 部 的 辩 证 矛 盾 却 是 发 展 的 动 力

。

这 个 区 别

于 黑 格 尔

,

也 区 别 于 鲍 威 尔 的 崭 新 哲 学 见 解

,

为 哲 学 积 极 干 预 和 改 变 现 存 社 会 制 度 提 供 了 理

论 根 据

。

在 马 克 思 看 来

,

当 时 的 普 鲁 士

,

正 是 哲 学 和 变 得 不 合 理 的 社 会 现 实 处 于 分 裂

、

矛 盾



。

“ 克 思 对 德 川 社 会 现 实 的 彼 做 举 在 他 的 政 价 诗 以 就 强 烈 地 次 现 出 来 f
。

在 这 里

, `
今

克 思 论 证 了 树 学 精 川
. fj’ 规 律 地 向 革 命 实 叭 过 渡 的 原 则

。

指 出 改 选 不 合 理 的 肚 界

.

建
l’I

.

新

’
l几活

,

楚 哲 学 生 活 途 径 之 最 集

,
卜 的 衰 现

,

是 哲 学 的 根 本 :ll 标
, “

正 象 件 罗 米 修 斯 从 天

_

L盗来天 火 之

后
,

开 始 从 卜 地

_

..1
.

准 屋 安 家 一 样

,

哲 学 把 握 了 整 个 t:ll 界之后
,

就 起 来 反 对 现 存 l比界
。 ”

内

马 克 思 认 为

,

伊 壁 鸿 协 原

一

.I 偏离血线运动学说的价位
,

在 J
;

沦 证 了 个 人 意 识 在 无 能 为 !)

和受压迫的世界中
,

如 何 不 受 外 部 命 运 的 支 配

,

而 确 立 自 山

。

似 是

,

伊 璧 鸿 价 把 个 人 意 识 同

l让界 时立起 来
,

使 精 神 不 能 作 用 于 周 圈 环 境

,

这 种 绝 对 自 山 不 可 能 是 现 实 的

。 ’
红 克 思 的 这 收

思 想 在 莱 种 程 度 上 摒 弃 了 然 格 尔 关 于 哲 学 是
“

纯 思 想 的 王 网

”

的 说 教

,

也 突 破 了 介 年 黑 格 尔 派

`
批 判 哲 学

”

的 局 限 性

。

第 二

,

把 攻 击 神 灵 价 仰 作 为 同 现 存 杜 会 制 度 作 斗 争 的 贡 耍 方 面

。

在 当 时 的 普 奋 士 基 价 教 国 家 中

,

宗 教 统 治 就 是

“

政 府 愈 志 的 洪 拜

” 。

对 宗 教 的 批 判 是 反 映

反 对 派 政 治 观 点 的 主 要 表 现 形 式

。

对 马 克 思 来 说

,

是 他 强 烈 要 求 改 造 不 合 理 的 社 会 现 实 的 一

个 屯 要 侧 面

。

马 克 思 在 论 文 的 附 录 中

,

通 过 论 述 普 卢 塔 克 对 伊 璧 鸿 普 的 政 治 批 判

,

捍 卫 了 伊

壁 鸿 香 的 无 神 论

,

驳 斥 了 普 卢 塔 克 关 于 神 灵 信 仰 的 论 证

,

并 利 用 了 谢 林 早 期 著 作 中 所 持 的 反

宗 教 的 论 点 驳 斥 了 他 晚 年 的 反 动 神 学 世 界 观

.

谢 林 是 在
1 8 4 t 年 2 月 被 普 鲁 士 国 家聘 请 到 柏 林

来 宜 传 反 动 的 浪 漫 主 义
,

讨 伐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的

,

所 以 马 克 思 抨 击 年 老 的 谢 林 本 身

,

就 具 有 尖

锐 的 性 质

。

不 仅 如 此

,

在 论 文 的 序 汀 中

,

马 克 思 借 普 罗 米 修 斯 的 格 言 公 开 宣 布

: “

说 句 真 话

,

我 痛 恨 所 有 的 神 灵

” ⑥ , “

反 对 一 切 天 上 的 和 地 下 的 神 灵

。 ”
0 所 谓

“

地 下 的 神 灵

” ,

无 疑 是 指 当

时 德 国 的 反 动 幕 政 和 压 迫 制 度

。

马 克 思 还 指 出

: “

万
卑 的 粤 枣 对 f 导粤的特牟妙辱半谗

,

罄 回

浮 件 的 甲 字 对 于
丁

举 砂 辱 半 谬
丁

修

,

琴 最 洛 全 沙 辱 停 牛 芋 夺 夸 的 毕 方

。 ” ⑧ “

上 帝 存 在 的 证 明

· ·

… 不 外 是 对 于 丰 辱 的 本 的 自 攀 枣 俘 的 夺 夸 叩 琴 明
,

自 攀 枣 谬 的 谬 粤 谬 明

。 ” ⑧ 这 些 论 点 是 马

克 思 同 当 时 反 动 的 邪 恶 势 力 展 开 斗 争 的 重 要 反 映
,

在 世 界 观 上 接 近 了 费 尔 巴 哈
《 论 基 督 教 的

本 质 》 一 书 的 观 点
。

第 三

,

对 黑 格 尔 哲 学 的 疑 义 和 初 步 批 判

。

马 克 思 对 黑 格 尔 哲 学 的 态 度

,

在 相 当 大 的 程 度 上 是 马 克 思 独 特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观 点

初 步 确 立 的 标 志

。

如 列 宁 所 说

,

马 克 思 在 博 士 论 文 中

, “

按 其 观 点 来 说

,

当 时 还 是 一
个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者

。 ” L 因 为 马 克 思 当 时 还 把 世 界 历 史 的 发 展 视 为 精 神 的 自 由 进 步
。

但 是

,

这 时 的 马

克 思

,

绝 不 是 象 普 列 汉 诺 夫 所 说 的

, “

是 黑 格 尔 哲 学 的 绝 对 崇 拜 者

。 ”
@ 事 实是

,

在 这 篇 学 位 论

文 中

,

马 克 思 对 黑 格 尔 哲 学 提 出 了 疑 义 和 作 出 了 初 步 批 判

。

他 指 出

,

黑 格 尔 出 自

“

主 要 叫 做

思 辩 的 观 点

”
0

,

不 能 正 确 认 识 伊 壁 鸿 普 等 体 系

“

对 于 希 腊 哲 学 史 和 一 般 希 腊 精 神 的 重 要 意

义

” 。 ,
黑 格 尔 政 治 上 的 保 守 结 论 的

“

内 在 根 源 在 于 对 他 的 原 则 本 身 的 不 充 分 或 没 有 充 分 掌

握

。 ”
O 即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的 缺 限

,
黑 格 尔 关 于

`
上 帝 或 绝 对 者 存 在

”

的 证 明

, “

不 外 是 空 洞 的 同 语

反 复

。 ”
0

马 克 思 博 士 论 文 中 的 许 多 独 特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见 解
,

受 到 了 当 时 哲 学 界 的 极 大 推 崇

,

因 此

,

这 篇 论 文 于
1 8 4 1 年 4 月 在 耶 拿 大 学 以 通 信 方 式 顺 利 地 完 成 了 答 辩

。

它 标 志 马 克 思 的 思

想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阶 段

。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也 就 初 步 地 确 立 起 来

。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现 点 的 不 断 深 化

马 克 思 从
1 8 4 2年 初

,

特 别 是 参 加
《 莱 茵 报 》 写 稿

、

任 主 编 以 后

,

把 理 论 研 究 和 政 治 斗 争 直

5 2



,

不 断 深 化 了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

第 一

,

批 判 普 鲁 士 专 制

,

争 取 民 主 自 由

。

在 当 时 的 普 鲁 士

,

出 版 自 由 问 题 是 社 会 民 主 势 力 同 封 建 专 制 势 力 斗 争 的 一 个 焦 点

。

国 王

威 廉 四 世 的 新 的 书 报 检 查 令 从 一 个 侧 面 反 映 了 封 建 专 制 主 义 的 本 质

。

怎 样 对 待 这 个 检 查 令

,

是 对 人 们 政 治 立 场 和 社 会 见 解 的 检 验

。

在 这 个 间 题 上

,

黑 格 尔 在
《 法 哲 学 》 经 3 19 中的结论是

保守的
,

青 年 黑 格 尔 派 中 布 尔 等 人 也 抱 着 自 由 主 义 的 幻 想

。

相 反

,

马 克 思 既 不 从 黑 格 尔 的 既

定 结 论 出 发

,

也 不 醉 心 于 虚 妄 的 梦 幻

,

他 以 独 特 的 现 实 主 义 态 度 对 新 指 令 作 了 冷 静 的 分 析

,

并 第 一 次 以 革 命 政 论 家 的 辉 煌 论 辩 才 能 发 表 了 政 治 评 论

。

他 指 出

,

威 廉 四 世 的 新 指 令 不 是 什

么

“

恩 泽

” ,

而 是 专 制 政 治 的 欺 骗

,

实 质 在 加 强 镇 压 人 民 的 精 神 自 由

。

因 此

,

要 坚 决

“

李 呼
书 报

检 查 制 度

。 ”
O 马 克 思 这 一 结 论

,

暗 示 出 对 整 个 普 鲁 士 封 建 专 制 制 度 的 否 定

。

进 而

,

马 克 思 直 接 批 判 了 普 鲁 士 君 主 专 制 制 度

。

黑 格 尔 在
《 历 史 哲 学 》 中 吹 捧

“

君 主 政 体

是 国 家 的 最 高 形 式

。 ” 。 马 克 思 却 认 为 君 主 专 制 是 以 宗 教 为 法 衣 的 被 颠 倒 了 的 社 会 现 实
, “

把 人

降 低 到 动 物 的 水 平 已 经 成 了 政 府 的 信 仰 和 政 府 的 原 则

”
@

,

因 而 批 判 它 是 第 一 位 的 任 务

。

马 克

思 痛 斥 了 自 由 主 义 派 宣 扬 的 君 主 立 宪 制 思 想

。 1 8 4 2 年 3 月 5 日马 克 思 在 致 卢 格 的 信 中 说
,

他

要
写 一 篇 文 章 批 判 黑 格 尔 的 法 的 和 政 治 的 概 念

, “

主 要 内 容 是 同 君 主 立 宪 制 作 斗 争

,

同 彻 底 自

相 矛 盾 和 自 相 毁 灭 的 这 种 混 合 物 作 斗 争

。 ”
0

马克 思 历 史 观 中
,

人 民 占 有 中 心 地 位

,

反 对 封 建 专 制 政 治 和 争 取 人 民 民 主 权 利 是 二 位 一

体 的

。

所 以 在 否 定 君 主 专 制 以 后

,

马 克 思 提 出 了 人 民 政 府 的 思 想

。

断 言 没 有 人 民 政 府

,

就 没

有 自 由 的 政 治 生 活

,

代 表 权 应 当 是 人 民 的 自 我 代 表 权

。

第 二

,

对 社 会 各 等 级 的 初 步 分 析

。

马 克 思 在
《 关 于 出 版 自 由 和 公 布 等 级 会 议 记 录 的 辩 论 》 中

,

把 出 版 自 由 同 不 同 等 级 对 待 该

问 题 的 态 度 联 系 起 来 加 以 考 察

,

开 始 认 识 到 不 同 等 级 的 不 同 观 点 是 由 不 同 的 等 级 利 益 所 决 定

的

,

从 而 把 对 社 会 关 系 的 认 识 奠 立 在 更 为 具 体 的 现 实 基 础 上

。

他 指 出

:

出 版 辩 论 是 一 场 等 级

论 战

。

诸 侯

、

贵 族

、

资 产 阶 级

、

农 民 各 等 级 的 代 表

,

各 受 其 所 代 表 的 利 益 的 制 约

,

政 治 立 场

各 不 相 同

:

诸 侯

、

贵 族 代 表 为 书 报 检 查 制 度 辩 护
, “

资 产 者 反 对 派

”

不 同 于

“

市 民 反 对 派

”

的 意

见
多

受 压 迫 的 农 民 代 表 能 说 出

“

真 正 的 历 史 观 点

” 。

基 于 这 种 具 体 的 独 立 分 析

,

马 克 思 从 被 压

迫 的 劳 动 人 民 的 政 治 立 场 出 发

,

热 烈 赞 同 农 民 代 表 的

“

英 勇 果 敢 的 可 贵 观 点

”
@

。

马 克 思 在 作 等 级 分 析 时

,

还 表 述 了 两 个 很 重 要 的 思 想

。

一 是 要 求 对 待 社 会 间 题 不 要 流 于

清 谈

,

而 要 从 具 体 的 现 实 关 系 出 发

。

他 认 为 市 民 代 表 以 企 业 经 营 自 由 的 名 义 要 求 出 版 自 由 的

方 式

, “

比 德 国 自 由 派 那 种 内 容 空 洞

、

含 糊 其 词

、

模 棱 两 可 的 议 论 来 得 高 明

。 ”
@ 二 是 马 克 思 同

意 农 民代 表 的一 个 论 点
,

即 在 时 间 的 推 移 中

,

必 须 制 定 相 应 的 法 律 来 调 整 必 然 会 产 生 的 新 的

要 求

、

新 的 社 会 状 态

。

在 稍 后 写 的 《 关 于 林 木 盗 窃 法 的 辫 论 》 中
,

马 克 思 又 从 人 类 史 的 发 展 上 写

道

: “

世 界 史 上 不 自 由 的 时 期 要 求 表 现 这 一 不 自 由 的 法

。 ”
@ 这 些 观 点 是 社 会 关 系 产 生 政 治 法 律

制 度 的思 想 萌芽
,

表 明 马 克 思 对 社 会 中 的 思 想

、

政 治

、

物 质 诸 方 面 的 真 实 关 系 的 认 识

,

尽 管

还 是 以 黑 格 尔 主 义 为 前 提 的

,

但 是 具 有 了 较 多 的 合 理 成 分

。

第 三

,

接 近 发 现 社 会 的 物 质 和 经 济 利 益 在 整 个 社 会 关 系 中 的 决 定 作 用

。

1 8 4 2 年 秋 至 1 8 4 3 年 夏
,

随 着 社 会 矛 盾 的 日 益 尖 锐

,

政 治 斗 争 的 扩 展

,

马 克 思 对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体 系 的 信 念 更 加 动 摇 了

,

他 开 始 注 意 将 自 己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进 行 改 造

和 提 高

,

向 着 建 立 新 的 唯 物 史 观 的 目 标 前 进

。

因 而

,

马 克 思 历 史 观 中 唯 物 主 义 的 倾 向 有 了 明



。

这 峨 试 分 析 儿 例

.

例 如

,

巧 克 思 通 过 分 析 议 会 确 定 的

`

盗 窃 林 木

”

概 念 和 建 立 的 惩 罚 标 准

,

发 现 了 私 人 利 益

对 国 家 制 度 和 职 能 的 侧 约 作 用

。

他 批 州 地 封 道

: “

把 林 水 占 有 者 的 奴 仆 变 为 网 家 权 威 的 代 衷 的

这 种 逻 辑

,

使 l两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 奴仆
。

整 个 国 家 制 度 和 各 种 行 政 机 构 的 作 川 应 该 脱

离 常 规

,

都 应 该 论 为 林 木 占 有 者 的 工 j卜 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贝魂
。

一 切 国 家 机 关 都 应 成 为 林 木 占 有 者 的 耳

、

目

、

手

、

足

,

为 林 木 占 有 者 的 利 益 探 听

、

血 视

、

估

价

、

守 护

、

逮 捕 和 奔 波

。 ”
O 这 段 话 虽 然 是 就 林 木 占有 者 和 国 家 机 关 的 关 系这 一 其 体 间 皿 而 说

的
,

但 它 表 明

,

马 克 思 在

“
现 实 生 活 的 戏

”

里 发 现

.
现 实 的 国 家 不 是 什 么

“

存 在 于 地 上 的 神 性

理 念

” 。 ,

而 是 林 木 占 有 者 即 统 治 者 的 工 具

。

林 木 占 有 者 的 利 益 决 定 粉 国 家 机 构 及 其 活 动 内

容

。

这 收 论 点

,

自 然 还 未 能 彻 底 克 服 掉 黑 格 尔 哲 学 原 则 和 对 现 实 的 客 观 解 释 之 间 的 矛 后

,

所

借 用 的 还 是 黑 格 尔 的 国 家 理 论 的 某 些 概 念 和 述 语

。

但 是

,

对 于 马 克 思 历 史 观 来 说

,

最 紧 要 的

是

,

他 没 有 停 留 在 一 般 国 家 的 抽 象 概 念 上

,

而 是 努 力 去 探 索 国 家 的 制 度

、

职 能

、

现 行 政 策 同

私 人 利 益 的 联 系

,

这 就 为 最 后 突 破 黑 格 尔 哲 学 体 系 准 备 了 墓 础

。

就 政 治 目 的 来 说

,

马 克 思 借

用 黑 格 尔 主 义 的 恺 甲

,

是 为 了 同 现 存 的 普 奋 士 反 动 国 家 进 行 战 斗

。

如 他 说

: “

当 一 个 国 家 离 开

了 国 家 的 观 念 时

,

世 界 历 史 就 要 决 定 其 是 否 还 值 得 继 续 保 存 的 间 题

”
O

,

这 无 宁 说

,

普 普 士 国

家

“

按 私 有 制 的 性 质 而 不 按 自 己 本 身 的 性 质 来 行 动

”
.

,

降 低 了 一 般 国 家 的 水 平

,

已 经 失 去 了

存 在 的 依 据

,

应 该 扫 入 历 史 的 垃 圾 堆

。

再 如

,

马 克 思 揭 露 了 在 对 抗 性 的 私 有 财 产 关 系 上 有 产 者 与 无 产 者 的 矛 盾

。

马 克 思 指 出

,

在 广 义 的 封 建 制 度 下

,

即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里

,

私 有 财 产 关 系 表 现 出 来 的 不 是 自 由 主 义 者 设 想 的

什 么 普 遍 福 利

,

而 是 人 类 世 界 的 分 裂

: “

雄 蜂 杀 死 工 蜂 — 用工作把它们折磨死。 ”
0 就 是 说

,

社 会 中 的 劳 动 阶 级 同 寄 生 阶 级 之 间 的 尖 锐 对 立

。

要 消 除 这 种 对 立

,

就 要 用

“

人 类 世 界

”

来 取 代

“

被 分 裂 的 人 类 世 界

” 。

这 些 论 点

,

表 明 马 克 思 开 始 超 越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立 场

,

而 接 近 无 产 阶 级

立 场 了

。

又 如

,

马 克 思 关 于

“

要 求 出 版 自 由 的 必 然 性 是 从 摩 塞 尔 河 沿 岸 地 区 的 贫 困 状 况 的 特 性 中 产

生 的

”
0 证 明

。

在
《 摩 塞 尔 记 者 的 辩 护 》 中

,

马 克 思 根 据 故 乡 的 生 活 条 件

,

应

“

周 围 居 民 因 贫 困 压

在 头 上 而 发 出 的 粗 餐 的 呼 声

” 。 ,

用

“

迫 于 贫 困 的 人 民 的 语 言

”
O 展 开 了锋 锐 的论 证

。

马 克 思 指

出

:

国 家 某 一 地 区 的 经 常 的 贫 困 状 况 揭 示 出 社 会 现 实 和 国 家 管 理 原 则 之 间 的 矛 盾

,

但 是 由 于

“

管 理 机 构 内 部 的 官 僚 关 系 以 及 管 理 机 构 和 被 管 理 机 构 之 间 的 官 僚 关 系

” ⑧ 的 势 力
,

农 民 的 利

益 和 权 力 受 到 轻 蔑

, “

世 界 的 真 实 景 象

,

被 歪 曲 成

“

官 僚 在 办 公 室 里 所 构 成 的 世 界 景 象

,
O

。 “

官

僚 的 现 实

”

掩 盖 了 农 民 贫 困 的

“

真 正 的 现 实

” 。

结 果

,

劳 动 人 民 贫 困 的 原 因 被 归 之 为 治 理 之 外

的

、

自 然 的 和 市 民 私 人 的 范 围 之 内

,

或 个 别 政 权 代 表 者 的 过 失

,

忽 视 了 社 会 关 系 的 客 观 性

。

事 实 上

,

农 民 的 贫 困 状 况

,

并 不 是 治 理 之 外 的 原 因

,

也 不 能 用 个 别 官 吏 的 意 志

、

感 情 来 解 释

,

因 为

“

决 定 私 人 和 个 别 政 权 代 表 者 的 行 动

,

而 且 就 象 呼 吸 一 样 不 以 他 们 为 转 移

”
O 的

,

是 一 些

客 观 关 系

,

这 就 是 普 鲁 士 国 家 官 僚 化 的 本 质 关 系

。

马 克 思 通 过 援 引 特 利 尔 农 民 要 求 减 轻 税 负

的 请 愿 书 上 的 数 据 —
“

以 前 这 个 地 方 有 27 个官员
,

其 薪 金 共 为
2 9 0 0 0 塔 勒

,

现 在 则 有 63 个

官员
,

其 薪 金 共 为 10 5, 0 00 塔勒
,

其 中 还 不 包 括 领 取 养 老 金 的 退 休 官 员

” 。

— 从事实上表明
日益庞大的普鲁士官僚国家,

管 理 原 则 同 现 实 冲 突 的 一 个 重 要 表 现 就 是 对 农 民 的 剥 削 日 益 加

深

。

普 鲁 士 官 僚 国 家 及 其 同 劳 动 人 民 对 立 的 深 刻 经 济 根 源

,

摩 塞 尔 河 沿 岸 地 区 农 民 贫 困 状 况

的 真 正 原 因 就 在 这 里

。

马 克 思 指 出

,

为 了 引 起 祖 国 对 农 民 贫 困 状 况 的 普 遍 注 意 和 普 遍 同 情

,



,

减 轻 农 民 的 贫 困 状 况

,

就 产 生 了 摩 塞 河 沿 岸 地 区 农 民 对 自 由 报 刊 的 必

然 要 求

。

马 克 思 这 一 论 证

,

就 在 事 实 上 说 明 了 政 治 因 素 是 由 经 济 的 物 质 利 益 的 要 求 而 产 生 的

。

关 于 这 种 经 济 有 重 大 作 用 的 见 解

,

在 马 克 思 稍 后 写 给
《 莱 茵 报 》 的 《 论 科 伦 省 议 会 的 选 举 》 一 文

中
,

表 述 得 更 加 清 晰

。

在 那 里

,

马 克 思 在 更 普 遍 的 意 义 上

,

开 始 懂 得

“

政 治 斗 争 是 社 会 经 济 斗

争 的 特 殊 表 现 形 式

。 ’
.

1 8 5 9 年 马 克 思 在 《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序 言 》 中 说
: “ 1 8 4 2一 1 8 4 3 年 间

,

我 作 为
《 莱 茵 报 》 的

主 编
,

第 一 次 遇 到 要 对 所 谓 物 质 利 益 发 表 意 见 的 难 事

。

… … 是 促 使 我 去 研 究 经 济 问 题 的 最 初

动 因
。 ”

函 马 克 思 对 经 济 问 题 的 初 步 研 究 及 其 用 经 济 关 系 来 说 明 社 会 关 系 的 结 果

,

最 终 解 决 了

头 脑 中 的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原 则 与 对 现 实 的 客 观 解 释 之 间 的 矛 盾

。

于 是

,

他 历 史 观 中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便 升 华 为 唯 物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观 的 基 本 特 点

综 合 上 述

,

可 以 看 出 马 克 思 早 期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观 点 的 特 点

:

首 先

,

这 种 历 史 观 点 以 认 识 和 变 革 社 会 现 实 为 其 根 本 出 发 点

。

青 年 马 克 思 对 当 时 的 德 国

社 会 现 实 有 浓 厚 兴 趣

,

因 而 立 志 找 到 科 学 解 释 现 实 的 钥 匙

,

把 哲 学 和 现 实 生 活 联 系 起 来

,

成

了 他 早 期 理 论 活 动 的 轴 心

。

他 把 实 际 政 治 活 动 同 黑 格 尔 关 于 历 史 辩 证 运 动 的 原 理 结 合 起 来

,

逐 渐 开 始 独 立 地 探 索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的 客 观 规 律 性

。

马 克 思 认 为

,

不 能

“

坐 在 抽 象 概 念 的 安 乐

椅 上

”
函

去 对 待 社 会 历 史 和 现 实

,

只 有 现 实 才 是 理 论 的 立 足 点

。

所 以 他 十 分 厌 恶 那 种 迷 醉 于 脱

离 实 际 的 空 谈 习 气

,

坚 决 要 求 着 力 研 究 社 会 现 实 间 题

, “

少 发 些 不 着 边 际 的 空 论

,

少 唱 些 高

调

,

少 来 些 自 我 欣 赏

,

多 说 些 明 确 的 意 见

,

多 注 意 些 具 体 的 现 实

”
曲

。

马 克 思 这 种 力 图 批 判 地

认 识 现 实 社 会 关 系

、

深 刻 地 反 映 周 围 世 界

、

积 极 地 参 加 政 治 斗 争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思 想

,

使 他

思 想 解 放

,

能 够 批 判 地 思 考 现 实 生 活 中 所 发 生 的 一 切

,

并 勇 敢 地 着 力 地 去 敲 打 黑 格 尔 哲 学 体

系 封 闭 着 的 大 门

,

让 哲 学 走 向 现 实 生 活

,

真 正 成 为 革 命 的 斗 争 武 器

。

其 次

,

这 种 社 会 历 史 观

,

直 接 承 认 社 会 历 史 的 客 观 性

。

马 克 思 说

,

如 果

“

忽 视 各 种 关 系 的

客 观 本 性

,

而 用 当 事 人 的 意 志 来 解 释 一 切

” ,

就 会 在 研 究 社 会 生 活 现 象 时 走 入 歧 途
。

。

他 十 分

强 调 社 会 客 观 关 系 的 作 用

,

这 虽 然 还 不 能 说 是 一 种 成 熟 的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 点

,

因 为 他 还 没 有

提 出 生 产 方 式 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但 是 这 里 已 经 肯 定 了 社 会 关 系 及 其 客 观 性 是

人 们 历 史 活 动 的 前 提

。

正 因 为 马 克 思 这 时 还 不 能 做 到 以 成 熟 的 唯 物 史 观 来 理 解 社 会 历 史 和 现

实

,

因 而 他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具 有 一 种 明 显 的 直 观 性

,

对 于
社 会 现 实 生 活 的 解 释 往

往 还 是 停 留 在 表 象 上

,

还 不 能 完 全 科 学 地 揭 示 出 历 史 和 社 会 的 本 质 及 其 规 律 性

。

但 这 些 情 形

表 明 马 克 思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观 点 向 难 物 史 观 过 渡 的 明 显 倾 向

。

其 三

,

这 种 历 史 观 点

,

在 表 现 形 式 上 往 往 是 以 黑 格 尔 哲 学 形 式 表 述 其 现 实 主 义 内 容 的

,

因 而

,

决 定 了 它 的 复 杂 性

。

当 马 克 思 以 现 实 主 义 的 态 度 分 析 社 会 政 治 现 象

、

社 会 经 济 生 活

,

自 发 的 素 朴 的 唯 物 主 义 因 素 像 只 悄 悄 地 前 进 的 田 鼠 在 历 史 观 中 逐 渐 增 长 起 来 的 时 候

,

他 暂 时

还 不 能 从 本 质 上 意 识 到 自 己 思 想 上 的 新 因 素

,

而 只 能 常 常 用 黑 格 尔 哲 学 方 式

,

来 表 述 自 己 关

于 社 会 和 历 史 的 现 实 主 义 见 解

,

由 此 带 来 马 克 思 这 一 时 期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观 点 的 复 杂 性

。

因 此

,

在 揭 露 现 实 时

,

马 克 思 的 观 点 具 有 鲜 明 的 战 斗 精 神

,

具 体 的 真 实 内 容

,

而 作 理 论 概 括

时 又 把 问 题 自 觉 不 自 觉 地 归 结 到 了 黑 格 尔 的 哲 学 体 系 上

。

过 去 有 些 研 究 者 对 于 这 种 复 杂 性 具

体 分 析 不 够

,

把 马 克 思 现 实 主 义 的 合 理 因 素 也 一 概 作 为 唯 心 主 义 的 东 西 加 以 评 述

,

这 是 不 符



。

其 实

,

马 克 思 这

·

时 期 革 命
现

实

.

主 义 ))j 史观点
,

楚 马 克 思 对 于 燕 格 尔 客 观 唯 心 主

义 历 史 观

`

1
.
策 峡 合 现 内 核 初 少 改 造 的 袅 现

,

地 照 格 尔 竹 学 体 系 外 壳 掩 盛 下 的 文 正 现 实 牛 活 的

理 论 反 映

。

其 四

,

这 种 历 史 观

,

是 马 克 思 彻 底 革 命 民 主 主 义 政 治 立 场 的 理 论 反 映

。

马 克 思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是 由 马 克 思 彻 底 的 劳 苦 大 众 的 立 场 决 定 的

。

在
《 菜 茵 报 》

一
仁 作 后 期

,

马 克 思 相 佑 劳 苦 大 众

的 信 念 越 来 越 坚 定

,

代 表 劳 动 人 民 的 立 场 愈 来 愈 明 确

。

他 把 延 否 符 合 劳 动 人 民 的 利 益 作 为 刘

断 现 实 生 活 的 是 非

。

马 克 思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历 史 观 点

,

当 然 就 是 劳 动 人 氏 利 益 的 理 论 反 映

,

因 而 也 就 决 定 了 这 种 历 史 观 点 向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 过 渡 的 必 然 性

。

当 时 德 国 的 现 实

,

促 使 马 克

思 去 研 究 经 济 问 翅

。

尽 管 马 克 思 把 德 国 林 木 占 有 者 的 利 益 斥 为

“

丁 渗 唯 匆 丰 冬

”
.

,

但 他 己 经 开

始 以 严 格 的 科 学 态 度 探 索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向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过 渡 的 途 径

。

我 们 强 调 发 掘 马 克 思 唯 物 史 观 形 成 前 的 历 史 观 中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

决 不 是 要 说 明 在 唯 物

史 观 和 唯 心 史 观 之 间 还 存 在 粉 第 三 种 独 立 的 历 史 观

,

而 是 想 找 出 柑 年 马 克 思 转 向 唯 物 史 观 的

墓 本 联 结 点

。

马 克 思 早 期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历 史 观 点

,

是 马 克 思 从 客 观 唯 心 主 义 历 史 观 转 向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一 种 暂 时 的 过 渡 性 的 理 论 形 态

,

与 唯 物 史 观 有 原 则 区 别

。

它 虽 然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超 越 了 客 观 唯 心 主 义 的 视 野

,

但 还 投 有 脱 离 它 的 羁 绊

。

因 为 这 时 马 克 思 在 哲 学

上 并 没 有 完 成 对 黑 格 尔 的 精 神 和 物 质 关 系 的 颇 倒

,

也 没 有 认 识 到 物 质 生 产 方 式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X 正根源
,

未 能 揭 示 出 社 会 经 济 形 态 运 动 的 规 律 性

,

更 没 有 构 成 新 的 成 熟 的 哲 学 体 系

。

但 就

其 所 包 含 的 那 些 合 理 因 素 讲

,

它 与 唯 物 史 观 又 有 某 种 内 在 的 联 系

。

因 为 这 种 把 社 会 关 系 作 为

客 观 实 在

,

立 足 于 变 革 现 实 的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的 观 点

,

在 它 自 身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不 断 地 增 长 着 素

朴 的 唯 物 主 义 倾 向

,

为 后 来 马 克 思 的 唯 物 史 观 作 了 必 要 的 准 备

。

当 他 从 社 会 舞 台 暂 时 退 回 书

房

,

认 真 研 究 和 吸 收 了 费 尔 巴 哈 人 本 主 义 合 理 成 分

,

彻 底 批 判 了 黑 格 尔 关 于 社 会 和 国 家 的 唯

心 主 义 观 点

,

探 索 社 会 过 程 的 真 正 动 力

、

革 命 改 变 现 存 制 度 的 道 路 和 形 式 时

,

马 克 思 历 史 观

中 的 这 种 革 命 现 实 主 义

,

也 就 必 然 被 改 造

、

熔 融 在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和 科 学 共 产 主 义 之 中 了

。

注 释

:

①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第 1 2 卷
,

第
756 页

。

②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 第 1 卷
,

第
510 页

。

③ 《 列 宁 选 集 》 第 4
卷

,

第 43 页
。

④ ⑤0 《 马 克 思 思 格 斯 早 期 著 作 选 》
,
1 9 5 6 年 俄 文版

,

第
3

、
1 9 5

、
243 页

。

⑥ ⑦⑧ ⑧0 0 ⑧L 马 克 思
: 《 博 士 论 文 》

,

第
2

、
3

、

94
、

94
、
2

、
2

、

“
、

93 页
。

L 《 列 宁 选 集 》 第 2
卷

,

第
5 76 页

。

0 《 普 列 汉 诺 夫 全 集 》 俄 文 版
,

第 18 卷
,

第
3 26 页

。

LL@ @@ L@⑧LO L⑧ 0 0 匆@ L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第 1
卷

,

第 31
、

93
、

83 一 84
、
1 42

.

16 0
,

1 8 4
、
1 5 5

、
1 4 3

、
2 1 6

、
2 1 0

、
2 1 0

、
2 2 9

一
2 3 0

、
2 2 4

、
21 6

、
2 4 0

、
2 1 6

、
1 8 0 页

。

LO L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第 27 卷
,

第
4 2 1

、
4 3 3

、
436 页

。

0 ⑧ 黑 格 尔 : 《 历 史 哲 学 》
,

第
3 4 3

、
了 9 页

。

L 柯 尔 纽 :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传 》 第 1 卷
,

第
425 页

。

O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 第 2
卷

,

第 81 一 82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