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关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几个问题

—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
、

任务和方法

孟宪鸿 朱传架

当前
,

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中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过的新情况
、

新趋势
;
世界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产生 了许多新的特点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中的新现象不断涌现
;
科学技术也在迅猛发展

。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

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艰 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

认真学习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
,

掌握它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规律性
,

无疑是解决上述历史任务

的一个主要途径和方法
。

另外
,

由于世界社会历史的新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前进
,

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思潮和派别
,

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空前的挑战
。

企图在
“

马克思学
” 、 “

新马克思主义
”

等名

义下
,

把马克思主义消熔于
`

存在主义
’ 、 `

结构主义
,

哲学中
,

幻想用资产阶级哲学取代马克

思主义哲学
。

要很好的批判和击退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

就是研

究和掌握马克思哲学史上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规律性
,

特别是研

究资产阶级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各种形

式和方法的规律性
,

对于我们当前批判和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

更重要的还在于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以及不断改造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历史
。

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
,

学习和研究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性
,

无疑对于我们吏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实践
,

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
,

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指

导意义
。

以上归结到一点
,

就是当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

具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意义
。

但是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

首要问题是正确地把握它的研究对象
,

明确它的研究

任务
,

掌握它的研究方法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
,

它 是 一 门 同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既 有 密 切 联 系 而 又 有 重 要 区 别 的 独 立 的 哲 学 学 科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
是 关 子 自 然 界

、

社 会 历 史 和 人 类 思 维

发 展

、

变 化 的 最 一 般 规 律 的 科 学
;
是 无 产 阶 级 世 界 观 的 理 论 体 系

,
是 全 部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说 的

理 论 基 础

。

它 的 理 论 体 系 是 唯 物 主 义 和 辩 证 法 的 统 一

,

自 然 观 和 历 史 观 的 统 一

。

它 研 究 的 对



。

它 的 基 本 范 畴

、

基 本 原 理 是 通 过 总 结 和 概 括 自 然 科 学

和 社 会 科 学 的 知 识

,

以 对 客 观 世 界 的 本 质 规 定 为 内 容 的

,

它 的 理 论 体 系 和 逻 辑 形 式 是 以 客 观

世 界 发 展 的 顺 序 和 人 类 认 识 的 发 展 规 律 来 确 定 的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则 不 同

,

它 所 研 究 的 对 象 不 是 客 观 世 界 本 身 的 发 展 规 律

,

而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基 本 范 畴

、

基 本 原 理 以 及 它 的 理 论 体 系

,

是 在 怎 样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和 思 想 条 件 下 通

过 怎
样 总 结 社 会 实 践 和 概 括 科 学

发
展 新 成 就 的 基 础 上 产 生 和 形 成 的

,
又 是 在 什 么 样 的 历 史 情

况 和 社 会 实 践 的 客 观 要 求 下
,

通 过 怎 样 总 结 自 然 科 学 和 社 会 科 学 发 展 的 新 成 就

,

和 批 判 什 么

样 的 敌 对 思 潮 中

,

又 不 断 丰 富

、

不 断 完 善 和 不 断 发 展 起 来 的

。

它 所 面 临 的 研 究 任 务

,

不 是 分

析 研 究 以 什 么 样 的 范 畴

、

逻 辑 形 式 来 反 映

、

复 写 客 观 规 律 算 是 科 学 的

、

正 确 的

,

而 是 分 析 研 究

这 些 范 畴

、

基 本 原 理 以 及 理 论 形 式 的 历 史 形 态

。

因 此

,

它 的 理 论 体 系 和 逻 辑 形 式 是 以 这 些 范

畴

、

原 理 和 理 论 体 系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历 史 阶 段 来 制 定 的

。

但 是

,

就 其 考 察 的 理 论 体 系 的 具 体

内 容 — 范畴和基本原理来说,

是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相 同 的

。

由 此 可 见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11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同点
,

又 有 着 重 要 区 别 的 不 相 同 点

。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在 把 握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的 研 究 对 象 时

,

一 方 面 不 能 只 注 意 史 料 的 罗 列 和 历 史 纪 年

,

而 对 基

本 范 畴 和 基 本 原 理 缺 乏 应 有 的 全 面 而 系 统 地 历 史 分 析 和 科 学 说 明
;

另 一 方 面
,

也 不 能 只 是 对

基 本 范 畴 和 基 本 原 理 的 历 史 复 述

,

而 忽 略 了 科 学 揭 示 基 本 范 畴 和 基 本 原 理 的 历 史 发 展 的 规 律

性

。

应 该 是 两 方 面 的 有 机 结 合

,

即 理 论 的 历 史 和 历 史 的 理 论 的 统 一

。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

可 以

说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就 是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历 史

。

要 深 入 把 握 这 一 研 究 对 象

,

就 必 须 首 先 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本 质 特 点 出 发

,

因 为 它 决 定

着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的 一 切 特 点

。

我 们 知 道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产 生 是 哲 学 发 展 史 上 的 伟 大

革 命 变 革

,

它 同 过 去 一 切 存 在 的 旧 哲 学 有 着 本 质 的 区 别

。

旧 哲 学 只 是 这 样 那 样 去 说 明 世 界

、

解 释 世 界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不 仅 在 于 解 释 世 界

,

更 在 于 改 造 世 界

。

它 把 自 然

、

社 会 和 人 类 思

维 发 展 的 最 一 般 规 律 作 为 自 己 的 研 究 对 象

,

正 确 地 解 决 了 哲 学 的 研 究 对 象

,

科 学 地 揭 示 了 哲

学 同 其 他 具 体 科 学 的 区 别 和 联 系

。

从 而 使 哲 学 获 得 真 正 的 科 学 性 质

:

它 只 是 世 界 观 和 方 法

论

,

不 再 是 凌 驾 于 其 他 具 体 科 学 之 上 的

“

科 学 的 科 学

” ;
它 的 基 本 内 容 是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完 整 严 密 的 开 放 性 的 理 论 体 系
,

不 是 包 罗 万 象 的

“

绝 对 真 理

” 。

它 的 最 显 著 特 点 就

是 革 命 性 和 科 学 性 的 高 度 统
一

,

统 一 的 基 础 是 它 的 实 践 性

。

正 是 这 些 特 征

,

决 定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具 有 许 多 与 一 般 哲 学 史 根 本 区 别 的 特 点

。

首 先

,

是 它 们 的 发 展 规 律 性 不 同

。

由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产 生 于 实 践

,

并 在 实 践 的 基 础 上

.

不

断 发

展

、

完 善

,

因 而 它 的 发 展 规 律 性 同 一 般 旧 哲 学 相 比 是 极 不 相 同 的

。

一 切 旧
哲

学 共 同 的 重

要 特 点

,

都 是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去 说 明 世 界

,

都 是 以 包 罗 万 象 的

“

科 学 的 科 学

”

的 形 式 出 现 的

。

因

此
旧 哲 学 史 发 展 的 规 律

,

往 往 是 哲 学 本 身 内 在 逻 辑 的 必 然 推 演

。

旧 哲 学 史 就 是 一 部 不 同 历 史

_

阶 段
的

不 同 哲 学 派 别
的 哲

学
范

畴 的 逻
辑

发
展

史

,

它 的 发 展 过 程

,

就 是 对 中 心 范 畴 或 基 本 命 题

作 纯 逻 辑 的 分 析 和 推 演 的 过 程

。

譬 如

,

近 代 欧 洲 资 产 阶 级 哲 学 发 展 的 历 史

,

由 经 验 论 和 唯 理

论 到 康 德 的 批 判 哲 学

,

再 到 黑 格 尔 的 客 观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

就 是 后 一 个 学 派 通 过 对 前 一 个 学 派

的 基 本 范 畴

、

基 本 命 题 的 分 析 推 演 的 过 程 中 建 立 起 来 的

。

可 以 说

,

没 有 前 一 个 学 派

,

后 一 个

学 派 也 不 会 存 在

, ’

因 为 旧
哲 学 都 是 以

“

科 学 的 科 学

”

的 形 式 出 现 的

。

所 以

,

它 们 的 基 本 范 畴

、

基 本 命 题 以 及 它 们 的 理 论 体 系 都 包 含 着 不 可 克 服 的 逻 辑 矛 盾

。

这 样

,

前 一 个 学 派 就 为 后 一
个

学 派 的 出 现 准 备 可 以 分 析 和 推 演 的 前 提

,

后 一 个 学 派 就 是 在 分 析

、

批 判 前 一 个 学 派 的 逻 辑 矛 盾

的 过 程 中 建 立 起 自 己 的 哲 学 范 畴

、

哲 学 命 题 和 理 论 体 系 的

。

因 此

,

过 去 一 切 旧
哲 学 史 发 展 的



,

就 是 哲 学 范 畴 的 纯 逻 辑 的 推 演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历 史

、

虽 然 有 它 自 身 范 畴 的 逻 辑 发 展

,

但 它 的 发 展 主 要 是

植 根 于 无 产 阶 级 社 会 实 践 的 发 展 中

,

它 适 应 实 践 的 需 要 而 产 生

,

并 在 实 践 中 得 到 丰 富 和 发 展

。

因 为 乌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无 产 阶 级 世 界 观 的 理 论 体 系

,

它 不 只 是 说 明 世 界

,

而 在 于 改 造 世

界

。

所 以 说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是 无 产 阶 级 认 识 世 界

、

改 造 世 界 和 不 断 改 造 主 观 世 界 和 客 观

世 界 的 关 系 的 历 史

。

它 是 随 着 无 产 阶 级 在 社 会 实 践 中 不 断 认 识 和 不 断 克 服 主 观 同 客 观

、

理 论

和 实 践 的 矛 盾 发 展 中 不 断 丰 富 和 发 展 的

。

这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所 具 有 的 独 特 的 重 要 特 征

。

这 一 重 要 特 征

,

决 定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发 展 的 源 泉

,

是 无 产 阶 级 实 践

,

不 是 它 自 身 的 逻 辑 推

演

。

不 坚 持 这 个 观 点

,

就 不 能 同 旧 哲 学 史 的 发 展 规 律 性 区 别 开 来

,

更 不 能 深 刻 地 说 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丰 富 和 发 展

。

有 人 说

, “

物 质

” 、 “

运 动

”

等 范 畴

,

在 一 百 年 前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就 提

出 来 了

,

现 在 还 是 讲 物 质

、

动 运 这 些 范 畴

,

这 有 什 么 发 展
? 其 实

,

这 种 说 法

,

就 是 一 种 纯 抽

象

、

纯 逻 辑 推 演 的 原 则 看 待 发 展 的 观 点

,

这 是 不 对 的

。

我 们 说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发 展 的 规

律 性

,

虽 有 其 内 在 逻 辑 发 展 的 必 然 性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它 的 发 展 从 属 于 无 产 阶 级 社 会 实 践 发 展 的

需 要 和 检 验

。

它 是 无 产 阶 级 社 会 实 践 发 展 史 的 理 论 形 态 和 逻 辑 形 式

。

因 此

,

要 求 我 们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发 展 史 的 掌 握 和 研 究

,

既 不 能 是 经 院 式 的

,

作 纯 逻 辑 的 探 讨

,

也 不 能 是 对 无 产 阶

级 社 会 实 践 发 展 史 的 简 单 说 明 和 一 般 论 证

。

因 为 历 史 的 产 生 和 思 想 认 识 的 发 展 过 程 是 非 常 复

杂 的 过 程

,

这 个 过 程 既 不 能 归 结 为 纯 思 想 的 持 续 发 展

,

也 不 能 归 结 为 纯 物 质 决 定 的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理 论 和 实 践

、

逻 辑 和 现 实

,

都 是 相 互 作 用 和 相 互 转 化 的

。

因 而 必 须 是 紧 密 结 合 无 产

阶 级 社 会 实 践 发 展 的 历 史

,

逻 辑 地 考 察 它 的 基 本 范 畴

、

基 本 原 理 的 发 展 和 完 善 的 过 程

,

揭 示

出 这 些 范 畴 和 原 理 发 展 的 规 律 性

。

其 次

,

它 们 取 材 的 原 则 和 范 围 不 同

。

一 般 说 来

,

旧
哲 学 史 多 是 根 据 所 谓

“

纯 哲 学

”

的 原

则

,

把 取 材 范 围 限 于

“

哲 学

”

著 作

,

就 哲 学 观 点 论 哲 学

。

而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则 不 同

。

由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科 学 的 世 界 观 和 方 法 论

,

是 整 个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说 的 理 论 基 础

。

因 而 它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说 的 其 他 几 个 部 分 具 有 密 切 不 可 分 的 联 系

。

列 宁 曾 说

,

马 克 思 学 说 中 的 主 要 的 一

点

,

就 是 阐 明 了 无 产 阶 级 这 个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创 造 者 的 具 有 世 界 历 史 意 义 的 作 用

。

马 克 思 主 义

关 于 无 产 阶 级 的 历 史 作 用 的 论 证

,

是 通 过 它 的 三 个 组 成 部 分

— 哲学、

政 治 经 济 学

、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来 进 行 的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哲 学

,

哲 学 是 最 好 的 认 识 工 具 和 锐 利 武 器

,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是 以 哲 学 作 理 论 指 导 的

。

哲 学 思 想 不 仅 贯 穿 在 其 他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中

,

而 且 要 靠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提 供 客 观 内 容

。

由 此 可 见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对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的

哲 学 论 证

,

它 是 随 着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学 说 的 发 展 而 不 断 丰 富 和 发 展 的

。

因 此

,

把

握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发 展 的 历 史

,

不 能 脱 离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的

历 史

,

做

“

纯 哲 学

”

的 研 究

.

当 然

,

也 不 能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作 为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学 说 的 一 些 结 论 的 汇 集

。

再 次

,

是 它 们 的 作 用 也 有 所 不 同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作 为 一 种 社 会 意 识 形 态

,

同 其 他 哲

学 史 和 社 会 科 学 一 样

,

它 不 仅 要 受 当 时 的 社 会 历 史 条 件 和 经 济 发 展 条 件 的 制 约

;
还 要 受 政 治

、

思 想 文 化 以 及 自 然 科 学 发 展 的 影 响

。

但 由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无 产 阶 级 的 t欺界观
,

具 有 十 分 显

著 的 革 命 批 判 的 性 质

。

在 其 生 命 的 途 程 中 每 走 一 步 都 得 经 过 战 斗

,

为 无 产 阶 级 解 放 事 业 服 务

。

所 以

,

它 一 经 产 生

,

就 同 现 存 的 观 念 材 料 相 结 合

、

相 矛 盾

,

它 既 同 过 去 旧 哲 学 思 想 存 在 着 批

判 和 继 承 的 关 系
;

又 有 同 现 存 哲 学 思 想 有 着 相 互 影 响

、

相 互 斗 争 的 关 系

。

我 们 知 道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在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直 接 影 响 下 产 生 的

,

是 在 批 判 和 继 承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和 费 尔 巴



,

而 它 的 发 展 又 是 在 同 形 形 色 色 资 产 阶 级 哲 学 斗 争 的 过 程 中 实 现 的

。

每 经 一 次 战 斗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都 威 得 了 最 终 的 胜 利

,

取 得 了 丰 富 的 成 果

,

得 出 了 新 结 论

。

所 以

说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

也 是 无 产 阶 级 的 理 论
体

系 同 资 产 阶 级 的 理 论 体 系 斗 争 的 历 史

。

理 论 斗

争 是 多 方 面 的

,

而 且 各 个 方 面 是 互 相 交 织 的

,

特 别 是 哲 学 理 论 是 贯 穿 子 各 种 理 论 形 式 之 中

。

但

它 不 是 无 产 阶 级 反 对 资 产 阶 级 的 政 治 理 论 斗 争 史

、

经 济 理 论 斗 争 史

,

而 是 哲 学 理 论 斗 争 史

。

综 上 所 述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研 究 的 对 象 可 以 简 要 概 述 为

:

是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历 史

,
是 无 产 阶 级 及 其 政 党 认 识 世 界

、

改 造 世 界 以 及 不 断 改 造 主 观 世 界 同

客 观 世 界 的 关 系 的 历 史

,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同 资 产 阶 级 哲 学 和 一 切 敌 对 哲 学 斗 争 的 历 史

。

依 据 前 面 的 分 析 和 论 述 看 来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研 究 对 象 的 特 点

,

决 定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的 研 究 任 务 的 基 本 方 向 和 重 要 原 则

。

居 首 要 地 位 的 任 务

,

就 是 必 须 准 确 地 把 握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基 本 规 律

。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

一 方 面 应 集 中 注 意 力 去 阐 述 它 的 哲 学 概 念

、

范 畴

、

原

理 是 如 何 产 生 和 如 何 发 展 的

,

它 发 展 的 内 在 逻 辑 的 必 然 性 是 什 么 ? 另 一 方 面
,

也 应 该 注 意 到 不

能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发 展

,

仅 看 作 是 纯 粹 的 逻 辑 推 演

,

而 必 须 考 虑 到 无 产 阶 级 的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实 践

,

考 虑 到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

经 济 学 说 的 发 展

、

以 及 对 资 产 阶 级 世 界 观 和 一 切 敌 对 学

说 的 斗 争 状 况 等 对 它 的 影 响

。

但 是

,

正 如 前 面 已 指 出 的

,

这 并 不 是 说

,

要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变 成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史

,

或 是 政 治 思 想 和 经 济 思 想 发 展 史

,

或 是 与 资 产 阶 级 等 敌 对 思 想

斗 争 史

。

而 是 要 善 于 从 无 产 阶 级 的 革 命 实 践 中 找 出 哲 学 概 括

,

从 政 治 思 想 和 经 济 思 想 中 找 出

哲 学 论 证

,

从 对 资 产 阶 级 等 敌 对 思 想 斗 争 成 果 中

,

找 出 新 的 哲 学 结 论

。

因 此

,

研 究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的 任 务

,

在 于 通 过 这 种 全 面 地 客 观 的 考 察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运 动 变 化 的 历 史

,

揭 示 出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发 展 的 规 律 性 的 特 点

。

具 体 地 说

,

这 也 就 是 要 求

从 运 动 变 化 的 状 态 中 研 究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概 念

、

范 畴 和 原 理 的 产 生

、

变 化

、

发 展 的 内 在 逻 辑

必 然 性

,

阐 明 这 些 概 念

、

范 畴 和 原 理 是 在 什 么 样 的 条 件 下

,

怎 样 产 生 和 怎 样 发 展 的

;
这 些 概

念 范 畴 和 原 理 之 间 具 有 什 么 样 的 具 体 联 系
,

又 是 怎 样 日 益 完 善 的

。

不 仅 如 此

,

还 要 说 明 它 为

什 么 会 有 这 样 的 内 在 逻 辑 必 然 性

。

为 此

,

要 把 着 重 阐 述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著 作 中
的 哲 学 内 容

,

以 及 他 们 的 继 承 者 的 著 作 中 的 哲 学 内 容

,

作 为 首 要 的 任 务

。

但 是

,

为 了 避 免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变 成 经 典 著 作 介 绍 的 汇 集

,

在 阐 述 这 些 成 果 时

,

必 须

注 意 ( 1 ) 问题的关键 点
, ( 2 )间题的转 抉点

。

并 从 前 后 对 比 中 发 现 新 的 东 西

,

发 现 对 这 一 问 题

逐 步 深 化 的 线 索

,

从 而 研 究 它 发 展 的 规 律 性

。

例 如

,

列 宁 对 马 克 思 的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学 说 的 阐 述

,

就 是 从 马 克 思

、

恩 格 斯 的 大 量 著 作 中

,

抓 着 这 一 问 题 的 关 键 点 和 转 挽 点

,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一 条 清

晰 的 发 展 线 索

。

这 一 发 展 线 索 不 仅 具 有 深 厚 的 历 史 基 础

,

而 且 具 有 严 谨 的 逻 辑 必 然 性

。

同 时 为 了 防 止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思 辨 化 和 贫 乏 化

,

必 须 依 据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的 特

点

,

注 意 研 究 下 列 几 个 方 面 的 问 题

。

第 一

、

要 研 究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实 践

,

并 从 中 作 出 哲 学 概 括

。

无 产 阶 级 的 革 命 实 践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产 生

、

发 展 的 动 力

、

源 泉 和 物 质 基 础

。

当 然

,

哲 学 的 物 质 基 础 尚 不 等 于 哲 学 本 身

。

但 伟 大 的

无 产 阶 级 的 革 命 实 践 经 验

,

包 含 着 革 命 的 逻 辑

,

从 世 界 观 上 对 这 些 经 验 加 以
概 括

,

就 会 形 成

哲 学 结 论

。

马 克 思 在 总 结
1 8 4 8年 革 命 经 验 和 巴黎 公社 革 命 经 验 时

,

所 作 的 一 些 哲 学 概 括

,

就

是 很 好 的 范 例

。



、

要 研 究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说
和 政 治 学 说

,

并 从 中 找 出 哲 学 方 法

。

经 济 学 说 和 政 治

学 说 当 然 不 是 哲 学

。

但 是

,

经 济 学 说 和 政 治 学 说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

却 要 依 靠 哲 学 作 为 方 法

。

哲

学 是 其 灵 魂 和 精 髓

。

列 宁 曾 指 出

:

马 克 思
的

经 济 学 说 就 是 马 克 思 理 论 最 深 刻

、

最 全 面

、

最 详

细 的 证 明 和 运 用

。
《 资 本 论 》 就 是 大 写 的 逻 辑

。

而 他 的 政 治

、

策 略 思 想

,

又 是

“

严 格 根 据 他

的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世 界 观 的 一 切 前 提 确 定

”

的

。

同 时

,

这 些 新 的 成 果

,

又 反 过 来 丰 富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

第 三

,

要 研 究 同 资 产 阶 级 世 界 观 和 敌 对 思 想 的 斗 争

,

并 从 中 提 出 新 的 哲 学 结 论

。

对 资 产

阶 级 的 进 攻

,

必 须 展 开 不 调 和 的 斗 争

。

但 这 种 斗 争

,

不 是 简 单 地 宣 布 它 是

`

胡 说

”

就 算 了 事

,

而 要 纠 正 其 错 误

,

并 指 出 其 错 误 的 理 论 根 源

、

认 识 根 源

、

以 及 立 场 上 的 根 源

。

同 时

,

对 资 产

阶 级 的 进 攻

,

还 要 进 行 具 体 分 析

。

有 的 是 属 纯 粹 的 恶 毒 攻 击 和 污 蔑

;
有 的 则 是 根 据 自 然 科 学

的 新 材 料 或 社 会 科 学 的 新 问 题
,

向 马 克 思 主 义 提 出 的 挑 战 和

“

批 判

” 。

对 于 前 者

,

正 如 列 宁 所

讲 的

,

毫 无 真 理 可 言
,
对 于 后 者

,

则 必 须 进 行 辩 证 的 分 析

,

对 他 们 提 出 的 新 材 料

、

新 问 题

,

作 出 新 的 哲 学 结 论

,

以 丰 富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

列 宁 针 对 当 时 出 现 的 所 谓 物 理 学 危 机

,

作 出 的

一 系 列 哲 学 结 论

,

就 是 在 同 资 产 阶 级 的 敌 对 思 想 中 产 生 的

。

在 学 习 和 研 究 过 程 中

,

突 出 上 述 儿 个 方 面

,

不 仅 可 以 防 止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纯 粹 思 辨

化 和 贫 乏 化

,

而 且 也 可 以 促 进 它 和 实 践 相 结 合

.

理 论 和 实 践 相 结 合 是 学 习 研 究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的 根 本 方 法 和 根 本 原 则

。

理 论 和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是 多 方 面 的

,

要 具 体 贯 彻 这 个 根 本 方 法

,

必 须 坚 持 以 下 几 个 具 体 方 法

。

首 先

,

是 历 史 主 义 的 方 法

。

历 史 主 义 的 方 法 是 理 论 和 实 践 相 结 合 原 则 的 重 要 方 面

,

也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方 法 论 的 根 本 精 神

。

这 个 方 法 的 主 要 特 征 列 宁 曾 作 了 科 学 规 定

: “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全

部 精 神

,

它 的 整 个 体 系 要 求 人 们 对 每 一 原 理 只 是
( a) 历史地

,

(日) 只是 同其他原理 联系起来
,

(丫)只 是 同 具 体 的 历 史 经 验 联 系 起 来 加 以考 察
。 ”

①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范 畴
、

基

本 原 理 的 研 究

,

不 仅 要 以 最 忠 实 的 态 度

,

放 在 一 切 制 约 或 伴 随 其 生 存 的 时 间 和 地 点 的 条 件 下

进 行 研 究

。 ,

而 且

,

还 必 须 立 足 于 历 史 发 展 向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提 出 的 迫 切 需 要 上

。

要 象 列 宁 那

样

,

从 研 究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说 的 历 史 中

,

推 引 出 现 在

,

揭 示 出 现 在 的 起 源

,

从 而 能 更 好 地 把 握

现 在

,

而 不 是 把 现 在 拉 回 到 历 史 中 去

。

列 宁 在
《 什 么 是 人 民 之 友 》 中 对 唯 物 史 观 基 本 思 想 的 考

察
,

在
《 唯 物 主 义 和 经 验 批 判 主 义 》 中 对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哲 学 思 想 特 点 的 考 察

,

都 是 立 足 于

“

时

代 任 务

” ,

去 阐 述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形 成 的 历 史 过 程

,

而 不 是 就 历 史 谈 历 史

。

这 种 追 根 溯 源

的 方 法

,

是 坚 持 历 史 主 义 原 则 的 首 要 方 面

。

其 次

,

坚 持 历 史 主 义 原 则 的 根 本 点

,

就 在 于 牢 牢 把

握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说 的 内 在 统 一 性 和 完 整 性 以 及 它 的 规 律 性

,

要 从 整 个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历 史 发 展

的 普 遍 规 律 中

,

研 究 它 的 某 一 基 本 概 念 或 基 本 原 理 的 发 展

。

列 宁 在
《 马 克 思 学 说 的 历 史 命 运 》

、

《 马 克 思 主 义 和 修 正 主 义 》 等 论 著 中
,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发 展 情 况 的 考 察

,

以 及 在 《 国 家 与 革 命 》 中 对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学 说 发 展 情 况 的 考 察
,

都 突 出 地 显 示 了 这 一 特 点

。

再 次

,

我 们 还 必 须 理 解 历 史

主 义 的 基 本 准 则

,

是 历 史 的 具 体 分 析 具 体 问 题

。

列 宁 认 为 这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灵 魂

。

总 之

,

要

用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观 点 研 究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的 思 想 发 展

。

马 克 思 不 是 天 生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他

有 个 从 唯 心 主 义 到 唯 物 主 义 的 发 展 过 程

,

他 的 思 想 有 一 个 由 不 成 熟 到 逐 步 成 熟 的 过 程

。

同 样

,

由 他 和 恩 格 斯 所 创 立 的 新 哲 学 也 是 有 一 个 不 断 发 展 和 完 善 的 过 程

。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发 展 的



,

对 某 些
哲 学 荞 畴

、
某 些 辱 理 作 孤 立 地 静 止 地 研 究 和 说 明 是 反 历 史 主 义 的

。

其 次
,

变 革 性 和 继 承 性 相 统 尸 的 方 法

。

变 革
性 和 继 承 性 的 统 一

,

是 人 类 认
识 发 展 史 的 本

来 面 目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产 生 是 哲 学 发 展 史 上 的 革 命 变 革

,

它 和 过 去 一 切 旧
哲 学 在 实 质 上 是

根 本 对 立 的

。

但 是

,

马 克 思 哲 学 作 为 科 学 的 理 论 体 系

,

它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是 以 现 成 的 思 想 资 料

为 前 提 的

。

正 如
恩 格 斯 说 的

; “

每 一 时 代 的 哲 学 作 为 分 工 的 一 个 特 定 的 领 域

,

都 具 有 由 它 的 先

驱 者 传 给 它 而 它 便 由 此 出 发 的 特 定 的 思 想 资 料 作 为 前 提

。 ”

② 黑 格 尔 哲 学 既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先 驱
,

又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由

.

以 出
发 的

思
想 前 提

。

它 的 划 时 代 的 历 史 观 是 新 的 唯 物 主 义 观

点 的 直 接 的 理 论 前 提

,

单 单 由 于 这 种 历 史 观

,

也 就 为 逻 辑 方 法 提 供 了 一 个 出 发 点

。

可 是

,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研 究 中

,

有 些 人 一 味 害 怕 降 低 马 克 思 学 说 的

`

变 革 性

’ ,

形 而 上 学 地 把 变 革 性

和 继 承 性 对 立 起 来

,

割 裂 开 来

。
一

在 他 们 的 著 作 中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

变 革 性

’

变 成 了 没 有 科

学 基 础 和 思 想 前 提 的 偶 然 产 物

。

这 不 仅 不
能 达 到 烦 扬 马 克 思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目 的

,

反 而

损 害 了 马 克 思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

事 实 上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历 史 观 念 发 展 的

必 然 产 物

。

哲 学 史 和 社 会 科 学 史
已

经 十 分 清 楚 地 表 明

,

马 克 思 主 义

“

绝 不 是 离 开 世 界 文 明 发

展 大 道 而 产 生 的 固 步 自 封

、

僵 死 不 变 的
学 说

厂

,

它 的 产 生

“

正 是 哲 学

、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社 会 主 义

的 伟 大 代 表 的 学 说 的 直 接 继 续

。 ”

⑧ 但 是
,

这 种 继 续 关 系 不 是 脱 离 开 变 革 性 的 继 承

、

而 是 变 革

中 的 继 承

。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说 成 是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辩 证 法 和 费 尔 巴 哈 人 本 主 义 唯 物 主 义 的

简 单 结 合

,

也 是 错 误 的

,

是 不 符 合 历 史 观 念 发 展 的 实 际 的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直 接 继 承 了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的 合 理 思 想

,

特 别 是 黑 格 尔 的 辩 证 法 思 想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从 黑 格 尔 哲 学 中 继 承

下 来 的 一 项 最 重 要 的 科 学 工 具

。

没 有 辩 证 法 就 不 能 把 唯 物 主 义 原 则 贯 彻 到 底

,

就 没 有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

可 是

,

马 克 思 主 义 不 能 在 黑 格 尔 辩 证 法 的 现 有 形 式 下 来 利 用 它

, “

首 先 应 当 对 黑 格

尔 的 方 法 作 一 番 透 彻 的 批 判

” , “

这 就 是 从 黑 格 尔 逻 辑 学 中 把 包 含 在 这 方 面 的 真 正 发 现 的 内 核

剥 出 来

,

使 辩 证 法 摆 脱 它 的 唯 心 主 义 的 外 壳 并 把 辩 证 法 在 使 它 成 为 唯 一 正 确 的 思 想 发 展 方 式

的 简 单 形 式 上 建 立 起 来

。 ”

④ 由 此 可 见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是 在 批 判 旧 哲 学 中 继 承 其 合 理 思 想

的

。

不 同 历 史 阶 段 的 哲 学 思 想 发 展

,

既 有 它 们 的 内 在 逻 辑 联 系

,

又 有 它 们 各 自 时 代 的 特 点

。

全 部 哲 学 发 展 的 历 史 表 明

:

每 一 个 时 代 的 哲 学 不 可 能 是 过 去 哲 学 的 全 盘 继 承

,

也 不 可 能 是 过

去 哲 学 的 全 盘 抛 弃

,

而 是 继 承 和 变 革 的 统 一

。

第 三

、

历 史 和 逻 辑 相 统 一 的 方 法

。

这 个 方 法 可 以 说 是 理 论 和 实 践 相 结 合 原 则 的 纵 向 表 现

。

理 论 是 对 历 史 过 程 的 逻 辑 概 括

,

逻 辑 与 历 史 是 不 能 分 离 的

。

所 谓 逻 辑 概 括 就 是 以 抽 象 思 维 的

概 括 形 式 反 映 历 史 的 进 程

,

逻 辑 的 分 析 和 研 究 就 是 对 历 史 进 程 的 规 律 性 的 反 映

、

复 写

。

但 是

,

这 种 反 映 和 复 写 不 是 对 历 史 的 简 单 反 映 或 再 现

,

而 是 被

`

修 正

,

了 的 反 映

,

是 符 合 历 史 发 展 规

律 的 反 映

。

恩 格 斯 说

: “

历 史 从 那 里 开 始

,

思 想 进 程 也 应 从 那 里 开 始

,

而 思 想 进 程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不 过 是 历 史 进 程 在 抽 象 的

、

理 论 上 前 后 一 贯 的 形 式 上 的 反 映

。

这 种 反 映 是 经 过 修 正 的

,

然 而 是 按 照 现 实 的 历 史 过 程 本 身 的 规 律 修 正 的

。 ”

⑥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历 史
,

是

同 无 产 阶 级 自 觉 走 向 历 史 舞 台 的 革 命 实 践 的 历 史 相 一 致 的

。

因 此

,

既 要 分 析 和 说 明 每 一 个 特

定 的 范 畴

、

原 理 先 后 出 现 和 形 成 的 历 史 前 提 和 实 践 条 件

,

又 要 揭 示 和 阐 明 先 后 出 现 的 各 个 范

畴

、

原 理 之 间 的 逻 辑 联 系

,

即 它 们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思 想 史 的 联 系

。

只 有 把 握 了 这 个 内 在 逻 辑 过

程

,

方 可 达 到 对 每 一 个 特 定 范 畴

、

原 理 的 确 切 理 解

。

上 述 这 些 方 法 是 由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史 这 门 科 学 的 特 定 性 质 所 规 定 的

,

也 只 有 坚 持 这 些 方

法

,

才 能 比 较 科 学 地 揭 示 出 这 门 科 学 的 发 展 规 律
,
才 能 准 确 的 阐 明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的 基 本 范

(下转 2 0页 )



,

城 市 体 系 内 部 各 点 之 间 及 点 面 之 间 的 联 系 更 为 加 强

,

城 市 的 等 级
规 模 和 功 能

也 进 一 步 发 展

。

纽 约 大 都 市 区 曾 抓 有 上 千 万 人
口 (纽约 一北新 泽西一 长岛 巨大都 市区

1 9色。年 达

1 ,

80 0万 人 ) ,
它 不 仅 是 美 国 功 能 多 样 化 的 最 大 经 济 中 心 和 重 要 交 通 枢 纽

,

而 且 名 符 其 实 地 也

是 一 个 世 界 性 城 市

,

即 资 本 主 义 世 界 最 主
要 的 金 融 中 心

、

工 商 业 都 会

、

海 运 港
口 和 信 息 中 心

`

之 一

。

次 于 纽 约 的 芝 加 哥 和 洛 杉 矶

,

也 都 是 全 国
性

的 重 要 经 济 中 心 和 交 通 枢 纽

。

往 下 就 是
大

批 的 地 区 性 或 地 方 性 的 经
济 中 心 城 市 和 不 同 类 型 和 规 模 的 工 亚 城 市

(内有 一 些 兼 为 政 治 首 府

或 兼 为 政 治
、

文 化 中 心 )
。

其 中 有 的 城 市 在 某 些 方 面 也 具 有 全 国 意 义

,

如 旧 金 山 的 金 融 业

,

费 城

、

波 士 顿 和 匹 兹 堡 的 多 样 化 制 造 业

,

底 特 律 的 汽 车 工
业 等

。

此 外

,

有 些
城 市 则

,

由
于

某
方

面 的 功

能

特
别

突
出

,

又 可 看 成 是 特
殊 类 型 的 城 市

,
`

为 全
国

政
洽

中 心
首 都 华 盛 顿

,

以 及 ~ 些文化城
、

’

港
口

城

、

军 事 基 地 城

、

旅 游 城

、
·

赌
博 城

等

。
1

最
后

,
大 都 市 区 时 市 内 交 通

、
·

市 政 管 理

、

市 蓉
景 观 等 方 面 已 经 现 代 化

,
与 此 同 时

,

前 面

论 述 过 的 现 代
天

城 市 特 别 是 资 本
主 义 现 代 大 城

市
所 具 有 的

一 系 列

一

社 会 经 济 矛 盾 利 间 题 以 及
生

态 间 题

,

仍 远 未 解 决

。

战 后 美 国 政 府 实 行 的

,

稿 利 社 会

, 、

缓 和 种 族 矛 盾 以 及 控 制 环 境
污 染 等

等 政 策

,

只 不 过 使 部 分 矛 盾 和 向 题 有 某 种 缓 和

,
·

桓

各
种

深
刻

的
矛 盾

和

无
法

根
治 的

问 题
依

然 存

在

。

而 且 城 市 特 别 是 大 城 市 的 社 会 犯 罪 比 过 去 严 重 得 多

。

许 多 城 市 政 府 还 遇 到 严 重 的 财 政 困

难

,

有 的 特 大 城 市 如 纽 约 市 政 府 曾 陷 入 深 刻 财 政 危 机 之 中

,
_

这
不

过 是 战 后 新
突

出 的 问
题

中
的

_ 个
。

’
`

美 国 高
度

城 市
化

的 进
程 仍

在 继
续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

还 会 不 断 出 现 新 现 象

、

新 矛 盾

、

新

经 验 和 新 的 间 题

。

注 释

:

① 大 都 市 区 全 称 为 “

标 准 大 都 市 统 计 区
’ ( s t a n d a

记 M
e t r o p o l里t a n S t a t里

S t里
c a l A r e a

一 S M S A )
,

系 美 国 城 市 统 计 中 的 专 有 名 词

,

指 一 个 由 核 心 城 市

、

郊 区

、

郊 县 所 组 成 的 特 定 城 市 地 区

。

按
1 9 8 0 年 的 规 定

,

它 要 求 核 心 城 市 人
口

应 多 于
5 万

;
或 者 合 乎 普 查 要 求 的 城 市 化 地 区 的 人 口 在 5 万 以 上

,

而 整 个 大 都 市 区 人
口

应 超 过 10 万 (在 新 格 兰地 区超 过 7
.

5万 )
。 `

② 《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第 46 卷上册
,

第 48 。 页
。

③ 恩 格 斯
: 《 反 杜 林 论 》 ,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7 0年

,

第 29 1页
。

一

④ 这 里 仅 指 曼 哈 顿 区 的 人 口 ,

思 为 目 前 大 纽 约 市 的 五 个 区 (曼 吮顿 是 其 史最 主 要 的丫 个 区 ) , 1 8 7 0
_

年

尚 未 联 结 成 一 个 城 市

,

大 纽 约 市 是 按
1 8 9 8年 的 法 令 才 建 立 的

d
如 按 大 纽 约 市 范 围 计 算

,

18 70 年为 1 4 7
.

8 万 人
。

参 阅 奋 《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卜 第 2 卷
。

-

每 个 大 工 业
区

由 一 个 大 城 市
(或 相 邻近 的两

、

三 个 大

、

中 城 市 ) 为主 体
,

包 括 该 城 市 所 在 的 县 及 若

⑤③

干 邻 县 组 成
。

如 纽 约 市 大 工 业 区 包 括
1 2
个 县

,

芝 加 哥 大 工 业 区 包 括
6 个 县

。

’

~ ~ ~ ~ ~ ~ ~ >< ~ ~ ~
。

~ ~ ~ ~ 卿白。
。

~ 0 岭
`

~ ~ 心吟
`

~ ~ ~ ~ ~ 甲~ 0 ~
’

~ ~ ~ ~ ~ ~

(上接 38 页 )
· _

`

畴 和 基 本 原 理
;

才 能 更 好 地 坚 持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

为 我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实 践 活

动 服 务

。
.

· · 卜
·

…

注 释

:

④ ⑤

《 列 宁 全 集 》 第 3 5卷
,

第
2 38 页

.

《 马 点 思 愚 格 斯 选 集 》 第 4卷
,

第
4 85 页

.

《 列 宁 选 集 》 第 2卷
,

第
4 41 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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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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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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