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 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5 年秋~1846 年 5 月共同撰写的遥 这部著作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袁 产生了极

其重大的影响遥 为了准确理解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

和重大意义袁 首先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马克思的

思想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遥
马克思在大学最初学习的是法律专业袁 后来把

兴趣转向了哲学遥他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袁信
仰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曰 不久又深受费尔巴哈人

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影响袁 并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

心主义遥 1842 年至 1843 年初在叶莱茵报曳工作期间袁
因为遇到了要对现实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袁
他开始对黑格尔哲学产生怀疑和动摇袁 并对其做重

新研究遥 在 1843 年夏天写的 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曳
中袁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野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

社会袁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冶的著名论断袁
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遥在 1843 年底写成

并发表在 1844 年叶德法年鉴曳上的叶论犹太人问题曳
和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曳两篇文章袁马克思提

出了一些属于或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袁 但距彻底完成思想转

变还有不小差距遥学术界一些人认为袁马克思在这两

篇文章中已经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尧
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袁 这种观点是不

符合实际的遥 写于 1844 年 4 月至 8 月的叶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曳袁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

批判以及对野异化劳动冶的论述袁一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袁 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费尔

巴哈人本主义以及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旧术语尧
旧形式尧旧观点曰一方面强调从经济事实出发袁另一

方面又从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出发袁 存在着明显的内

在矛盾曰一方面从经济学上论证共产主义袁另一方面

又从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复归的角度论证共产主义遥
所以袁这部叶手稿曳仍然属于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著作袁
认为叶手稿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袁甚至标志马克

思主义已经形成袁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遥 1844 年 9
月至 11 月马克思尧恩格斯合写的叶神圣家族曳一书袁
提出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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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袁 但他们又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费

尔巴哈的本质区别袁 没有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

彻底划清界限遥可以说袁这部著作已经处于马克思主

义形成的前夜遥 1845 年春天马克思写的关于叶费尔

巴哈的提纲曳和 1845 年至 1846 年马克思尧恩格斯合

写的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这部著作袁系统地论述了一

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袁 自觉地

清算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影响袁 这样

既与唯心主义又与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袁标
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形成遥 由于这两部著

作在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袁 所以 1847 年 7 月发表

的马克思的叶哲学的贫困曳和 1848 年 2 月发表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叶共产党宣言曳袁是马克思主义

公开问世的标志遥
我们之所以说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这部著作是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袁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袁
马克思尧 恩格斯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袁 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初步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遥下面袁就这部

著作中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重要思想袁
分九个问题做一系统的考察尧梳理和阐释遥

一尧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野现实的个人冶遥 这一

点是我国理论界的共识遥但为什么马克思尧恩格斯把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确定为野现实的个人冶袁人们

却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遥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院
第一袁这是针对费尔巴哈尧鲍威尔尧施蒂纳尧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对野个人冶的错误理解讲的遥 费尔巴哈

讲的个人是脱离现实社会的尧纯粹的尧有血有肉的生

物学上的个人曰 鲍威尔所讲的个人是人的观念尧思
想尧概念袁即人的野自我意识冶曰施蒂纳讲的个人是脱

离了一切人和一切物的野唯一者冶袁即施蒂纳自己曰真
正的社会主义者讲的个人是不受任何社会条件和阶

级关系制约的尧抱有博爱幻想的个人袁即野小资产者

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思想家冶袁 是抽象的人的 野本
质冶遥

第二袁这是针对费尔巴哈把抽象的尧孤立的人的

个体归结为野类冶的错误观点讲的遥 费尔巴哈的所谓

野类冶是野一种内在的尧无声的尧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

系起来的普遍性遥 冶[1]渊P501冤马克思尧恩格斯在回顾他

们发表在叶德法年鉴曳上的文章曾经使用过野人的本

质冶尧野类冶 等当时习惯用的哲学术语造成的误解时

说袁这种用法野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袁去不

正确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

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冶[2]渊P261-262冤遥为

了防止别人误解尧歪曲自己的思想袁马克思不再使用

野类冶这种抽象的概念袁而改用野个人冶袁为了防止把

野个人冶抽象化袁把这种个人称为野现实的个人冶遥
第三袁野现实的个人冶是从事物质生产的袁是他们

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遥 这样就把从现实的

个人出发和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出发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了遥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野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

们自己和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袁 而是现实中的个

人袁也就是说袁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袁进行物质生

产的袁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尧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

界限尧 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遥 冶野人们是自己的观

念尧 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袁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

的尧从事活动的人们袁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

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噎噎所制约遥 冶野个人怎样表

现自己的生命袁他们自己就是怎样遥 因此袁他们是什

么样的袁 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要要要既和他们生

产什么一致袁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遥 因此袁个人是

什么样的袁 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遥 冶[1]

渊P520-525冤
第四袁野现实的个人冶 是处于一定发展阶段中的

个人遥 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确定为 野现实的个

人冶袁 是为了防止把个人看作脱离历史发展过程的

野一般化的个人冶袁并看作是野历史的动力冶袁从而导致

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
野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

们名之为耶人爷的那种理想袁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

个发展过程看作是耶人爷的发展过程袁从而把耶人爷强
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袁并把耶人爷
描述成历史的动力遥这样袁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

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袁实质上这是因为袁他们总是把后

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袁并
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遥 借助于这种从

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袁 他们就

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遥 冶[1]渊P582冤

二尧关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

本问题遥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曰相反袁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

存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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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袁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袁
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从天国降到人间曰相反袁唯物主义

历史观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遥这就是说袁历史唯物主义

不是从人们所说的尧所设想的尧所想象的东西出发袁
也不是从口头说的尧思考出来的尧设想出来的尧想象

出来的人出发袁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遥历史唯物主义

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袁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

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

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遥 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

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尧 与物质前提

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遥 因此袁道德尧
宗教尧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

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遥 它们没有

历史袁没有发展袁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

往的人们袁 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

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遥 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袁而
是生活决定意识遥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考察方法是从

意识出发袁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遥唯物主义历

史观的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尧有
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袁 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

识遥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唯物主义历史观野和唯心主

义历史观不同袁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袁
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袁 不是从观念出发

来解释实践袁 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

形态冶[1]渊P525,544冤遥 持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人袁之所以

主张意识和观念创造历史袁 目的是在于说明作为意

识和观念的创造者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统治历史尧统
治世界遥 在批判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袁 马克

思尧 恩格斯指出院野施蒂纳就把关于思辨观念统治历

史的思辨看法变成了关于思辨哲学家本身统治历史

的看法遥 施蒂纳迄今所持的历史观要要要观念的统

治要要要在耶教阶制爷中变成目前实际存在着的关系袁
变成思辨思想家对世界的统治遥 冶[2]渊P135冤又说院唯心

主义者 野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

割看来袁 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

种关系分割开来冶袁野这样一来袁 就可以重新回复到

耶概念爷的生产者袁回复到理论家尧意识形态家和哲学

家袁并得出结论说院哲学家尧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

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遥 冶[1]渊P553冤
马克思尧 恩格斯在手稿中删去的下面一段话有

助于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人们产生虚幻

意识的根源遥他们指出院野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袁或
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袁 或者是关于

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袁 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

况的观念遥 显然袁在这几种情况下袁这些观念都是他

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尧他们的生产尧他们的交往尧他
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袁 而不管这

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遥 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袁
人的各种观念袁包括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袁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的观念袁 或者是人关于自身的状况的

观念袁这些观念不管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袁都是对社

会存在的反映遥马克思尧恩格斯还揭示了人们产生虚

幻观念的根源院野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

的表现是虚幻的袁 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

的现实颠倒过来袁 那么这又是由于他们狭隘的物质

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

的遥 冶[1]渊P524冤这就是说袁人们的狭隘的物质生产活动

方式以及由这种活动方式所决定的狭隘的社会关

系袁是产生虚幻观念的物质根源遥

三尧关于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尧恩格斯认为袁可以根据意识尧宗教和随

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遥 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

的生活资料袁 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

一步的时候袁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遥
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袁 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

的物质生活本身遥 这些现实的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

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袁 而在

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遥这就是说袁人和动

物有很多区别袁例如袁人有自我意识袁动物没有自我

意识曰人有宗教信仰袁动物没有宗教信仰曰人有思想袁
动物没有思想遥但这些都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袁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们能够制造和使用生产

工具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袁 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物质生

活资料曰而动物不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袁它们只能

用自己的肢体获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的物质生活资

料遥
因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袁能否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袁
所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应当确定的一切人类生存的第

一个前提袁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袁就是人们

为了能够创造历史袁就必须能够生活袁但是为了能够

生活袁首先就需要吃尧喝尧住尧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遥
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

的资料袁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袁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

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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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历史活动袁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遥 马克思尧恩
格斯着重指出院野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

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袁 必须给

以应有的重视遥 冶[1]渊P531冤正是由于马克思尧恩格斯充

分重视了这一点袁他们才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袁以
前的理论家袁由于没有重视这一点袁即没有看到物质

生产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袁 所以他们始

终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袁 致使唯心主义

历史观长期独霸统治地位遥

四尧关于野两种生产冶理论

野两种生产冶是指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遥 马

克思尧恩格斯把前者称为野自己生命冶的生产袁把后者

称为野他人生命冶的生产遥 他们把物质生产称为人类

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或第一个事实尧第一种关系袁把物

质生产的再生产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事实或第二

种关系袁 把人自身的生产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三个事

实或第三种关系遥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野一开始就进

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院 每日都在重新生

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袁即繁殖遥这
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袁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袁也就

是家庭遥 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袁后来袁当
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

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袁 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

了冶遥马克思尧恩格斯认为袁两种生产都各自发生两种

关系袁一种是自然关系袁另一种是社会关系遥野生命的

生产袁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袁还是通过

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袁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院一
方面是自然关系袁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曰社会关系的

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袁 不管这种共

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尧 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

的而进行的遥 冶[1]渊P532冤对于物质生产而言袁自然关系

或人与自然的关系袁是生产力曰社会关系或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袁 是生产关系遥 对于人自身的生产而

言袁自然关系是指血缘亲族关系曰社会关系是指夫妻

之间的关系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遥 在人类历史

的初期袁由于家庭是当时野唯一的社会关系冶袁所以人

自身的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就融

为一体了袁 从而人自身的社会关系即家庭关系对当

时的社会制度就起了支配作用遥
在 1884 年写的叶家庭尧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曳一

书中袁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的

野两种生产冶理论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序言中袁恩格

斯指出院野根据唯物主义观点袁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袁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遥但是袁生产本

身又有两种遥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尧衣服尧住房

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曰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

的生产袁即种的繁衍遥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

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袁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院
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袁 另一方面受家庭

的发展阶段的制约遥冶恩格斯接着指出院野劳动越不发

展袁劳动产品的数量袁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袁社
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遥然而袁
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袁 劳动生产

率日益发展起来曰与此同时袁私有制和交换尧财产差

别尧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袁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

等等新的社会成分袁也日益发展起来曰这些新的社会

成分在几个时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

件袁 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

为止遥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袁由于新形成的各

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曰 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

家的新社会袁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袁
而是地区团体了遥在这种社会中袁家庭制度完全受所

有制的支配袁 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

来袁 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

部成文史的内容遥 冶[3]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野两种生产冶理论袁长期遭到

很多人的误解遥现在仍有人认为袁恩格斯在这里讲的

是袁 在原始社会人自身的生产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

用袁 原始社会解体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物质生产对社

会发展才起决定作用遥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物

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自始至终起决定作

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遥 前面已经讲过袁
野两种生产冶都包含双重关系袁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遥 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

讲的野血缘关系冶袁在人类社会初期袁既是人自身生产

中的自然关系袁又是人自身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袁即夫

妻关系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袁 这种社会关系在

当时不仅制约着人自身的生产袁 而且也制约着物质

生产遥 就是说袁在人类社会初期袁不仅人自身的生产

是在这种野血族关系冶中进行的袁而且物质生产也是

在这种野血族关系冶中进行的遥例如袁在原始社会的氏

族制度中袁 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都是在氏族组

织这种野血族团体冶中进行的遥这是因为袁在原始社会

中袁野血族关系冶 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尚未形成袁野血
族团体冶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渊如阶级和作为野地区

团体冶的国家冤尚未出现袁野血族关系冶是当时唯一的

第 1 期 赵家祥院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窑57窑



社会关系遥 正如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所说的袁野家庭

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冶遥离开野血族关系冶这种社会

关系和野血族团体冶这种社会团体袁人们便无法生存袁
更谈不上进行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了遥 所以恩

格斯说袁 越是在人类社会初期袁野社会制度就越在较

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冶遥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

野血族关系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起支配作用袁而不是

说野血族关系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遥 野血族关

系冶 对社会制度的性质起支配作用与人自身的生产

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是不同的遥 恩格斯在这段

话中所说的由于野私有制和交换尧财产差别尧使用他

人劳动力的可能性袁 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的社

会成分冶日益发展起来袁以及野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冶
代替野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冶以后袁野家庭制度

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袁 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

由开展起来袁 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

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冶袁 说的只是原始社会解

体尧阶级社会形成以后袁所有制等社会关系对社会制

度的性质起支配作用袁 而不是说这种社会关系对社

会发展起决定作用遥 因为所有制等社会关系与物质

生产并不完全相同袁 物质生产既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袁又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所有制等社

会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 并不包括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袁 所有制等社会关系与整个物质生

产是有差别的遥 所以所有制等社会关系对社会制度

的性质起支配作用袁 与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起决定

作用并不完全相同遥 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进入

阶级社会以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袁 不仅

是物质生产在其中进行或是对物质生产起重大影响

的社会关系袁 而且也是人自身的生产在其中进行或

是对人自身的生产起重大影响的社会关系袁即野家庭

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冶遥 以上的分析清楚地说

明袁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袁根本得不出在原始社会

人自身的生产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尧 原始社会解

体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物质生产才对社会发展起决定

作用的结论遥 物质生产自始至终是人类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袁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袁动摇了这一点袁
就等于挖掉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遥

五尧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尧 经济基础和国家与

观念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袁 是历

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袁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遥我们知

道袁 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

盾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遥在叶德意志意

识形态曳中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用生产

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表述的曰 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之间的矛盾袁 是用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意识形态

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述的遥这里需要对野交往形

式冶和野市民社会冶这两个概念作些说明遥
在我国理论界袁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袁不

少人把野交往形式冶与野生产关系冶这两个概念完全等

同起来袁认为野交往形式冶就是马克思尧恩格斯当时表

述生产关系的术语遥 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遥 在叶德意

志意识形态曳中袁既使用了野交往形式冶概念袁也多处

使用了野生产关系冶概念袁这就说明这两个概念并不

是完全等同的遥据我考察袁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具

有非常复杂的情况院 一是交往形式包括物质交往形

式和精神交往形式袁生产关系属于物质交往形式袁不
包括精神交往形式.遥 二是物质交往形式既包括物质

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形式袁 也包括其他物质活动领域

中的交往形式遥 只有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形式才

是生产关系袁 其他物质活动领域中的交往形式不属

于生产关系遥因此袁不仅交往形式所包括的内容比生

产关系所包括的内容宽泛袁 就是物质交往形式所包

括的内容也比生产关系所包括的内容宽泛遥 三是马

克思尧 恩格斯把交往形式与生产力连接在一起使用

时袁交往形式就是指生产关系袁在其他情况下使用的

交往形式袁则不一定是指生产关系遥
关于野市民社会冶概念袁马克思尧恩格斯有一段论

述院野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

上的物质交往遥 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

业生活袁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袁尽管另一

方面它对外仍然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袁 对内仍然必

须组成为国家遥耶市民社会爷这一用语是在 18 世纪产

生的袁 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

纪的共同体遥 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

展起来的曰 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

从生产和交往形式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袁 这种社

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

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遥冶[1]渊P582-583冤从这段论述

可以看出袁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有两种含义院一是特指

资产阶级社会曰 二是泛指一切社会中决定国家和观

念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遥而作为经济基础袁它与物

质交往形式的内容基本相同袁所以马克思尧恩格斯也

时常把交往形式称为市民社会袁 或把市民社会称为

交往形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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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尧 恩格斯认为袁野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

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冶袁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

间的这种矛盾冶袁野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冶袁这
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遥 他们指出院野生产力和交往

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和活动的关

系冶袁野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冶袁野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

件袁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袁这些条件在整个

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

列袁这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院已经成为桎梏的旧

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袁 因而也适应

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曰
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袁 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

形式所代替遥 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

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袁 所以它

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尧 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

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袁 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

展的历史遥 冶[1]渊P567,575-576冤这说明生产力和交往形

式之间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袁 造成了新旧

社会形态的不断更替遥
在讲到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时袁 马克

思尧恩格斯接近于提出了野两个决不会冶的历史唯物

主义基本原理遥野两个决不会冶是马克思在 1859 年写

的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曳中提出来的遥 他说院野无
论哪一个社会形态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

挥出来以前袁是决不会灭亡的曰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

系袁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

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遥 冶[1]渊P592冤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
中的有关论述与此极为相似袁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
野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院
历史上周期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

现存一切的基础曰 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

革的物质因素袁 就是说袁 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

力袁 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

件袁而且反抗旧的耶生活生产爷本身尧反抗旧社会所依

据的耶总和活动爷的革命群众袁那么袁正如共产主义的

历史所证明的袁 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

百次袁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遥 冶[1]渊P545冤这
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袁在它所

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袁 是决不会灭亡

的冶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又说院野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

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袁 因而还这样或那样

地不断产生竞争袁 那末袁 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

争尧消灭国家和法律的耶意志爷袁然而他们所想的毕竟

是一种不可能的事遥冶又说院野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

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袁 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

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

的袁 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不可少的条

件遥 冶[2]渊P378袁410-411冤这两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野新
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袁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

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冶遥
在讲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时袁马

克思尧恩格斯论述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尧生产方式尧交
往形式尧阶级关系对国家政权和法的决定作用袁并且

批判了国家政权创造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的唯心主

义历史观遥 他们指出院野那些决不以个人耶意志爷为转

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袁 即它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

式和交往形式袁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袁而且在一切还必

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袁 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遥 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

造出来的袁相反地袁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

量遥 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

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袁 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

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

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遥 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

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袁 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

清楚地证明了的遥 冶马克思尧恩格斯还论述了国家政

权的转移和改变是由物质存在和个人的生活的变化

引起的遥他们指出院野实际上袁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

而存在袁相反地袁是从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

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遥 如果统治意志失

去了自己的统治袁那末袁不仅意志改变了袁而且也是

物质存在和个人的生活改变了袁 而且也只因为这一

点袁个人的意志才发生变化遥 冶[2]渊P377-379冤

六尧关于人和环境的关系

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袁马克思尧恩格斯对人与

环境的关系问题作了精辟而深刻的论述遥他们指出院
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袁一定的

生产力总和袁 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

关系袁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尧资金

和环境袁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尧资金和环境为新的

一代所改变袁但是另一方面袁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

代本身的生活条件袁 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

殊的性质遥由此可见袁这种观点表明院人创造环境袁同
样环境也创造人遥 冶[1]渊P544-545冤又指出院野一个人的发

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

发展曰 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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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袁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袁后代

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袁 这就决

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遥 总之袁我们可以看到袁
发展不断地进行着袁 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

前的和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袁 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

的遥 冶[2]渊P515冤马克思尧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十

分丰富的内容院一是指自然环境袁二是指前一代传给

后一代的生产力尧资金和环境袁三是指就个人的发展

而言的其他一切个人的发展袁 四是指前一代人传给

后一代人的交往形式袁 五是指就个人的历史而言的

他所不能脱离的他以前的历史和同时代的个人的历

史遥 每一代人开始在社会上生活时袁 都遇到这些环

境袁被这些环境所决定袁使他们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

有特殊的性质袁 同时新一代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

动改变原有的环境袁 使其更加适合自己的生存和发

展遥 这就是野人创造环境袁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冶的含

义遥
马克思尧 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

续性渊阶段性冤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袁在实践观点的

基础上袁科学地说明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遥一
方面袁 人类的历史是世世代代的人们连续不断的实

践活动创造的遥 如果把整个人类历史比作一个长长

的剧本袁那么人类本身就是剧作者曰另一方面袁处于

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袁 又受

到前人创造的既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袁 这些历史环

境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活动方式的特点遥
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袁
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创造物遥 这就是

说袁人类本身又是自己写作的剧本的剧中人袁他们在

历史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写作的剧本的制约遥
如果只讲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袁 不讲历史发展的连

续性袁 就会片面强调人的活动受既定的历史环境的

制约袁 看不到这种既定的历史环境也是前人的实践

活动创造的袁 看不到每一时代的人们的现实的实践

活动都可以超越既定的历史环境袁 并且创造出更适

合于自己生存的新环境袁 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

史宿命论遥 反之袁如果只讲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袁不讲

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袁 只承认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

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袁 似乎这种创造活动是否受既

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是不必问津的袁 从而必然陷入

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唯

心主义历史观遥

七尧关于分工及其在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

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袁马克思尧恩格斯从多方

面研究了社会分工问题袁内容极其丰富遥我国理论界

对这部著作中的分工思想重视得不够袁 研究得不太

充分遥 这里对其要点加以简要梳理遥
渊1冤自发分工的本质遥 自发分工亦称旧式分工袁

是指具有固定专业划分的社会活动形式遥 所谓固定

的专业划分袁是指一个人甚至几代人袁被迫地服从于

劳动的固定的专业划分袁终生从事于一种职业遥马克

思尧 恩格斯指出院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

中袁 就是说袁 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

裂袁也就是说袁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袁而是自然

形成的袁 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

己的尧同它对立的力量袁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袁而不是

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遥 原来袁当分工一出现之后袁任何

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袁 这个范围是强

加于他的袁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院他是一个猎人尧渔
夫或牧人袁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袁只要他不想失

去生活资料袁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遥 冶[1]渊P537冤这
说明自发分工造成了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力

量同人相异化遥
渊2冤分工发展的历史过程遥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

野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袁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

劳动的分离袁 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

对立遥 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

的分离遥 同时袁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袁共同

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遥 这种

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尧 工业劳动和商业

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尧奴隶制尧等级尧阶级)遥 在交

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袁 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

的相互关系中出现遥 冶[1]渊P520冤马克思尧恩格斯这里只

是极其简要地提及了分工发展的历史过程遥 在后来

的叶资本论曳中袁马克思对分工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了

极其详尽的考察和论述遥
渊3冤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遥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

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袁最明显地表现于该

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遥任何新的生产力袁只要它不是

迄今已知的生产力的单纯的量的扩大渊例如袁开垦土

地冤袁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遥 冶野分工的阶段依

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遥 冶[1]渊P520,587冤分工与生

产力的发展是双向互动关系遥一方面袁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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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决定分工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袁 生产力的发

展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曰另一方面袁分工又反过来

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遥 分工对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主

要是院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方法曰分工具有

节约劳动时间的功能曰分工造成工具的专门化和机器

的发明袁导致了技术装备体系的不断进步曰分工推动

科学的发展曰等等遥当然袁自发分工对生产力的发展也

有消极作用遥例如袁在私有制下袁分工妨碍劳动总过程

的协调一致曰由于劳动的单调而影响劳动者的劳动兴

趣等遥
渊4冤分工与生产关系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野分

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袁 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

不同形式遥这就是说袁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

对劳动材料尧 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

系遥 冶[1]渊P521冤野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袁对
同一件事情袁一个是就活动而言袁另一个是就活动的

产品而言遥 冶[1]渊P536冤又指出院野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

着劳动条件要要要劳动工具和材料要要要的分配袁 也包

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袁从
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

的各种不同形式遥 分工越发达袁积累越增加袁这种分

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遥 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

前提下存在遥 冶[1]渊P579冤从马克思尧恩格斯这几段论述

可以看出袁 他们认为分工是连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之间的中间环节袁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分工的发

展阶段和发展程度袁 分工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又

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袁 决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

式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以及产品分配方式遥
渊5冤 分工的发展产生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

的矛盾遥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野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

生了单个人的利益和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

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曰 而且这种共同利

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 耶普遍的东西爷 存在于观念之

中袁 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

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遥 冶 这里所说的 野共同利

益冶袁是指阶级社会存在的国家尧阶级等野虚幻的共同

体冶的利益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对此作了说明院野正是由

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袁 共同利益

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

离的独立形式袁同时也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袁而
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

肉联系尧语言联系尧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

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袁 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

明的已经由于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袁这

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袁 其中

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遥 冶[1]渊P536冤
渊6冤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遥 马克思尧恩格

斯认为袁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袁分工

才成为真正的分工遥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在

社会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袁 它是哲学唯心主

义和阶级产生的根源遥 他们指出院野分工只是从物质

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遥 从

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院 它是和现存实践的

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曰 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

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遥从这时候起袁意识才能摆

脱世界而去构造耶纯粹的爷理论尧神学尧哲学尧道德等

等遥冶这是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是哲学唯心

主义产生的根源遥 他们又指出院生产力尧社会状况和

意识这三个因素袁野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

盾袁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尧享受和劳动尧
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

可能袁而且成为现实袁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

矛盾袁只有再消灭分工遥 冶[1]渊P535冤这是说物质劳动和

精神劳动的分工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产生的根

源遥 剥削阶级只享受不劳动尧只消费不生产曰被剥削

阶级则与此相反袁只劳动不享受尧只生产不消费遥 要

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袁 必须消灭物质劳动和精

神劳动的分工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袁造成城

市和乡村的分离遥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野物质劳动和

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袁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

离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尧部落

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尧 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

始的袁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冶遥 随着城

市的出现袁产生了行政机关尧警察尧赋税等公共机构袁
从而把城市居民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遥
城乡之间的对立表现为袁人口尧生产工具尧资本尧享受

和需求集中在城市袁而在乡村则是与此相反的情况袁
即隔绝和分散遥城乡之间的对立造成人片面的尧畸形

的发展遥 野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尧屈从

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袁 这种屈

从把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袁 把另一部分

人变成受局限的乡村动物遥 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

者利益之间的对立遥 在这里袁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袁
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曰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袁私
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遥 冶[1]渊P556-557冤因此袁要创

造必要的物质前提袁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袁从而消灭

私有制遥
渊7冤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工遥马克思尧恩格斯认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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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

想遥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袁同时

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袁因此袁那些没有

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袁 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

级的遥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袁 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

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曰因而袁这就是那些使某

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袁 因而

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遥由此马克思尧恩格

斯引伸出一个重要观点院野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

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袁 因此

在这个阶级内部袁 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

出现的袁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尧有概括能力的意

识形态家袁 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

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袁 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

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袁 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

和幻想袁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袁
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遥 冶[1]

渊P551冤这就是说袁在统治阶级内部从事野精神劳动冶
的人袁即所谓的思想家和意识形态家袁他们站得高一

些袁看得远一些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编造适合统治阶

级需要的思想和幻想袁 从理论上论证本阶级统治的

合理性袁 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遥 统治阶级内部从事

野物质劳动冶的人袁是实际的政治活动家袁他们接受本

阶级的思想家和意识形态家编造的思想和幻想袁以
这些思想和幻想为指导袁从事经济尧政治尧司法尧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实际的管理工作遥 由于这两部分人从

事的工作的差别袁 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

和敌视遥 但是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发生实

际的冲突袁 统治阶级本身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时

候袁这两部分人的对立和敌视便自行消失了袁并联合

起来共同对付被统治阶级的反抗遥 统治阶级的思想

家和意识形态家袁 如果不顾产生这些思想的物质条

件袁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袁使
这些思想独立化袁 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

或那些思想袁例如袁宣扬在贵族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

念是荣誉尧忠诚等等袁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

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尧平等等等遥这样就把统治阶级

的统治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的统治袁 这就是为什

么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意识形态家都坚持社会意识

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阶级根源遥
( 8 )自发分工和私有利的消灭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

认为袁自发分工和私有制不会永远存在袁到共产主义

社会袁自发分工和私有制就会被消灭遥而要消灭自发

分工和私有制袁则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遥 第一袁只有

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普遍的程度袁 分工和私有

制成了它们的桎酷的时候袁 分工和私有制才会被消

灭遥 第二袁只有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袁
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并占有了全面发展的生产力尧个
人的活动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的时候袁 分工

和私有制才会被消灭遥第三袁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形

式发展到在私有制的统治下成了破坏力量袁 在阶级

对立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的时候袁 分工和私有制才

会被消灭遥第四袁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基

础上实现了个人的联合的条件下袁 分工和私有制才

会被消灭遥自发分工的消灭并不是一切分工的消灭袁
恩格斯在叶论住宅问题曳中指出袁在未来新社会将形

成野明智分工冶遥在这种野明智分工冶的条件下袁生产力

将以更快的发展袁社会财富将比以前更加丰富袁每个

人都将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从事科学尧艺术尧社交方

式等等活动袁从而获得全面的发展遥

八尧 关于所有制形式与
社会形态的划分

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袁马克思尧恩格斯提出了

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最初见解遥 根据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分析社会结构袁 他们把全部社

会关系的本质归结为生产关系渊所有制形式冤袁又把

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袁 形成了科学的

社会历史分期理论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认为袁与一定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的所有制形式是划分社会

形态的根本标志遥基于此袁他们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历

史划分为三种依次更替的所有制形式袁即野部落所有

制冶尧野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冶尧野封建

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冶[1]渊P521-523冤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所

讲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所有制形式袁 大致分别相当于

西欧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袁 这一点我国理论界基

本没有分歧遥分歧在于如何认识第一种所有制形式遥
关于这种所有制形式袁马克思尧恩格斯讲道院野这种所

有制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袁当时人们靠狩猎尧
捕鱼尧畜牧袁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遥 在人们靠耕作为

生的情况下袁 这种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

为前提的遥 在这个阶段袁分工还很不发达袁仅仅限于

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遥因此袁
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院父权制的部落首领尧他
们管辖的部落成员袁最后是奴隶遥潜在于家庭中的奴

隶制袁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袁随着战争和交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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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遥 冶[1]渊P521冤从
这段话可以看出袁野部落所有制冶主要有三个特点院其
一袁生产力和分工很不发达袁当时人们靠狩猎尧捕鱼袁
畜牧袁最多是靠耕作为生曰其二袁社会结构是父权制

的部落首领尧 他们所管辖的社会成员以及奴隶曰其
三袁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在逐渐发展起来遥

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尧恩格斯所讲的野部落所有

制冶 的性质的看法很不一致遥 有人说它是原始公社

制袁因为生产力和分工很不发达曰有人说它是对抗性

的社会组织袁因为已经有了奴隶制袁而且奴隶制还在

逐渐发展曰也有人说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叶<政治经济

学批判>序言曳中讲的野亚细亚生产方式冶遥 这些看法

都有些失之简单尧片面遥 我认为应该从马克思尧恩格

斯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考察尧
规定野部落所有制冶概念的确切含义遥

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一书袁是马克思尧恩格斯论述

古代社会和社会形态划分问题的最初著作遥 马克思

当时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还只限于欧洲遥 在写作本书

以前袁他曾经在叶克罗茨纳赫笔记曳中研究过从公元

前 6 世纪到 19 世纪 30 年代 2500 多年的欧洲历

史袁 特别是着重研究了对世界近代史发生重大影响

的法国革命史袁同时旁及英国尧德国尧瑞典尧波兰尧威
尼斯共和国的历史遥当时袁年轻的马克思尚未研究东

方社会的历史遥 它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才开始研

究亚洲社会袁主要是印度和中国社会遥 叶德意志意识

形态曳中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观点袁是他研究亚洲社

会以前的观点袁只反映他对于欧洲历史过程的认识袁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史料上都还是很不充分的遥 这

里说的野部落所有制冶袁从经济结构上看袁相当于原始

社会的氏族公社所有制曰从社会结构上看袁相当于氏

族公社所有制解体尧奴隶制已经开始出现的时期遥这
时马克思还没有把氏族公社和氏族公社解体以后出

现的农村公社分开遥 他所讲的野部落所有别冶虽然相

当于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的农村公社袁
但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科学的原始社会的思想袁 自己

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袁 因而把它作为人类历

史发展中的第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遥 当时马克思还

没有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袁 还没有形成

野亚细亚生产方式冶概念和野东方社会冶尧野亚洲社会冶
的思想遥 所以把这里讲的野部落所有制冶等同于马克

思 1859 年在 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曳 中所讲的

野亚细亚生产方式冶袁 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

际过程的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所叙述的三种所有制形式袁是资

本主义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形式袁 这三种所有制形式

是在历史上按先后顺序出现尧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袁
而不是在空间上同时并列尧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遥这
是从马克思尧恩格斯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遥
理论界有人把这三种所有制形式说成是在空间上同

时并列尧属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当时已经认识到袁人类社会开始

是公有制袁后来才出现私有制袁私有制将来还会被消

灭袁 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被未来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所

代替遥 这样袁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形式袁再加

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将来代替它的共产主义公有

制袁正好是五种所有制形式遥以这五种所有制形式为

基础袁形成五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袁即野部落所有

制冶社会尧奴隶社会尧封建社会尧资本主义社会尧共产

主义社会渊它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冤遥 由此可

以看出袁在历史唯物主义刚刚形成的时候袁马克思尧
恩格斯就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袁 我国理

论界有些人否认马克思尧 恩格斯提出过五种社会形

态划分理论袁 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是斯大林

1938 年在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曳中提

出来的袁这完全不符合实际遥同时也要指出袁马克思尧
恩格斯的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理论袁 并不是说每一个

国家和民族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袁 都要依次经历五

种社会形态遥而是说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袁五种社会

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的遥
总之袁在马克思尧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刚刚

形成的时候袁 就提出了他们最初的五种社会形态从

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的理论袁 只是这时的第一个社

会形态即野部落所有制冶社会袁还不是后来所讲的原

始社会袁 这反映了他们当时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尚

未完全成熟袁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遥

九尧 关于实践观点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观点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袁是贯穿叶德
意志意识形态曳全书的一条红线遥这部著作中的实践

观点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院 一是直接使用实践概念

的地方并不是很多袁对于实践的含义用诸如野感性活

动冶尧野感性劳动冶尧野现实的活动冶尧野实际的运动冶尧野革
命活动冶尧野创造冶尧野生产冶等词语表述曰二是在批判费

尔巴哈尧布鲁诺窑鲍威尔尧施蒂纳等人的旧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观点时讲的曰 三是在论述共产主义运动

时讲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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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曳中袁马克思就尖锐地

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

缺点院野对对象尧现实尧感性袁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

的形式去理解袁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袁
当作实践去理解袁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遥 冶[1]渊P499冤
在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袁马克思尧恩格斯进一步批判

了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单

纯的感觉袁 把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看作是自古以来始

终如一的东西袁 而不把它们看作历史的产物和世世

代代人的活动创造的消极直观的旧唯物主义观点遥
他们指出院野他没有看到袁 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

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尧始终如一的东西袁
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袁是历史的产物袁是世世

代代活动的结果袁 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

定的基础上袁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袁并随着

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遥 甚至连最简单

的耶感性确定性爷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尧由于

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遥 冶[1]渊P528冤
无论是唯心主义者布鲁诺窑鲍威尔袁还是旧唯物

主义者费尔巴哈袁都只看到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冶袁而
看不到野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冶遥马克思尧恩格斯

认为袁人和自然是统一的袁自然和历史是统一的袁自
然是野历史的自然冶袁历史是野自然的历史冶袁不应该把

它们对立起来遥 为了批判费尔巴哈把自然和历史对

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袁马克思尧恩格斯把自然分为野自
在自然冶和野人化自然冶两种存在状态遥野自在自然冶是
指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的尧 没有经过人的实践活

动改变过的天然的自然曰野人化自然冶 是指经过人的

实践活动改变过的尧打上人的活动的印记的自然袁是
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袁 人们也把它称为 野现实的自

然冶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指出院工业活动和商业活动野这
种活动尧 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尧 这种生

产袁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袁它哪怕只中断

一年袁费尔巴哈就会看到袁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

的变化袁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袁
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遥冶[1]渊P529-530冤

费尔巴哈只把人看作野感性对象冶袁而不是看作

野感性活动冶袁他对人的理解只停留在理论领域袁而没

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袁 没有从人们成为现在这

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袁 从来没有看到现

实存在着的尧活动的人袁而是停留于抽象的野人冶袁并
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野现实的尧单个的尧肉
体的人冶遥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除了爱与友情袁而且是

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袁不知道野人与人之间冶还

有什么其他的野人的关系冶遥正因为如此袁费尔巴哈虽

然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袁 但在历史观

上却仍然是唯心主义者遥 野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

主义者的时候袁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曰当他去探讨历

史的时候袁它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遥 在他那里袁唯物

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遥 冶[1]渊P530冤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的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遥 他们把占

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尧政治观念尧法律观念尧道
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都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

领域曰把政治意识尧法律意识尧道德意识都宣布为宗

教意识或神学意识曰政治的尧法律的尧道德的人袁总而

言之是抽象的人袁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遥宗教的统治

被当成了前提遥 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

宣布为是宗教的关系袁 并且继而转化为对它们的迷

信袁如对法的迷信袁对国家的迷信等等遥 他们认为自

己受到的限制和束缚袁都是意识的产物袁于是他们就

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些道德要求袁用所谓人的尧
批判的和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袁 从而

消除对他们的限制和束缚遥 对此袁马克思尧恩格斯指

出院野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

是所谓耶震撼世界的爷词句袁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噎噎
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曰 既然他们仅仅反

对这个世界的词句袁 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

的现存世界遥 冶野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

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袁 关于他们

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

题遥 冶[1]渊P516冤他们只是对现实进行宗教批判袁不敢进

行政治批判曰只是高喊一些革命的词句袁而不敢对德

国黑暗的现实进行革命的尧实践的批判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认为袁实现共产主义不是靠宗教

的批判尧哲学的批判袁不是靠高喊革命的词句袁不是

靠宣布人的野本质冶的实现等等袁而是靠野现实的运

动冶尧野实际的运动冶袁 即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活

动遥 野实际上袁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

者来说袁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袁实际地

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遥 冶野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

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袁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

想遥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

现实的运动袁 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

的遥 冶[1]渊P527袁539冤

国际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都十分重视对

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的研究遥特别是近些年来袁我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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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dmark Work Mar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要in Memory of the 170th

Anniversary of
ZHAO Jia-x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Bei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ma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m. The basic tenets and important thoughts discussed in this work include: 野Realistic
individual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 being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 material
produc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野two production theory冶; social basic
contradictions are the basic motive for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of dialectical?unity
between man and the environment; division of labor and its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forms of ownerships and
the division?of the?social?formation; the practice viewpoint is the primary and essential point of Marx爷s
philosophy. These basic tenets and important thoughts constitute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stablishment; landmark work; basic tenets; scientific
system

些中青年学者对这部著作展开了文本学的研究袁发
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遥但是袁由于这部著作的

内容十分广泛袁涉及哲学尧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以及历史学尧文学艺术尧伦理学诸多学科袁涉及很

多人不太熟悉的当时的学术背景和历史背景袁 而且

这部著作总的说来还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袁
旧术语尧旧表述形式的残余依然存在袁如还用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表达方式把生产资料表述为资本曰 有些

思想观点还没有完全成熟袁 如还认为家庭在先部落

在后袁由若干家庭组成部落曰有些思想阐述得也比较

艰深难懂袁这在批判施蒂纳的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遥
所以学者们渊包括我自己在内冤对这部著作中的马克

思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挖掘和阐述得还不够全

面系统尧不够深入曰对一些容易产生疑点或疑惑的概

念袁如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概念之间的关系袁交往形

式和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关系袁 市民社会和经济基

础概念之间的关系等袁还没有分辨得十分清楚遥鉴于

此袁借纪念这部著作诞生 170 周年之际袁笔者从九个

方面考察尧 梳理了这部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原理和重要思想袁 并对学术界一些有分歧的概念和

观点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袁 如能对读者有些微启

发袁就感到十分欣慰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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