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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知识理论的广泛框架内，对历史科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作为研究马克思

主义的必要前提，同时也为了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文中首先回顾了黑格尔唯心主

义中的辩证法，接着将二者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理念相联系，即理论与实践、科学与革命

的统一。最后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知识的贡献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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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road framework of the knowledge theory of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is paper re-
flects on the so-called historical science. Du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dialectics in Hegel’s idealism as a neces-
sary prerequisite for the study of Marxism. At the same time, this distinction is related to the 
core idea of Marxist epistemology, that is,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science and revolu-
tion. Finally, on this basis, the contribution of Marxism to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is reviewed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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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19 世纪中期，由黑格尔及其理论追随者所指出的理想主义标准提出了一种新的对历史的解读视野，

在这一视野中，黑格尔等人认为历史是建立在人类的功绩之上，他们的正直和卓越构成了国家诞生的动

因。在实证经验主义严重质疑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之后，一场从经济政治框架的角度审视社会现实的运动

出现了，它坚持革命变革的紧迫性。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旨在理性地说明一切事物的辩证法得到了发

展，马克思也逐渐远离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群体，从而诞生了唯物史观，并且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基

础和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出发，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解读[1]。在当今，大众所理解的历史唯

物主义其实大多数都停留在一种科学式的，自然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用一种唯物的眼光去认识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视角十分容易忽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因此在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的背

景下，本文指出了从他的工作中衍生出来的历史科学模型中的一些解释因素，同时基于他的唯物主义辩

证法来介绍潜在的革命性知识理论的基本要点。为此，我们将从黑格尔主义的起源转向马克思提出的一

些科学标准，从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探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可能遭受到的

误解和删减。 

2. 黑格尔的辩证法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确实来源于黑格尔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承认：“因

此，我公开宣称自己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门徒，甚至在关于价值理论的章节中，以他特有的表达方式到

处闲谈。”[2]因此，想要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细微差别，就需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梳理。 
黑格尔提出他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他克服了以前哲学中所陈述的偏见。他的

论述不仅把辩证法定义为一种工具，一种辩论，一种哲学的方法，而且还确立了其现实的性质，存在的

性质，以及整体构成的性质。既辩证法是现实的本质，辩证法是概念在模糊与局部清晰之间升华。在黑

格尔看来，辩证法是存在的，是原始的，是其他一切事物的趋向，是自身的一部分。在这种从单纯的理

解哲学发展起来的方法论中，思辨哲学通过理性的知识被主张理解为一个整体。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

方法被理解为一种精神的展示，一种对整体本质的自我认识的练习。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想要揭示

上升为绝对知识的意识经验，这种经验性的感知首先指的是把辩证法作为现实的重要本质来考虑。既辩

证法是普通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不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概念或绝对秩序。黑格尔指出，现实是精神，而

精神本身又是在历史人物中提出并得到承认的，逐渐成为人类活动的核心，成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因

此，辩证法是精神，也是在普遍活动中发生的现实。辩证法的存在是全面的。每一个存在的层次，每一

个存在的空间都在辩证地进步。物质自然是辩证的，就像人类的历史、哲学、艺术一样。辩证法是一切

事物发展的道路，使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同时辩证法也是为整体服务的理解语言。 
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不仅提供了一种区分和检验思想的辩证法，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辩证法，

这种辩证法除了在区别事物中赋予否定性外，还整合了被假定排除在外的事物。辩证法假定事物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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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性，消除距离和寻求更高级的形态。辩证法不仅仅是排斥，相反，它是对更高现实的承认。辩证法

是一种方法，但最重要的是，它是现实的存在形式，是思想和存在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

激化了康德开启的批判动力，通过对进步、历史和现实内在演变的理解，扩大了批判动力的意义。因此，

黑格尔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扩展为绝对唯心主义，具有全面和历史的范围，即西方哲学中最雄心勃勃

的、最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可以说，黑格尔唯心主义是哲学的摇篮。 

3.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接受了哲学的训练之后，与新黑格尔主义者争论，并选择以政治兴趣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

即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产生的物质历史。很明显，他提出的不仅仅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的回应，

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的批判性发展，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历史唯物主

义所产生的概念和解释问题主要涉及“历史哲学”的概念。而辩证唯物主义，被一些人称为 Diamat，可

以被认为是恩格斯的一种解释，来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辩护，反对来自他那个时代的否定与批评[3]。 
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将现实物质定义为绝对精神的结果，而绝对精神是现实物质的全部来源，这

是荒谬的。马克思接着指出，思想、概念、表现形式等思想成果最终强加于他的头脑，唯心主义的理解

最终是一种关于行为的理性的论述，这些行为通过抽象的概括被塑造成对人、社会和国家作为精神的表

现形式的看法。这些看法将构成纯粹的意识形态，即歪曲事实，并为阶级的压迫提供了合理的理由。正

如他在著作中提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自己是什么、对自己可能是什么形成了错误的观念[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其主体不

是辩证地前进，因为它表达了更大的抽象或更复杂的概念过程。马克思指出唯物史的主体是物质关系中

的人，即真正的进行历史革命运动的人。对历史和革命变化的理解是自由的，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解释

性陈述。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的解放不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保留的自主权，而是具体的生命力的证

明，这必然将我们带入以群体和阶级利益为标志的社会维度。资本主义物化了人，物化了主体间的关系，

把社会的、主体间的领域变成了一种工具性的、机械的行为，在其中个体存在被打乱，将自己定义为高

于人类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反对唯心主义的理解，因为这种辩证法扭曲了具体现实的秩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描述它：“对生产者来说，他们的私人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真实的，也就

是说，不是在他们的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社会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和事物之间的社会

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它具有辩证的运动。历史是社会内部斗争的历史。

辩证法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辩证法是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一群人成为一个社会阶级，

分成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两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称：“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历

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因此对社会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对经济政治多因素的理

解之上，这种多因素渗透到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它是历史性的，因为这些条件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人(社
会阶级)和自然(人类改变的生产环境)之间的交换而辩证地发展起来的，并在他们的思想形式中复制自己。 

科学不仅仅是实验或论述，科学是历史的行动。知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建立了复杂而不断

变化的联系，社会意识的形式与上层建筑相对应。社会、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和道德方面的重大变

化并非发生在它们本身的具体性质上，而是由它们的物质、经济和生产基础的深刻、结构和明确的变化

所驱动的。外在的现实，被个人和大众感知轻率地假定为这样一个真实的和日常的水平，是误导和虚假

的，因为意识不能立即将现象与产生它的深层原因联系起来。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实践，它是一

种调查方法，一种解释其对象的标准，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动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在研究资本

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必须详细地适应其对象，分析其不同的

发展形式，并追踪其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他才能充分阐述真正的运动”。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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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方法论中，科学研究的工作越来越接近于对现实的感知，一种辩证的理解视野，这种视野是唯物

主义的，而不是实证主义的概念化，而是提供了一种定性知识的替代方案。科学作为历史的物质辩证法，

需要独立于自身的物质基础，脱离自身的语境。这是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方式，同时这样展现出了马克

思哲学思想的庞大与细微，全面与深刻。 

4. 理论与实践、科学与革命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知识成为改造人与自然不可缺少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是一种工具，它使

个人能够在政治视野中定位自己。知道如何揭示意识形态，寻求无产阶级的解放；或者，它知道如何使

一种剥削和不公正的秩序合法化，这种秩序旨在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物化结构中的统治永世长存。阶

级意识在其实际的革命过程中促成了意识形态的毁灭。马克思从他早期的共产主义构想开始，在他的思

想和宣传工作中，想要破坏资本主义的基础，以制定一个革命性的政治纲领：共产主义。在《关于费尔

巴哈的论题》中，他写道：“到目前为止，哲学家们一直试图理解世界，但问题是改变世界[6]。”与他

的调查实践相一致，在与所有以绝对精神腐化为食的唯心主义流派进行正面斗争之后，马克思将致力于

建立一门革命科学，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并从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之抗衡。理论与

实践、科学与行动、理解与决策的统一，这些作为历史和社会实体的人的生产对，在具体现实的领域中

得到实现和合法化。生产、社会和精神上的物质性受益于革命思想的行动。从负责任和承诺的理论中产

生的实践是解放的代理人。 
马克思主义是对现实的深刻、革命性和激进的理解，是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和政治进步的概念化。在

马克思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片面的，辩证唯物主义把现实还原为纯粹的物理的东西。一些马克

思主义者扭曲了马克思的全面革命力量，因此“尽管他们正统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字，但他们无

法保持其革命性质”。反对资本主义方式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斗争，不能沦为荒谬的极端，认为改

变思想就会改变实践，或者认为通过革命性的改变物质基础，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散发就会像火焰熄灭时

的烟雾一样消失。辩证法不是还原的方法，而是现实的精神和智力再生产的方法，发展的方法，或从历史

人的客观实践活动开始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辩证法的作用是理解真实的整体，同时对物质和社会经济结

构进行革命。因此，其理论将是辩证的，它与文化、概念和知识形态相联系，与社会从其物质和生产基础

上所经历的破裂、变化和转变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生产的结果，是人类劳动工具的一部分，

是现实的中介。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思，它允许改变现实。它是对具体现实的基本规律的概念化。因此，我

们不能理解理论，除非它来自真实的整体，并相应地投射到实践中。如果实践不理解物质世界的复杂性，

将其因果联系解开为调节和指导其发展的复杂智慧，那么实践也不被接受。理论被认为是理解整体的巨大

努力，这种整体使现象与其物质本质相联系成为可能。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分

解成几个伪革命口号，这些口号适用于一切事物，而不考虑物质和社会的复杂性，这是不公平的。 
理论和实践是人类知识的伟大统一。如果这种统一通过强调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被打破，我们就会陷

入欺骗性的理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或者陷入为权威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利益服务的毫

无结果的、令人疲惫的、毫无意义的、没有方向的行动主义。这种思想不仅严谨、系统、相关、深刻和

分析性，而且是革命性的：它的目的不是使不公正的阶级社会永久化，而是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为所

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哲学在哪里？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冻结在一门否定意识形态的革命

实证主义科学的定义中，我们就会陷入一种简单化的定义的还原主义：当没有资本主义时，它的意识形

态就会消失。即哲学，就会消失。换句话说，哲学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现实状态的具体化，这种现实状态

与意识形态所宣扬和赞扬的非常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法是不确定的、绝对的、

不容置疑的。辩证法总是推动实践和思考的创新，而教条主义将破坏历史的辩证性。因此，哲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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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超越哲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批判导论》中说：“你不能压制哲学而不实现它。” 

5. 结论 

马克思拒绝唯心主义哲学，因为他认为它是一门捍卫统治阶级利益的学科，是一种为压迫制度辩护

的意识形态，压迫制度最终构成了精英和国家的话语武器。马克思考察了经济现实及其与政治组织的联

系。马克思将在历史实践的指导下，在社会政治的实现下，提升哲学的批判力量，净化理性作为有效革

命批评工具的功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人类知识做出了贡献，展望了一种社会和政治关系，

这种关系照亮了随后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在马克思的实践中，认识论在政治中得到验证，理论与实践的

统一也是寻求革命变革的自由主义福祉的真正行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地球上所有人类和所有国家

应该履行的责任而闪耀。马克思对西方意识最深刻的贡献是在历史领域。马克思在不否认黑格尔唯心主

义的摇篮的情况下，从全球化中考虑了积极的、具体的历史事实，能够穿透模糊的表象，直到包含历史

的宏大逻辑。经济科学、历史科学和政治学将永远回到马克思的足迹去批判和去意识形态化，为社会人

提出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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