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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研究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其中特别要结合当代重大问题进行反思和反省。当今的对

话范式也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范式，但对话范式仅仅是涉及到思想的碰撞，要深层次了解当

代中国的实践问题，需对现实问题进行反思，把“问题中的哲学”转变为“哲学中的问题”，恰当地运

用哲学反思全球经济化，环境和生态，公平和正义，信息化时代等重大问题。对于当代实践的重大问题

进行反思，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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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Marx and Engels’ original works has different meanings, which should be reflected and 
introspected in combination with contemporary major issues. Today’s dialogue paradigm should 
also become the paradigm of the emerg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but the dialogue paradigm only 
involves the collision of idea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ransform “philosophy in question” into “problems in 
philosophy”, and properly use philosophy to reflect on major issues such as global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Reflecting on the major issues 
of contemporary practice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role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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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缘起 

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是在莱茵报时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转折点，怎么

会发生一个重大的转折？为什么转而批判黑格尔哲学？就是如马克思所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

发表意见的困难”这是怎么样的一件事？莱茵报时期有一个苦恼，就是物质利益关系，而物质生活关系领

域是非理性的领域，所谓物质关系领域就是物质利益，物质利益领域是非理性的领域，因为人与人之间的

利益关系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所以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写下这样的话：“这世界上利益是最讲究实际

点的，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消灭自己敌人更实际的事情”[1]。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彼此对抗？理性无法对

此作出论证，(除非引用达尔文主义)即是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人类社会，就是把人类社会这种存在层面还原

到生物学层面了，而这种还原是不对的，因为它取消了一个重要的层面即存在层面(即社会)。所以，马克

思在 1859 年在政治学批判序言说的：“就物质利益发表的困难”，而黑格尔哲学把他武装起来成了一个理

性主义者，它用国家理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黑格尔法哲学讨论了三个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市
民社会的理性在哪里，在国家里，所以市民社会发生的利益问题应该用国家理性来加以处理)，但是马克思

无法用黑格尔的法哲学理性来解释当时出现的莫塞尔地区农民与莱茵省资产阶级议会立法来剥夺这些农民

的历史权力这样一件事情无法解释讲清楚。所以这样一种重大的发现让马克思很苦恼，于是从根本上怀疑

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做出批判，批判的结果就是人类的国家和法的并不是人类精

神发展的一般结果，而是它有一个生成的根源，即来自市民社会物质生活的物质利益关系领域，至于这个

物质生活利益关系领域当时马克思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它，于是他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他以为政治经

济学是解剖这个物质生活利益领域的一把钥匙，结果政治经济学展开后他发现他所研究的这个古典政治经

济学本有的那个前提是有问题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仍然和黑格尔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把人类的物质生活关

系，首先通过经济范畴化，把他做出一系列经济事实，然后把经济事实逻辑关系加以讨论，来揭示经济学

运行规律、资本运动的规律。 
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篇一开始就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

出发，却不向我们说明这个事实”。而科学很骄傲的说我研究的就是事实。事实并不是第一性的，给予我们

的，而是被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复数不是单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概有伯恩斯坦的马克思主义、列

宁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社会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支配人的感性生命的力量(社会现象、非理性关系、感性真实的力量)。 

2. 哲学革命：哲学对象的改变引发哲学范式的转换 

2.1. 一切革命都是范式的转换：前理性的感性存在 

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本身，从自己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手艺的积累当中，发现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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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个人自由劳动的可能性，这叫新的感性意识。”[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表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权

利如何战胜旧的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表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权利如何穿上理性的外衣，

变成合法的权利体系。哲学的对象是理性的存在者(由理性的抽象所获得的对象—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
而马克思的重大发现就是社会权利，而这个权利是非理性的存在者，哲学的对象从理性思辨的对象转变

为前理性的感性存在。哲学的革命是因为哲学对象的改变引起的，对象变了哲学就得变，这种变不是一

般的变，革命就是范式的转换，观念的变革和思想的解放。 

2.2. 哲学范式的转换：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钟嘉伦在《论马克思“实践的思维”》中指出“从认识论上来说，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基础，实践

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意味着认识的应用，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去的活动，不叫实践，而叫应

用。实践本身是创生性的，是创生人与人的关系的活动”[3]。如何把生活本身加以描述呢？这就是第三

点。 

3. 哲学成果：开辟通向历史科学的道路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真正生活开始的地方德意志意识形态，独立的哲学将失去它的生存环境。”

[4]于是哲学将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描述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描述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人，即

是描述人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发展过程本身。于是哲学革命一定会导向科学革命。就像以往的

科学都来自以往的哲学，科学从哲学里面分化出来，有了笛卡尔的数学的原则和培根的实验观察的原则

才能有伽利略的科学变革，而马克思讲的是历史科学，历史科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而历史科学

的第一个样本就是《资本论》，它的副标题就叫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批判就是经济范畴批判，亚当斯

密确立了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劳动价值和大卫李嘉图完成劳动价值理论，这个价值衍生出一系列范畴，

例如资本利润、利息、地租、工资。于是，把人类的物质生活关系放到范畴体系中去就被称为经济学，

所以生产关系被表达为经济关系。把生产关系给以范畴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第一个真正发现

生产关系的人，所以马克思研究资本的时候，不仅仅把它作为现代社会财富来研究，同时把它揭示为当

代社会权力，经济学家把对资本的研究看成是对财富增长规律的研究，而马克思把对资本研究看成是对

社会权力增长规律的研究(即剩余价值规律)，所以剩余价值规律绝不是一条经济学规律，而是揭示资本主

义必然自我否定的规律，必然灭亡的规律。而《资本论》恰恰揭示的就是资本体系的非自洽性(因为经济

学家有一个基本的假定，他们所研究的逻辑上自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清洗范畴，通过对范畴的清洗

才能描述生活本身(比如把资本清洗掉叫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把雇佣劳动这个范畴清洗掉就是异化劳动

——劳动者劳动得越多，统治和支配他的力量就越大)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产品越多，劳动者越是

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劳动本是人的生命活动，人在这种生命活动当中自我否定；劳动表明了人的类本质，

却降低为每个人谋生的手段，保持动物般生存所必要的手段；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本是劳动生产出来的。 
这一切都表明有一种新的科学的到来，那就是历史科学，(它处处揭示当下的生产关系本就包含的对

抗性)对抗性关系表明，每一种生产关系，终将在自己的发展中否定自己，人与人的感性冲突是不可避免

的，现代战争的根源就是资本。历史科学的方法就是感性辩证法，所谓的历史科学，就是指科学所研究

的所有对象，无论是自然对象，还是社会对象，都是历史的生成起来的。黑格尔是把辩证法做了完整系

统的描述，叫辩证逻辑，但是黑格尔把历史事物的辩证展开过程看成是逻辑的东西。历史的东西最后统

一到逻辑里，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而马克思要求完成一种颠倒，即辩证法不是人类思维的逻辑。

辩证法是人与人之间感性关系的逻辑，只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交往，它一定包含着他自身的矛盾

和冲突，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辩证法在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的同时，包含着对事物的否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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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即包含着对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4. 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的创新和发展 

4.1. 辩证认识的层次结构表现在马克思对抽象形态的描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通过文字描述的形式，探讨了辩证认识的层次结构，辩证认识的阶梯规

律，以及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展望了今后哲学发展的方向与时代哲学理论需要研究的课题。在抽象的

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

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

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

的数量，即只有和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 

4.2. 用汉语逻辑解析得到的图像 

马克思的观点缺乏逻辑图形，而汉语逻辑方法是图像正位法，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与哲学逻辑图像分

离汉语中的万物形态，逻辑性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终点，道即一即多，一是逻

辑学视域逻辑方法，认识论视域，道生一只有纯粹的数量把空间的向度抽去终端矛盾形态虚无性，数量

的逻辑范畴纯粹数量。二是逻辑范畴：一生二，把物体的界限也抽去过程概念、形式、可知性，结果就

只有空间了，即三空间、三个维度、二生三，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开端概念和内容所用的材料

和房屋的样式一般的物体，剩下一般的物体规则即三位一体、可见性、三生万物真实的存在客观事物。 

4.3. 辩证认识的阶梯规律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中 

列宁认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

化的无限过程。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

于无穷。显然，列宁在这里为我们描述出来的认识深化过程是现象到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到无限深化的

发展。毛泽东《实践论》中描述的认识论模型通过三步来进行，第一，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

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第二，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

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第三，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之前的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5]。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4.4. 探讨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 

4.4.1. 辩证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

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来说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

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4.4.2. 认识过程是封闭的圆圈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

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

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列宁把认识过程比喻为无限地近

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我们将这一思想上升到本质高度，就会得出认识过程是封闭的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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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它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强调的“感性是三角形，理性是圆圈”的理念吻合。直观的逻辑图像

是这样的：事物发展变化的逻辑关系，认识过程是封闭的圆圈，认识对象现象混沌原始过程，所以认识

是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4.5. 恩格斯指明了哲学理论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4.5.1. 哲学理论需要考察辩证法规律之间的联系问题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

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恩格斯在这里明

确提出了哲学基础理论需要研究的课题：辩证法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毛泽东晚年研究了这个课题，受

思辨能力的制约，他没有取得成功。矛盾形态大致是内外一体，两种形式对立统一量变引起质变，量变

是过程，质变的结果一个过程两次否定，从形式否定到本质否定由此构成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内涵。 

4.5.2. 哲学基础理论的最终形态: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 
“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

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书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

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6]恩
格斯在这里明确提出哲学理论发展到最后，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中

形式逻辑的内容是思维形式规律，辩证法的内容是思维本质规律。前者是认识形态的运动，后者是把握

事物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 
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实践经验出发，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进行的探索和创新。遗

憾的是，我国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和学者们对于这些形而上学领域的研究课题研究得很少，

他们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从经典著作中找观点、找立场和找方法上。很少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和

学者能够深入到时代哲学理论的前沿，继续深入研究辩证认识论的结构、规律和模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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