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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唯物史观的三大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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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唯物史观具有三大基本特征 ,即 :实践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内在一致 ,它为唯物史观奠

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历史发展过程的客体制约性与主体创造性的辩证统一 ,它为唯

物史观赋予了辩证的理论品格 ;人的自由解放与历史进程的高度一致 ,它使唯物史观获得了明

确的价值指向。这三大基本特征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使唯物史观与其它一切历史观从根本

上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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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最重大

的发现 ,一是唯物史观 ,一是剩余价值学说。列宁

也认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

最大成果。”[1 ]可以说 ,马克思哲学革命最重要成果

就是历史观的变革。因此 ,深入理解马克思唯物史

观的基本特征 ,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精神实质是十分重要的。

一、实践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内在一致

实践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内在一致是马克思

唯物史观最根本的特征。

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用人的意识、观念或者无人

身的理性、精神等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不同 ,“唯物

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

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

的”,[2 ]强调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活动

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与自然唯物

主义“见物不见人”不同 ,作为现代唯物主义 ,马克

思哲学的侧重点并不在不着边际、与人无关的物质

本体上 ,而是把聚焦点集中在人本身 ,从人的实际

生活出发来研究人以及人与物的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 ,唯物

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 ]这

是非常恰当的论断 ,因为 ,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历史

总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社会 ,无论采取什么样

的形式 ,都是人的实践活动交互作用的产物。“全

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 ]一定的社会关

系和社会结构并不是在人之外形成并强加于人的 ,

它们总是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人们的

物质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甚至认为 ,“社会

本身 ,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5 ]这样 ,所谓

历史也就不能游离于现实的人之外 ,它实质上是人

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现实的运动。“‘历史’并不是把

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

格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

已。”[6 ]正是基于对社会历史的这种深刻洞见 ,马克

思才非常合理地把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出发

点。依据人的实践活动 (首要的是生产劳动) 和物

质生活条件 ,通过在实践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结构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认为 ,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不了

解实践活动及其意义。马克思哲学把现存世界“当

作实践去理解”,实际上就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现存世界。在马克思哲学中 ,实践原则与主体性原

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的实践原则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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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原则 ,马克思始终把实践和主体联系在一起

来考察人类历史。首先 ,马克思认为 ,实践是一种

主体人的“感性活动”、“客观活动”、“现实活动”。

这就是说 ,实践活动是凭人的感官可以真实感觉得

到的客观过程。马克思对实践的这种理解与形形

色色的唯心主义实践观划清了界限。其次 ,马克思

强调实践活动的革命和批判意义 ,把实践理解为主

体人的一种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即它不是

一般的感性活动 ,而是体现主体人特有的能动性的

感性活动。马克思不仅把实践活动与动物的“客

观”“感性”活动作了区分 ,而且与旧唯物主义的实

践观也作了本质的区分。

另外 ,马克思还把实践同人的存在本身联系起

来 ,实践被理解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 ,是人的本

质力量的实现和确证。马克思说“在我个人的活动

中 ,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本质 ,即我的人

的本质 ,我的社会本质。”[7 ]这意味着 :第一 ,实践的

动机包含着人对客体限制的超越。实践观念作为

物的外在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的观念统一 ,它不仅

体现着对象世界对人的制约 ,而且意味着人对客体

的规范和欲求 ,二者的相互联结导致了人的现实选

择 ,而且也只有人的内在尺度的规定才真正显示出

属人的特性。实践结果中包含着无法被还原和归

结为客观必然性和自在世界的质素 ,而且这些质素

只能源自人的内在尺度。第二 ,实践的过程及其产

物使人的本质力量以直观方式呈现出来了。人们

在实践的结果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只有

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8 ]

这里所谓现实的、感性的对象 ,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的产物 ,它积淀并凝结着人的本质力量。由此可

见 ,马克思实践观是一种既坚持了唯物主义 ,又高

扬了主体人的能动性的科学实践观。

马克思把实践原则和主体性原则高度统一起

来 ,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

由此也真正彻底地实现了社会历史观中的唯物主

义变革。普列汉诺夫、斯大林等人偏重于从自然环

境或生产力、生产方式方面去阐释唯物史观 ,没有

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不

能使实践原则与主体性原则内在地统一起来 ,也就

不可能为历史观奠定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

二、历史过程的客体制约性与主体创造性的辩证统一

历史过程是否是被决定的 ? 这是一个古老而

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历史是自由意志

的产物 ,有人则提出历史过程是被决定的。这两者

彼此对立 ,后者通常称为历史决定论 ,它承认人类

社会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的客观普遍性 ,并由此引

申出对一切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确定性的肯定。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 :马克思的唯物史

观既是在与非决定论的斗争中产生的 ,也是扬弃精

神决定论、自然决定论乃至环境决定论的结果。之

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键正在于马克思对人类及

其社会历史特殊本质 ———实践的把握。如果仅仅

从客观、客体的角度看 ,社会和自然并无根本的区

别 ,人也不过是高等动物 ,人类及其社会都是自然

环境和自然规律造成的 ,就只能得出“自然决定

论”;倘若我们单单从主观、主体的角度看 ,人类社

会的一切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作品 ,而人类

实践又是在人的意识指导下进行的 ,意识似乎不仅

能为社会而且能为自然“立法”,就必然得出“精神

决定论”。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 ,即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

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出发 ,正确地把人类

社会看作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 ,把人

类历史视为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不断从必然走向自

由的过程 ,将历史创造活动的客体制约性、决定性

与主体选择性、创造性辩证统一起来 ,从实践角度

即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类历史发

展过程的本质。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 ,马克思

充分注意了自然环境对人及其社会历史的影响。

他曾指出 ,在“在文化初期”,以及“较高的发展阶

段”上 ,自然环境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9 ]给各地

区的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的速度和形式上带来了

各自不同的特征。然而 ,马克思始终强调 ,归根结

底 ,人总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着自然界 ,同时改

造着自身。他指出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

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

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

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 ———

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

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 ,也就同时改变着他

自身的自然。”[10 ]在马克思看来 ,自然条件对人类

社会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 ,而是起促进或延缓作

用 ,这种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特定历史时代的生产方

式。

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环境 (一定社会的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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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的关系也是辩证的 :一方面 ,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现存的

社会关系总和的产物 ;另一方面 ,他又是那个社会

环境社会关系的创造者、改造者。只看到人是社会

关系的“产物”,是不全面的 ,还必须看到 ,现实的人

同其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归根到底是

创造者、改造者与被创造者、被改造者的关系 ,因为

每一代人所遇到的既定的社会环境虽然对他起着

制约作用 ,甚至决定他的本质 ,但那种既定社会环

境归根到底无论对他发生着多么大的制约作用 ,以

致他不得不“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但“另一方面

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11 ]由

此推动历史的更新与前进。

长期以来 ,我们总是用历史决定论来界说唯物

史观。诚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的确包含着决定

论思想。但承认唯物史观中包含有决定论思想与

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决定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

事。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理解社会规律与人的实践

活动的关系。我们知道 ,考察人的主体活动 ,离不

开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但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 ,

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揭示 ,正是为了探寻人的主体

活动的客观依据 ,并为人的主体活动开辟广阔的天

地 ,使人的主体特性得以更自由、更充分地发挥 ,使

人们能以日益合乎规律的活动 ,更自觉地创造自己

的历史。唯物史观本身包含着不可还原成历史决

定论的理论内容 ,这个理论内容的核心观念是 :社

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历史乃是人的创造性活动

的结果 ,历史的本质就在主体的创造活动中 ,这种

创造就是指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领域

的变革创新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不仅历史活

动的客体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且历史活动的主体自

身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客体的制约性只有在作为

主体创造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时才有意义 ,而主体的

创造性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最本质特征 ,人类历史

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不断改造世界中创造出

更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 ,使人成为自由自觉的历史主体。因此 ,应该用

历史创造论来概括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

历史创造论能以合理的形式扬弃历史决定论和历

史选择论的简单对立 ,并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关于历史过程的客体制约性与主体创

造性的高度统一为唯物史观赋予了辩证的理论品

格。马克思注意到“人创造环境 ,同样 ,环境也创造

人”[12 ]但他摒弃“二律背反”式的“互相创造论”,强

调归根到底“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人在实践中既

实现着对“环境改变”,也实现着“自我改变”。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归

根到底 ,是现实的人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炼出”新

的品质 ,“造成”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

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的历史。[13 ]历史规律也是

如此 ,社会的客观规律 ,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

具有自己特殊人格的规律 ,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

发展的规律 ,历史规律无非是在人类自主实践活动

中建构起来的客观规律。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

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人不仅生活和活动于一定的

社会关系中 ,而且又不断地变革和创造着自己的社

会关系 ,从而实现了对客体制约的超越 ,并不断地

从这种超越中获得进步和解放。

三、人的自由解放与历史进程的高度一致

如果说实践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逻辑起点和理

论基础 ,那么马克思历史观的逻辑终点和理论的最

高视角就是“人的自由解放”。“自由王国”的实现

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也是人类活

动的终极目的。马克思是带着“任何一种解放都是

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哲学理想 ,

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最高旨归开始他的哲学批判和

创造的。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尝试通

过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其扬弃来解开历史之谜 ,认为

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能够使人以全

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 ,获得自由和解放。到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探讨了无产者如何实现

自由个性的解放 ,“无产者 ,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 ,

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 ,消灭这个

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 ,即消灭

劳动。因此 ,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

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

立中 ,他们应当推翻国家 ,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

现。”[14 ]这一朦胧的理想 ,到《共产党宣言》则明朗

起来 ,马克思科学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步骤和策

略之后写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

产阶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 ]后

来 ,马克思带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

任务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 ,从事了

《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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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剩余价值之谜 ,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

生产活动和社会生产关系。对理想的未来社会 ,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规定 :共产主义是以“每个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6 ]

马克思并未停留在此。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

稿》中 ,马克思又从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发展与社

会存在的关系上概括出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 ,

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

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生产

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这是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的最高社会发

展视角揭示的人类发展的趋向。

可见 ,在马克思看来 ,历史创造过程就是人逐

步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最终目的 ,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高旨归。历

史的意义就在于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与脱离人

的社会历史性生存 ,从先验的人的本质出发去把握

人的自由、解放不同 ,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实践尤其

是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去揭示人的自由解放历程的 ,

从而为人的自由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

的自由解放不是一种哲学家的主观愿望和设定 ,而

是由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所形成的不可抗拒的

历史必然。马克思哲学认为自由在本质上是一个

历史范畴。人的自由 ,主要是指人的创造性、选择

性。通过自主自觉的活动去实现自身的自由。历

史的发展 ,一步一步地解除人的束缚 ,亦即使人一

步一步地得到解放。解除束缚和得到解放 ,就是获

得自由。人类只有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才能

不断地赢得自由 ,而人类赢得自由的过程 ,也就是

人类解放的过程。正因为自由是历史的产物 ,所以

人类的解放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活动。这种历史活

动必将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成为自由

的人。所谓自由的人 ,就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

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

自己本身的主人 ———自由的人。”[17 ]

马克思坚持人的自由和解放与历史进步的一

致 ,使唯物史观获得了明确的价值指向。马克思唯

物史观是关注人的未来的科学。它与一切以往的

历史哲学包括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 ,

就在于它对人类彻底解放和社会发展前途的关怀。

它不同于张扬终极关怀的宗教哲学 ,也不同于只关

心个体或所谓类的人本主义哲学。马克思哲学切

切实实关怀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 ,是用

社会主义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它把人类的

自由解放放在历史中去考察 ,把历史的进步定位于

人自身的解放 ,无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生产

方式 ,都不过是人的自由解放的标志 ,历史的进步

就体现在人类的自由解放程度上 ,从而使马克思唯

物史观在现实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

马克思把哲学称之为“人类解放的头脑”就非常准

确生动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本质。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三大基本特征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 ,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实践是人的活动 ,

是一种能动的活动 ,即通过这种活动 ,人“不仅使自

然物发生形式变化 ,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了自

己的目的”。人类创造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成就人本

身 ,因而实践原则就是主体性原则。人类的实践是

有客观条件制约的 (不仅有物质的 ,还有政治的、道

德的、法律的、宗教的等等相互作用) ,但客观必然

性只是决定了可能性的范围 ,人类从不被动地受其

制约 ,人在必然性所决定的范围内仍能根据自己的

需要做出决定 ,并通过实践把选定的可能变为现

实 ,获得自由。所以 ,在人的实践基础上不仅产生

了客体制约性与主体创造性的辩证统一 ,而且决定

了实践是人类获取自由的现实途径。“世界不会满

足人 ,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8 ]历史

的进步就表现在人类一步步获得解放。在人类的

实践之上 ,人的自由解放与历史进程实现了高度的

吻合 ,历史创造过程就是人获得自由解放的过程。

人类追求自由解放又是植根于人的主体性 ,没有作

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 ,人类不

仅不可能形成自由解放的愿望 ,而且也不可能从事

追求自由解放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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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erialistic Historical Notion
MAO Hao2ming 　CAO Run2sheng

(Anqing Normal College , Anqing :246011)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notion of materialism holds three intrinsically and logically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 a. the

(foundational) intrinsic conformance of subject and practice principles ; th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object condition2
ality with subject creativity ; and ,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high consistency in (wo) man’s liberation and , history

tenor.

Key words :the Materialism Historical View ; Practice ; Subject ; Determinism ; Freedom ; Liberation.

(上接第 19 页)和社会公德水平的提高 ,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实施 ,美化居住环境以及人

际关系的改善等等。

(2)防止丑恶现象的滋生。每一个社区成员 ,

都有义务和责任宣传并亲自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

活动 ,批评和抵制低级有害的文化活动。社区文化

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正确的导向、巧妙的方

式、健康的情调和高雅的趣味来吸引人们的兴趣 ,

表扬奖励有良好爱好的人们 ,以达到对人的劣性本

性一面的抑制 ,激发人的良好本性的展现 ,促进社

会风气的净化美化。

总之 ,社区文化建设需要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物

质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走一条人口、文化、经济和环

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具体的办法是以民间组织为主

要力量 ,积极开展文化学习、民主参与、文体活动、

科学普及、志愿服务、五好家庭、环境美化、双拥共

建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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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ary Tasks of Our Communities at the Present Time
CONG Xiao2feng

(Jinan University , Jinan :250022)

Abstract :Based on a study of the presen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imary

task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primary tasks are : to open up the service at first , develop

the economy of the community ,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ty , prosper the culture in the community ,

strive to construct a set of new style modern communities with orderly administration , perfect service , exquisite envi2
ronment , well security , convenient life way , harmonious person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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