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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是唯物主义 这好像不成其为问题 。人们会说 ,

因为唯物主义是真理 , 又因为唯物主义代表了先进阶级的利益 , 马克思当

然要信奉唯物主义 , 而不选择其他 的哲学学说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

到 , 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理解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 其来源是苏共中

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 。 年 , 日丹诺夫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

定义 “科学的哲学史 , 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 、 发生

与发展的历史 。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

的 , 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 根据这一定义 ,

“所有的哲学派别分成了两大阵营 —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阵营 。唯物主

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 , 进步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这一斗争中的形成和发

展 , 是哲学在许多世纪以来全部发展的规律 。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

斗争中 , 表现出社会的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 。”①按照 “两军对

阵 ” 的模式 , 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真理 , 是进步阶级的哲学 , 马克思哲学

必然是唯物主义的学说 。

事实上 , 马克思的哲学确实面临着各种选择 , 他所以选择唯物主义作

为他的哲学基础 , 并不是唯物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真理 。相反 , 他认为历

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解释世界的理论 , 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 。

他的博士论文虽然以公认的唯物主义者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鸿鲁为题 , 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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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没有提及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 。相反 , 在论文的题词中 , 他赞扬 “令

人坚信不疑的 、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 ” , 认为 “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

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 ” , “唯心主义不是幻想 , 而是真理 ”①。直到

年的 《经济学哲学手稿 》 中 , 他把 自己的学说称为 “彻底 的自然主

义或人道主义 ” , 并说 , 这一学说 “既不同于唯心主义 , 也不同于唯物主

义 , 同时又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真理 ”②。有人可能会说 , 这些提法只是

表达了他早期思想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 “错误影响 ” 。那么 , 我们要间

在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中 , 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所作的彻底批判 , 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在那里以

及以后的著作中 , 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一点也不比对唯心主义的批

判更温和 、 留情 。相反 , 他指出 , 唯物主义所不知道的人的 “能动的方面

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 。③这仍然是在肯定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

有各的长处和短处 。

按照 日丹诺夫的公式 , 唯物主义等于进步的 、 革命的阶级的思想 , 于

是 , 站到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必然要选择唯物主义 。

但是 , 马克思从来没有像 日丹诺夫那样把唯物主义者和先进的阶级画等

号 。相反 ,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 中 , 我们看到 , 马克思批判 “官僚政

治的普遍精神 ” 是 “粗陋的唯物主义 ” 、 “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 ” 、 “信仰

权威的唯物主义 ” 和 “某种例行公事 、成规 、 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

主义 ”④。

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称为 “新唯物主义 ” “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

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⑤ 以及 “实践唯物主义 ” “共产主义者即实

践唯物主义者 ”⑥ 。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 , 必须同时理解他的人

本主义和 自由解放理论 。在我看来 ,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能够彻底地

解释人的学说 。他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中写道 “理论只要彻底 ,

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 ,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但是 ,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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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①那么 , 能够抓住 “人本身 ” 这一根本的理论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

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过程中 , 逐渐认识到 , 真正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人

本主义 。

在 《神圣家族 》 一书中 , 马克思把 世纪的唯物主义观点概括为

“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 , 关于经验 、 习惯 、 教育的万能 , 关于外

部环境对人的影响 , 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 , 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 ” 。他

说 , 这些 “唯物主义学说 , 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既

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汲取 自己的一切知识 、感觉等等 ,

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 , 使人在其中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

西 , 使他能认识到 自己是人 。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 , 那

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 。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

来说人是不 自由的 , 就是说 , 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

量 , 而是由于有表现自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 ……应当消灭

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 , 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

的重要的生命力 。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 , 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

乎人性的环境 。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 , 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

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 。 ……诸如此类的说法 , 甚至在最古老的法国唯物主

义者的著作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 ”②。不难看出 , 马克思在这里所肯

定的同唯物主义有着 “必然联系 ” 的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 , 是符合人

性的 、 摆脱了罪恶的社会环境的 、 获得个性 自由的 “以人为本 ” 的学说 ,

即人本主义 , 亦译为人道主义 的学说 。

当然 , 马克思不满足于法国的 世纪唯物主义和 世纪社会主义

的这些联系 。他认为 , 以往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充其量只是追求政治

上的解放 , 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 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人的异化 , 即消

除劳动的异化 。为此 , 他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中关于劳动和价值关系的论述 , 对资本主义生产 、 交换 、 消费和流通 的

全过程的分析 , 都是以他的新唯物主义为前提和基础的 。他 的政治经济

学与唯物主义和人本 主义的关系 , 可被概括为 以下一个逻辑推论 的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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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 。

劳动在人的历史中被异化 。

劳动异化最后造成了商品生产 。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性 。

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以自然物的独立存在为前提

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人的基本的社会存在 。

必须承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

必须以实践 的 、 历史 的观点看待人与 自然 , 以及人 与人 的

关系 。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统一的 , 和 因而也是统一的 。

因此 , 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关于实践和历史的人本

主义 。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理想 。注意 , “解放 ”

就是 “自由 ” 的普遍化 , 正如 “现代化 ”

是 “现代性 ” 的普遍化一样 。解放就是 自由化 , 自由
化就是解放 , 这个道理是如此明显 , 以致不需要超出字面意义的解释 。但

现在 , 一些人一听到 “自由化 ” , 就紧张 , 就如临大敌 , 他们把 “自由

化 ” 等同于 “资产阶级自由化 ” , 这不膏于把 “自由 ” 、 “解放 ” 当作资产

阶级的专利 。须知 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资产阶级的解放 , 已经在世界历

史的进程中完成 , 人类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全人类 的解放 , 即人的 自由化 。

概括地说 , 马克思认为 , 为了实现人的 自由化 , 就要使人类彻底免除压迫

和奴役 , 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压迫和奴役的原因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 , 揭示了产生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的异化所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

有制 政治上的不平等 , 经济上的匾乏 , 心理上的恐惧 , 归根结底产生于

这一经济上的原因 。马克思以争取现实的自由权为出发点 , 通过消灭劳动

异化的途径 , 最后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 。 年 , 意大利的一个名叫卡

内帕的社会主义者要恩格斯用一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他说 ,

但丁曾用 “一些人统治 , 一些人受难 ” 来概括旧社会 , 但还没有人用一句

话概括新社会 。恩格斯回答说 “除了用 《共产党宣言 》 中的下面这句话 ,

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 。”①恩格斯所引用的那句话 , 就是 《共产党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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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说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①。

说到这里 , 我想已经不需要就马克思为什么要选择唯物主义的问题说

太多的话了 。有一些西方哲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 人本主义和自由思想是

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传统 。即使我们承认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变革 , 那也是

对 “变得敌视人了 ” 的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变革 , ②是对那种把人的异化只是

当作精神和意识的异化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变革 。这一哲学上的变革丝毫没

有削弱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和争取 自由解放的传统 , 相反 , 它为人类的自

由和解放规定了更高的目标和现实的途径 。在此意义上 , 马克思的新唯物

主义与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的精神在根本旨趣上是相通的 。一个以人为自

身目的 、 以人为价值判断标准 、 以人的 自由和解放为哲学最终 目标的人 ,

必然会选择马克思哲学那样的唯物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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