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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关系之再思
＊

宋 德 孝

［摘 要 ］ 历 史唯物主义与历 史主义的 关 系
一直是西方理论界争执不休的重要问题 。

一些

理论家将历 史唯物主义 同 黑格 尔 历 史 哲学
一起

， 与 传统历 史主义等同 起来 ， 并冠之以
“

人道

主义
”

、

“

历 史决定论
”

、

“

道德历 史主义
”

等称谓 。
一些理论家 则反对称之为 历 史主义 ， 并倾

向 于否认两者之间 的理论关联 。 事实上 ，
历 史唯物主义与 传统历 史主义之间并非一种继承或反

对的 简 单线性关 系 ， 而是一种辩证的超越 ，
这种超越体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 ？本性创新 ， 即前

者为历 史哲学提供 了全新的研究 范式和分析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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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是近代历史学与哲学研究中颇为盛行的学术流派 ， 它早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
并与后

者有着密切的理论关联 。 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 ， 学术界历来充满争议 。 例如 ， 卢卡奇 、 葛兰西 、 阿尔都

塞 、 波普尔 、 施特劳斯 、 鲍德里亚 、 詹姆逊等理论家都曾介人这
一

问题 。 他们观点各异 ，
也各具特色 。

总的来说 ， 理论家们多侧重于从两者理论的关联性来看待它们的关系 。 相 比而言 ， 笔者更倾向于从方法

论层面看待这一问题 。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
， 笔者视之为基于生产方式理论 ， 强调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中

考察历史研究对象的
一种原则和方法 。

一 从历 史主义到历 史唯物主义

历史主义在英文中为 ｈ ｉ 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
， 它于 １ ９ 世纪末期从德语 ｈｉ ｓｔｏｒｉｓｍｕｓ

—词引译而来 。 历史主义的原则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 例如
，
古希腊思想家赫西奥德曾明确探讨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和未

来倾向 。 近代以来 ， 历史主义在西方哲学与历史学界广受关注 。 国内外学术界
一般认为 ， 现代意义上的历

史主义产生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中后期的德国 。 众所周知 ， 在 １７ 、 １８ 世纪 ，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

思想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场思想巨浪 。 法国启蒙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倡导理性 ， 反映在历史方面 ，
启蒙思

想家把历史归于形而上学的 、 上帝般的普遍理性之下 。 他们认为 ， 人类天赋理性 ， 所以只要遵从理性主

义
，
历史就可 以不断获得进步 。 但由此一来 ， 历史被明确驱逐出知识和科学领域 ，

历史不断被简化 ， 失去

了丰富性和价值厚度 。 相比历史 ， 启蒙哲学聚焦于 自然世界和 自然科学 。 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批判启

蒙哲学的早期代表笛卡尔那样 ， 他认为笛卡尔注重 自然科学而轻视历史 ， 因此维科要将
“

新科学
”

聚焦于

民事世界 ， 而非笛卡尔所谓的上帝创造的 自然世界 。 马克思承认 ， 他的历史理论受到维科的影响 。 马克思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中指出 ：

“

我们仅仅知道
一

门唯
一

的科学 ，
即历史科学 。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

＊ 本文系上海市
“

阳光计划
”

项 目
“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研究
”

（ １ ３ＹＧ１ ０ ） 的阶段性成果 。



历 史唯物主义与 历 史主义关 系之再思２５

考察 ， 可以把它划分为 自然史和人类史 。 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
只要有人存在 ， 自 然史和人类史就彼

此相互制约 。

” ⑴
维科将历史视作包括人类社会活动及其创造的语言 、 习俗 、 法律等在内 的

一

个过程。 这也

意味着 ， 他将历史视作人类社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相关规范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这样
一

来 ，
这种历

史观就跳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普遍价值思维 ， 而认可每
一

种文明及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都有独特

价值 ， 这正是历史主义的辭精神之一 。 因此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高度滞了维科的历史理论 。

学术界普遍认为 ， 德国启蒙思想虽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 但后者过于强调理性及轻视历史 ， 在此

背景下 ，
德 国的历史主义应运而生 。 正如列奥 ？ 施特劳斯指出的那样 ：

“

１８ 世纪政治哲学所特别面临的困

境导致了历史学派的出现。
１ ８ 世纪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 自然权利论 。 它是由对于自然权利的一种特殊的解

释 、

一

种具体来说是现代的解释构成的 。 历史主义乃是现代 自 然权利遭逢危机的最终结果 。

” Ｗ
如果说启蒙

体现了一种理性主义与普遍价值 ， 那么 ， 历史主义则推崇历史研究中的个性与特殊性 ， 它强调对历史进行

多维度的具体研究 。 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 ， 与维科
一

样 ， 德国启蒙思想重点批判 了法国启蒙思想抽象的

理性主义历史观 。 如维科理论的继承者 、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 ， 他延伸了维科的历史理论 ， 试图在多变的历

史事件中寻找不变的历史规律 ， 并认为时间 、 空间和民族特性一起决定了历史的面貌 。 事实上 ， 在法国启

蒙思想的内部 ，
原本也孕育着对抽象理性主义历史观的不满 ， 例如孟德斯鸠的

“

自然环境决定论
”

。 从某

种程度上讲 ，
他的理论似乎与之后的历史主义

一样 ， 在强调历史的普遍价值之余 ， 试图对历史进行多维度

的 、 具体的研究 。 另如被称为近代德国
“

历史学之父
”

的利奥波德
？

冯
？ 兰克 ， 他反对将任何精神理念移

人到历史研究中 ，
而强调充分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 因此也被称为历史主义的先驱和代表性人

物 。 需要指出的是 ，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德国历史主义的产生仅仅是出于对法国启蒙主义的理论矫正和对

抗 。

一些学者如伊格尔顿甚至认为 ， 尽管历史主义是
一

种反启蒙式的理论尝试 ，
但它并非就真的那样客观

公正 ， 而同样充满保守的
一面

， 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 伊格尔顿因此提出 ，
历史主义实际上是

一

种反

对启蒙的普遍价值的民族主义尝试 ， 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是负有
一定责任的 。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 ， 除了对法国启蒙主义的理论对抗之外 ， 历史主义与早期的艺术批判及浪漫主义

息息相关 ， 莱布尼茨与歌德的思想为其设定 了基本的理论旨趣 。 他们认为 ， 历史主义并非仅限于历史与

哲学领域 ， 它席卷了包括文学 、 法律等各个思想领域 ， 在当 时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 并沿袭至今 。

例如 ， 当历史的车轮驶人 ２０ 世纪中叶 ， 历史主义成为一种研究思维和方法 ，
成为大批科学哲学理论家

的最爱 。 由于与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相对 ， 历史主义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强调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中不

断运动变化的复杂的状态 、 特征和规律性 ， 它被科学哲学理论家视为对科学 目的和科学家行为进行历史

意义界定的科学研究范式 ， 进而被视为科学哲学发展 中的
一

场思维革命 ，
图尔明 、 库恩 、 费耶阿本德 、

汉森等人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 也有
一些人将历史主义与

“

历史 目的论
”

和还原主义混 同起来 。 例如 ，

波普尔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
一

种
“

道德历史主义
”

的
“

历史决定论
”

，
也有人批评弗兰西斯

？

福山相信现代社会终结于西式 自 由 民主制是一种还原主义的
“

历史 目 的论
”

。

谈到历史主义与历史研究 ，
不得不提及黑格尔 。 毋庸置疑 ， 黑格尔是德国思想家中最重视历史研究的

人物之
一

。 相比康德 ， 黑格尔对历史的探讨要丰富很多 。 黑格尔曾专门为学生讲授历史方面的课程 ， 学生

的笔记还被后世编成 《历史哲学讲义》 。 在黑格尔把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精神看作概念及其现实化的过程 ，

世界历史由此体现为理性所推动的过程 。 这样
一来 ， 他将思维的逻辑演进引入对历史进程的研究 中 ， 在思

维逻辑推演中映照现实和历史 ， 并在方法论上倡导
一

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研究范式 。 对黑格尔的唯

心主义历史哲学究竟是不是一种历史主义 ， 是有争议的 。 很多学者认为
，
黑格尔哲学才是启蒙哲学的代表

性思想 ， 而 由于历史主义产生于对启蒙主义的反思之中 ，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能算是

一种历史主义 。 这正如克罗齐所说的 ， 近代最伟大的启蒙倡导者其实就是维科和黑格尔 。 但也有很多学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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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视为
一

种历史主义。 例如波普尔 ， 他认为历史主义的最大代表就是柏拉图与黑格尔 ， 他们

都试图对历史进行
“

规律性的预演＇ 作为黑格尔学生的马克思同样如此 。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甚至被波普尔

称之为
“

全部当代历史主义的源泉
”

［ ３ ］

。

作为黑格尔的学生 ， 马克思也不得不为其老师哲学体系中深沉的历史感所震撼 ， 并认为这是黑格尔

较之其他思想家最大的优点之一 。 而马克思本人 ， 毫无疑问更是注重历史研究的思想家代表 ， 他明显受

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 ， 甚至将 自 己 的研究主题界定为历史科学 。 众所周知 ， 马

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中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 并扬弃了 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 ， 创造性

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 。 如果从德国历史主义和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来看 ， 马克思

的历史唯物主义似乎仅仅是德国历史主义发展到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另
一

个历史阶段 。 而如果从辩证法的

视角看历史唯物主义 ， 似乎马克思 的历史哲学又仅仅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续发展或一种新的形态。 事

实上 ， 很多西方哲学家持此观点 。 但需要指出的是 ， 从早期德国历史主义 ， 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 再到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 这不仅仅是
一

种学术思想的简单延续 ， 更是
一

种理论上的不断提升和超越 。

黑格尔历史哲学将作为世界本质的绝对精神看作概念及其现实化的过程 ， 主张从思维的历史推演 中

理解思维 、 进而理解历史的历史研究方法 ， 而马克思吸收了其关于历史与逻辑相统
一的思维方法

，
或者

说延续了其关于历史与思维的辩证运动关系的历史主义原则 ，
并在此基础上 ，

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

造 。 马克思认为 ，
不应当将历史视为精神与理念现实化的过程 ， 而应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看待它 。 黑

格尔的抽象理性主义历史观 ，

“

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 、 逻辑的 、 思辨的表达 ， 这种历史还不是

作为
一

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
”［ ４ ］

。 简言之 ，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扬弃了黑格尔历史哲学

中 的客观唯心主义 ， 为历史研究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以及强调实践的方法论基础 。 其历史研究

旨在关注人在历史中 的现实在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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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格 。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 自 己 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

［
５ ］

。

相对于早期的历史主义 ， 尽管马克思不否认维科将
“

新科学
”

聚焦于民事世界的合理性 ， 但马克

思更主张从 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
一

的视角看待历史 ， 而且超越了其将历史研究局限于古代社会的历史视

域 。 这表明 ， 马克思既在
一

定程度上认可传统德国历史哲学 ， 批判法国启蒙哲学重理性而轻历史 ， 但也

并不全盘否认后者对 自然世界的关注 ，
而综合并扬弃了两者 ， 将历史视作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 、 不

可分割的漫长且连续的过程 。 费尔 巴哈 的
“

半截子唯物主义
”

的历史观 ， 事实上在历史研究 中撇开了

历史本身 ， 或者如黑格尔一样还是对历史进行了唯心主义的理解 ，
因为他最终脱离了人及其实践 ， 成为

了
“

不涉及现实
”

的
“

超历史
”

。

“

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
一

点不能使我满意 ， 这就是 ： 他强调 自然过多

而强调政治太少 。

”
［
６

］

综上可知 ， 马克思 的历史哲学既摆脱了黑格尔的历史形而上学 ， 同时又摆脱了早

期历史主义学派的历史虚无主义、 普遍主义倾向 ， 探索出一条强调历史的实践性 、 规律性的全新的历史

研究方法 。

二 历 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 史主义吗 ？

关于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 在国 内外学术界历来充满争议。 不同之处在于 ，
国 内对

于两者关系的探讨 ， 更多地是为了突出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历史主义的对立面及其超越之处 。 多数

学者认为 ，
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 ， 但超越了后者 。 例如 ， 有学者认为 ， 不能因为历史主

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有过影响 ， 就将后者归结为前者的一种 ， 事实上 ，
历史唯物主义在吸收和借鉴

了历史主义合理性思想的同时 ，
也超越了其局限性 。

［

７
］

再如 ， 有学者认为 ， 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批判

地继承了 自维科 、 赫德尔至黑格尔以来形成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传统 ， 代之以从实践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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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新的历史主义原则 ， 并在 自 己的学术研究中坚持贯彻了这
一

方法论原则 。

［ ８ ］

又如 ， 有学者认为 ， 马

克思 的思想本质上是
一

种历史主义 ， 该原则和方法是其历史哲学的直接规定性 。 只不过 ， 相比传统的德

国历史主义 ， 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 ， 它超越了先辈们的历史主义 。

［
９

］

相比而言 ， 国外相关研究的历史更长 ， 其观点各不相同 ， 许多著名的理论家也纷纷明确表达过 自 己的

主张 。 有的理论家直接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哲学界定为
一种历史主义 ， 甚至一种完全类似于包

括黑格尔在 内的德国传统历史主义学派的历史主义 ，
例如波普尔 、 施特劳斯 、 鲍德里亚 。 有的理论家反对

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称为
一

种历史主义 ， 例如阿尔都塞 。 也有理论家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 ，

但它超越了传统的历史主义 ，
例如葛兰西 。 还有理论家认为 ， 历史主义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

则 ， 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充满理论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 是人们看待历史的基本方法和视域 ，
例如詹姆逊 。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 、 葛兰西等人那里 ，
历史唯物主义采用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

法 ， 但同时超越 了传统的历史主义 。 总体而言 ， 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持积极的肯定态度 。 在卢卡奇看

来 ， 历史研究方法是哲学的根本方法 。 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哲学研究甚至政治历史实践中的指导

性意义 ， 强调历史研究中总体性的重要性 。 相 比卢卡奇隐晦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历史主义 ， 葛兰

西在 《狱中札记》 中直言 ，

“

实践哲学是绝对的
‘

历史主义 事实上 ， 葛兰西是在人道主义思维中

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 。 在葛兰西那里 ， 实践哲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他将历史唯物主义

视作
一

种绝对的
“

人道主义
”

， 并将之与历史主义放置在
一起 ， 显然 ， 这表明他将历史研究的主题聚焦

于
“

人
”

。
一方面 ， 这是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核心精髓的人道主义归纳 ； 另一方面 ，

这也是他对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
“

非人道化
”

的一种理论反思 。

作为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阿尔都塞 ， 在历史唯物 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联性问题上 ，

与卢卡奇 、 葛兰西的观点形成 了鲜明对比 ， 他直言历史唯物主义是
“

反历史主义的
”

。 在阿尔都塞看

来 ， 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
一种历史主义 ， 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

一

种误解 。 无论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解为历史主义 ，
还是理解为人道主义 ， 其实都是同

一

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 ， 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性 。 这是因 为 ， 当人道主义者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历史的主体

时 ，
历史就成为

“

人的本质的转化形式
”

， 整个社会关系也就成为历史化的
“

人与人之间的 、 主体与主

体之间的关系
”

。 这样
一

来 ， 所谓历史仅仅成为
“

历史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场所
”

［

＂
］

。 可以看 出 ， 在

阿尔都塞那里 ，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围绕人 、 历史 、 历史的主体问题 ， 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塑造成
一

种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 ， 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最大误解 。 与此相反 ，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应 当是
“

非历史主义
”

或
“

反历史主义
”

的 。

波普尔是公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主义并对其进行批判 的代表 。 他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

人》 、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 等著作中 明确提出 ， 所有宣称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 ， 都是对开放社

会的威胁 ， 可以将这些学说概括为历史决定论 。 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的第 ２２ 章
， 波普尔将历史决

定论视作一种
“

道德历史主义
”

， 批评历史决定论者试图在历史发展 中建立道德 。

“

道德历史主义
”

包

含
“

道德实证主义
”

、

“

道德保守主义
”

、

“

道德未来主义
”

， 事实上这三者都没有任何道德标准而言 。

在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 中 ， 波普尔更是直言 ，
基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 ，

所有关于历史命运的学说都

只能是未被证明的乌托邦 、 都是不可靠的 。 由此 ，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波普尔 的批判对象之
一

。

波普尔认为 ，
历史唯物主义基于

一种
“

反 自然主义
”

的方法论 ， 彰显出强烈的本质主义与整体主义色

彩 ， 是典型的历史决定论 ， 也是一种典型的
“

道德历史主义
”

。 在历史决定论思维下 ， 社会的发展
“

只

是沿着
一条不变的预定的道路并要经过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的各个阶段罢 了

”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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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比波普尔
，
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更具爆炸性 。 与尼采相似 ， 在施特劳斯那里 ， 整个当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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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学术都陷人了
“

现代性的危机
”

。 他认为 ，
不管各种主义还是流派 ， 都坚信现在胜于古代 、 未来胜于

现在 ， 他们莫名其妙地创造了
“

历史观念
”

这
一

范畴 ，
并用

“

进步还是反动
”

取代 了
“

好与坏
”

的应

然逻辑 ， 来看待所谓的历史和当下的关系 。 由此 ， 包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所有试图探讨所谓历

史的规律以及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的理论 ， 都误入歧途 。 从某种程度上讲 ， 施特劳斯是
一

个返古主义者 ，

他坚信必须从古典视角来全面批判现代西方学术及其所谓的现代性问题 。

除了波普尔与施特劳斯 ，
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历史主义思维的批判 ， 同样具有代表性 。

事实上 ， 鲍德里亚的相关理论 ， 与波普尔的
“

道德历史主义
”

理论是
一脉相承的 。 在鲍德里亚那里 ，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本身就是历史主义思维的产物 。 他认为 ， 马克思与黑格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 只不过

继承了后者的历史辩证法 ，
并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 ，

形成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罢 了 。 历史

唯物主义基于
一

种
“

历史断裂论
”

， 即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土壤 ， 以 资本主义历史为 主要研究 载

体 ， 剖析了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 ， 然后在此基础上 ， 往前
“

倒推历史
”

， 对

整个人类历史进行
“

理论追溯
”

。 这仍然是
一

种黑格尔式思维 。 基于此 ， 鲍德里亚总结说 ， 所谓的历史

唯物主义不外乎
一种

“

历史的欧几里德几何学
”

［
１ ３

］

罢了 。 非但如此 ， 在他看来
，
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相关

范畴诸如劳动 、 生产力等都基于典型的
“

人类 中心主义
”

， 即视历史为人类对 自然界进行征服的过程 。 似

乎正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 ， 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一种带有
“

反 自然主义
”

倾向的
“

道德历史主义
”

而已 。

与波普尔 、 鲍德里亚等人不同 ， 尽管同样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
一种历史主义 ， 但詹姆逊从积极的一

面探讨了这
一

问题。 詹姆逊更愿意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
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
认为它为人们提供了 阐释

历史的绝对视域 。 相 比传统的阐释历史的 四种模式
——

“

文物研究
”

、

“

存在历史主义
”

、

“

结构类型

学
”

、

“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
”

，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

“

生产模式
”

这
一

最具优越性的
“

主导符码
”

， 该
“

主导符码
”

解决了历史研究中
“

主体逻辑
”

与
“

客体逻辑
”

的悖论式难题 ， 使其成为超越其他阐释

模式的不可超越的
“

语义地平线
”

。

“

生产模式
”

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各种学科的方法论 ，

“

充分渗透

到各个学科的 内部 ， 在各个领域存在着 、 活动着 ， 早 已不是
一

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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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

逊现身说法 ， 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历史主义式解读 。 他借用曼德尔的观点 ， 将资本主义

划分为
“

市场资本主义
”

、

“

垄断资本主义
”

、

“

晚期资本主义
”

三个阶段 。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
“

生产模

式
”

理论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 ， 詹姆逊指 出了 与这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的三种

文化形态 ：
现实主义 、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在

这里 ， 詹姆逊通过历史主义视域将后现代主义纳入历史叙事 ， 将资本主义看作三个连续且断裂的历史阶

段的总和 。

“

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叙事及其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 无论在世界的哪
一

个角落 ， 人们都无法逃避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 。
… …我所提供的框架是一个历史的框架 ， 我认为它最

能让人去获取一个连贯的叙事 ，
即使这个叙事说明 的只是不连贯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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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 出 的是 ， 詹姆逊强调历

史唯物主义是
一

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 但并不是历史决定论 ，
而斯大林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

决定论 ，
这是

一

种严重的误解 。 不仅如此 ，
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不是

一

种历史哲学 ，
因为它包含了很多 问

题域 ， 涉及很多研究方式和 内容 ，
因此

， 将其笼统地概括为历史哲学并不妥当 。

三 超越历 史主义 ： 作为 方法论的历 史唯物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 ，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上 ， 理论界思想各异 ， 各种观点都

有
一

定的学术影响力 。 但总的来说 ， 理论家们 的观点大致聚焦于两个方面 ： 其一 ， 从理论特质或所涉及

研究范围的相似性来讲 ， 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不是
一

种历史主义 ？ 其二 ， 如果认可两者有理论上的继承

关系 ， 那么 ，
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

一

种全新的历史主义形态？ 如何为这种全新的历史主义形态命名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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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 ， 当人们将所有的注意力聚焦于这两个方面的时候 ， 就不可避免地陷人
一

种
“

非此即彼
”

式的逻

辑判断中 。 笔者认为 ，
两者之间不应该是

一

种理论特质上的继承或敌对的简单的线性关系 ， 而是一种方

法论上的辩证超越关系 。 历史唯物主义更多地是
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论 ， 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历史主义研

究方法的全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工具 。

其
一

， 波普尔 、 鲍德里亚等人简单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 ， 是值得推敲

的 。 尽管鲍德里亚并没有像波普尔那样直接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
“

历史决定论
”

， 但却 同样赤裸裸地

将其称之为所谓的
“

道德历史主义
”

。 如同波普尔 ，

＇

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历史哲学并无

两样 ， 它立基于人类 中心主义的道德哲学 ， 是反 自然主义的 。 他指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诸如劳

动 、 生产等基本范畴 ， 只不过是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概念转译为物质生产的逻辑和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

法 （ 亦即所谓的生产之镜 ） 而已 。 例如 ， 马克思将人与 自 然先验地分为
“

好的
”

、

“

坏的
”

两个方面 ，

这是典型的黑格尔式理性思维 ， 它植根于犹太
－

基督教的道德哲学 ， 即将灵魂与 自然相割裂
，
似乎人就

应该剥削 自然 。 因此 ，
历史唯物主义是

一

种典型 的人类 中心 主义的道德哲学 ， 是
一

种
“

实证道德主

义
”

。 事实上 ， 鲍德里亚并非简单复制了波普尔 的观点
，
他对后者的历史决定论进行 了

“

改造
”

甚 至

“

颠倒
”

。 例如 ， 鲍德里亚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将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结论强行应用于之前的社会 ，

即所谓的用
“

人体解剖
”

来代替
“

猴体解剖
”

， 并 因此将历史唯物主义戏称为
“

历史的欧几里德几何

学
”

。 这显然是对波普尔关于
“

道德历史主义
”

之
“

道德实证主义
”

的再加工 ， 即批评马克思片面强调

当下是合理的且具有阐释历史的优先性 。 事实上 ， 鲍德里亚并没有 明 白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 。 如前所

述 ，

一

方面 ， 马克思没有像黑格尔那样 ， 将历史理解为抽象思辨逻辑的现实化 ， 相反 ， 他把历史理解为

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 ， 他在思维路线上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观的
“

颠倒
”

。 另一方面
， 马克思虽然将理

论研究的重点聚焦于资本主义 ， 但他基于历史主义视域的历史观 ，
并非仅限于通过探讨资本主义来反衬

历史 ， 相反 ， 他甚至尝试将整个历史发展的前进性规律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
例如在 《共产党宣

言》 、 《哥达纲领批判》 等作品 中反思过历史如何可以跨越资本主义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鲍德里亚
一

方面批评马克思将人体解剖理论应用于猴体解剖 ， 另一方面 ， 他却反过来试图将猴体解剖理论应用于人

体解剖 ， 例如 ，
试图用原始社会中的所谓

“

象征性交换
”

来反抗资本主义 的商品交换 ， 借此实现对资

本逻辑的
“

革命
”

。 这事实上也是
一

种历史主义 ，
只不过相 比历史 唯物 主义是

一

种颠倒过来的历史 主

义 ， 或者正如波普尔所批评的所谓
“

道德保守主义
”

罢了 。

其二 ， 葛兰西笼统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
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 阿尔都塞武断地否认历史唯物主义

与历史主义的关联性 ，
也都是值得推敲的 。 从某种程度上讲 ， 他们两人的观点形成了理论对峙 ， 相互指

出 了对方的不足 。 在阿尔都塞看来 ， 卢卡奇与葛兰西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从黑格尔总体性的历史

哲学视角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 尤其葛兰西更直接地将其称之为绝对的历史主义 ， 这是历史唯物

主义理解上的倒退 。 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 ， 而卢卡奇 、 葛兰西又反过来用黑格尔式思维解读超越了黑格

尔的马克思 ，
其实 ， 他们最终还是为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引向所谓的人道主义 。 在葛兰西那里 ， 人道主义

与历史主义是同一个命题 。 阿尔都塞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人道主义 ， 认为这样的理解破坏了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性 。 在他看来 ， 青年时期 的马克思确实具有
一定人道主义倾向 ， 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 已经

与前期思想相
“

断裂
”

。 因此 ， 葛兰西等在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历史的主体 、 进而等同于历史 的本质的时

候 ， 历史主义也就成了人道主义的借 口和幌子 。 也正基于这些 ， 人们往往将阿尔都塞称之为理论上的反

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 。 其实反过来 ， 如果我们用葛兰西的观点反思阿尔都塞的话 ， 会发现后者只是片

面地反对所谓 的人道主义 ，
而忽略了马克思历史哲学关于人的重要性的问题 。 如若葛兰西的观点全部错

了
， 那么 ， 历史的主体究竟是谁 ？ 人是否应该是历史的主体呢 ？ 恐怕阿尔都塞无法 回答这些问题 。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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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关于人的学说 ， 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解放是其关注的首要哲

学命题 。 离开了人及人在历史发展中 的作用 ，
还何谈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性呢 ？

笔者认为 ， 相 比而言 ， 詹姆逊的观点更值得参考 。 从表面上看 ， 詹姆逊与葛兰西一样将历史唯物主

义称作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
但前者不似后者是为了侧重于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作

一种人道主义 ，
而是因

为它提供了阐释历史的绝对视域或一种方法论 。 詹姆逊认为 ，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

“

生产模式
”

这
一

阐释历史最具优越性的
“

主导符码
”

， 并 由此超越了其他所有 的历史阐释模式 ， 使其更具语义优先权 。

相 比其他阐释模式都有隐蔽的封闭线 ， 即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
一

部分 ，
以社会为 自 己的研究对象 ， 但

同时
， 阐释系统又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 ， 使阐释本身仅仅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 ；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打破

这种隐蔽的封闭线 ， 因为它提供的
“

生产模式
”

既可 以作为 阐释历史的方法论工具 ， 而它本身又是历

史的
一

部分 ， 这就可以实现历史的主体逻辑与客体逻辑的辩证统
一

。 正如詹姆逊所说 ：

“

阐释系统是社

会整体的一部分 ，
以社会为 自 己的研究对象 ， 但是 ， 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 ， 使

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 。 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 以打破封锁线 。

”
 ［

１ ６
］ 可以看出 ， 詹姆逊将历史唯物

主义看作
一种历史主义 ， 主要是侧重于将其看作

一种阐释历史的方法论。 这一点 ， 与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

家对 自 己所创学说的理论规定性是一致的 。 需要指出 的是 ， 詹姆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解读并非

毫无争议 。 事实上 ， 他与阿尔都塞一样 ，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带有强烈的
“

历史多元决定论
”

色彩 。

在他那里 ，

“

生产模式
”

并非单纯指代经济生产模式 ，

“

它们 同时也表示出 文化和语言 （或符号 ） 生产

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 （ 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 中 的政治 、 法律 、 意识形态等等在
一起 ）

”
［

１ ７
］

。

他认为 ，
恰恰因为生产模式不仅仅指经济生产 ，

同时包含了文化及其他方面 ， 各种生产模式之间才具有

了连续性 。 也正因为各种生产模式之间的连续性 ， 历史唯物主义才解决了历史主义困境中 的
“

客体逻

辑
”

问题 ， 成为看待历史的
“

语义地平线
”

。 显然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詹姆逊是
一

名阿尔都塞结构主义

的拥护者 。 与后者
一样 ， 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解读 ，

显然带有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 。 因此 ， 尽

管詹姆逊声称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本原主义或 目的论的历史主义 ，
也不是存在历史主义 ， 而是一种绝对的

历史主义 ；
但事实上 ，

正如波普尔与鲍德里亚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武断地概括为
“

道德历史

主义
”

， 詹姆逊事实上将其等同为一种
“

结构历史主义
”

。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

“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 而是方法 。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

而是进
一

步研究的 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

［ １ ８ １

。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方法论层面探讨历史

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 ， 但最终还是将理论探讨引 向 了本体论 。 例如 ， 有学者认为 ， 如果从
“

实践哲学
”

的视角探讨马克思历史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系 ， 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
一

种
“

思辩历

史主义
”

的话 ，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则是
一种

“

实践历史主义
”

。 但如果非要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前

辈们区别开来 ， 则
“

实践
”

固然是
一

个重要的范畴 ， 但即使我们可以称之为所谓的实践历史主义 ，
也只是

一

种方法论层面的理论界定 ， 而不是
一

种本体论层面的界定 。 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实践哲学并采

用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 但其本身并不能称之为所谓的实践历史主义 。 正如阿尔都塞批判葛兰西那样 ，

如果片面强调历史的实践性 ， 并理所应当地将实践主体作为历史的本质 ， 那么 ， 将不可避免带有抽象的人

道主义倾向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历史发展是
“

人与 自然的改造与被改造关系
”

及
“

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

系
”

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 也即是说 ，
不能由于片面地探讨实践性 ， 探讨人对于 自然的改造关系 ， 就忽

略了人与自然之间 、 人与人之间 、 人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各种辩证关系 。 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解历史与

历史发展状态的关键所在 。

结 语

为什么我们认为作为
一

种方法论 ， 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历史主义 ？ 换句话说 ，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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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关于历史研究的全新的方法论 ？ 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 ， 与马克思何以超越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历

史主义是同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第一 ， 马克思反对从唯心主义的视角理解历史 ， 强调辩证唯物的历史

研究方法 。 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将精神理念引入历史 ， 不仅如此 ， 他还反对将历史看作绝对理念的对象化

和现实化的过程 ， 而强调物质生产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演进中 的决定性作用 ， 由此对历史进

行了唯物主义的理解 ， 创立 了历史唯物主义 。 第二 ， 马克思主张从现实与历史的辩证关系 中谈论历史 。

众所周知 ， 马克思写作 《资本论》 就是为了对作为当下历史的资本主义进行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分析 ，

将历史的探讨与作为当下历史的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 ， 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在学理研究上的统

一

；
从而避免以往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历史知识 ， 又不了解

“

现实 的历史
”

， 只是形而上学地

探讨所谓理论的情况 。

“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 ， 只是因为德 国人习惯于用
‘

历史
’

和
‘

历史的
’

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 ，
但就是不涉及现实 。

”
［ １

９
］

第三 ， 马克思强调从物质实践与历史的

内在统
一

中研究历史 。 马克思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来探讨历史及作为未来历史的当下 ，
并使用生产方

式这
一

物质实践范畴来划分历史阶段及研究历史规律 。 也就是说 ，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主张历史发展是
“

人与 自 然的改造与被改造关系
”

及
“

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
”

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 从方法论层面

讲 ， 这与传统历史主义抽象地探讨历史及历史规律的研究范式是明显不同的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之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传统历史主义 ， 是侧重于探讨它既继承了后者

的历史研究方法同时又提供了新的视域和研究范式 ，
而非侧重于探讨它本身是不是一种历史主义 ， 以及

是不是
一

种历史主义的新的形态 。 可以认为 ， 在方法论层面 ， 历史唯物主义表现为基于生产方式理论强

调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中考察历史研究对象的一种原则和方法 。 总之 ， 作为
一

种方法论 ， 历史唯物主义

为历史研究提供了
“

唯物主义本体论
”

与
“

实践方法论
”

， 实现了对所谓的绝对历史主义 、 道德历史主

义 、 结构历史主义等各种历史主义的超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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