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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体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杨洪源

【摘要】除却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还重点阐述了生产总体

辩证法。这一哲学方法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方法为 “靶子”，通过反思后者强调的物质生产基

础来证实自身的合理性。它秉承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在将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作为

逻辑起点的同时，诉诸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完成理论前提的建构。在此基础上，马

克思揭示出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及其辩证运动，从而构成生产总体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并运用到关于货

币形式与资本一般的诠释过程中。此外，他还力图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平衡问题，最终使生产总体

辩证法成为一个逻辑严整、义理丰满的动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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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地位经久不衰，尽管马

克思本人为避免预先提出结论的弊端而将它遮蔽起来。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为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逻辑建构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哲学方法：生产总体辩证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鉴于国内外学

界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上论述颇丰，却鲜有提及生产总体辩证法，本文尝试从批判对象、逻辑

起点、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和重要补充等方面，对生产总体辩证法作系统的阐述，以期引起学界共

鸣。

一、反思经验论方法中的物质生产基础

从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内容来看，生产总体辩证法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

经济学的生产与分配二分法针锋相对。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有纯粹讨论生产的一般条件和决定

分配的一般因素等做法。上述做法的背后，是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经验论方法，后者以强

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为核心观点。

自威廉·配第以降，经验论方法就贯穿于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从可感知的经验事实

和经验材料出发，配第指明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对经验材料的考察；不是单纯

的思维活动，而是诉诸感性的论证；不是找寻以变化无常的主观意愿为根据的原因，而是探究以可被

捉摸的客观事实为根据的原因①。延续配第的研究思路，亚当·斯密把物质生产视为人类社会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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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前提，从需要和劳动这两个物质生产的基本要素出发，结合工场手工业劳动的经验事实，将财富一般

劳动规定为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本质，逐步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中实存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不

仅如此，他所论及的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也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要言之，斯密以

“描述”经验事实的方式，给予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以合理性证明，从而使其建构的政治经

济学体系具有解释现实世界的部分合理性。有见及此，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肯定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它之于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的益处，将它称作

“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①。

与斯密相比，大卫·李嘉图不仅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规定为自然形式，而且着重探讨了同样作为

自然形式的产品分配。在他看来，物质生产的自然性本身包含着产品分配的自然性。例如，土地产品

就是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与之相适应，这些产品当然要分配到土地所有

者、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手中。可是，影响产品数量的诸因素，如土壤肥力、资本积累、人口状况、工

具改进与技术应用等，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却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产品在不同阶级中的分配比例有所不

同。因此，确立作为生产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分配规律，应当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这样以

来，便不用像斯密那样，论证从分工到货币产生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转而直接以价值为起点来

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②。在上述理论前提下，李嘉图没有孤立地考察分配问题，而是以确定不

变的价值尺度为前提，并结合实际的物质生产对它加以研究。这决定着他在方法上远未摆脱经验论的

影响，仍旧以可感的经验事实和经验材料为立论依据，从中找到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所

谓的经济法则或规律；更无法摆脱将生产和分配视为相互独立的领域的局限性。换句话说，李嘉图在

方法论上的超越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完成的，因而也成为马克思生产总体辩证法的批判对

象。

随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的逐步完善，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理论诉求，愈发明

晰起来。在整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约翰·穆勒形成了对政治经济学及其科学性质的明确认

识：“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

且不因为对其他对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③ 这就是说，找出导致人类各民族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

存在差异的因素及其背后的规律，理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及其科学性质所在。约翰·穆

勒分析，财富的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有着自然和人为、经济和社会之分。作为从物质世界索取人类生

存与享受的手段，财富生产的完成要具备一些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的必要条件，诸如物质自身的性

质以及对它们的了解程度等。这些条件作为自然科学或日常经验能够解释的客观事实而存在。政治经

济学将这些事实同关于人类本性的真理结合起来，尝试探索出决定财富生产、解释今昔贫富差异和预

言财富增加程度的次要的或派生的规律。与财富生产不同，财富分配取决于社会的法令或习惯，因为

个人必须在取得关于财富所有的 “共识”基础上才可以保有自己的财富，这些 “共识”的固定化即

为社会制度。出于人类主观意志制定的财富分配规律需要结合人类本性的各种基本法则，并根据人们

当时的知识、经验、社会制度、智力和道德修养状况予以调整，从而具有同自然规律相似的真理性。

以人性法则作为准则，决定着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 “路线”。

综观前述，不难发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方法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色彩。这使得历史唯

物主义对它的批判，很难获得在批判德国观念论方面的同等有效性。不论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整个人

类社会生产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是将它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都是在人的头脑中的抽

象，这两种看法一时难分伯仲。而且，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观念本身的存在要以现实的生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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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５页。
参见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１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第３页。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刘进译，载 《海派经济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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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基础，这不足以构成对现实的全部批判。实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批判和实质超越，首

先 “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 “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① 按照恩格斯

的评判，黑格尔辩证法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因而可以构成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直接理论前提。

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 “合理内核”从其 “神秘外壳”中剥离出来，得到了一个不亚于历史唯

物主义的成果，从而有效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总体辩证法就是这个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一方法正是在反思经验论方法的物质生产基础下展开的，并由此获得对自身合理性的证实。它以现实

的个人及其社会物质生产为起点，将物质对象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上剥离出来，揭示出作为现实基

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克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正确认识 “社会关系与其承载

物的区别”的缺陷，同时也完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经验论方法中物质生产基础的反思，绝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意识到道德哲

学传统之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道德哲学作为前

提和基础决定着经验论方法的运用。其中，配第认为，道德原则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存在，使得任何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不可违背它，而且只有诉诸人们的感性观察并对经验材料加以加工才能获得

它。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纳入道德哲学范围，并试图用道德情操来克制个人追逐私人利益的弊端，从而

在确立起必要行为准则的社会中规律地活动。李嘉图强调从私人利益出发实现普遍利益，揭示个人如

何在相互联系中实现自我利益和满足他人利益，以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约翰·穆勒不仅从

作为道德科学分支的角度，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 “就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

分配问题”②，还积极探索一种可按契约自由取得财产的真正私有制，从而实现分配正义。马克思反

其道而行之，将反思经验论方法置于道德哲学批判的优先地位，直接源于现实关系对道德假说的

“冲击”。一旦描述了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过程，揭示出其背后的个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特别是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对后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所谓以 “道德情操”克服个

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私人利益的实现对普遍利益的促进作用，人性法则和分配正义等道德哲学传统

等，便可不攻自破了。

二、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

马克思本人不否认经验论方法强调物质生产基础的部分合理性，而是反对抽象地而非现实地考察

物质生产及其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既不意味着能够从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生

产的结果入手，来逐步展开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考察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生产本

身，并揭示它所遵循的内在规律。以上两种做法的实质和谬误在于，抽象地谈论物质生产及其结果，

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视为生产过程的恒定形式，忽视了物质生产本身是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

的历史活动，以及作为这一历史活动主体的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及其作用。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

辑建构，应当以阐释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为出发点，后者同时构成生产总体辩证

法的逻辑起点。

早在创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就已经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础，把

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看作是社会和历史的前提，探究现实的个人扬弃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这个共同体的制约的方式。到了 《哲学的贫困》中，他以批判蒲鲁东将普遍理性作为社会前提和

历史出发点的方式，强调只有把现实的个人 “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③，才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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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０１页。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刘进译，载 《海派经济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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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正起点。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演进来看，生产总体辩证法的逻辑起点与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具

有一致性。他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现实的个人及其在

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着的物质生产。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按照经验论方法，以孤立的个人作为对象

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如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 “猎人”和 “渔夫”；还是卢梭在道德哲学的自然法基

础上，构造出相互具有契约关系的天生独立主体，都属于脱离历史和现实的虚构。

以 “猎人”和 “渔夫”为范例，斯密认为，个人就其本性来说是相互需要的，他们以此为基础

建立起相互帮忙的体系，后者的社会表现就是交换。人的本性是自然的，而它又决定了交换的产生，

由之，交换及其导致的分工也是自然的现象。同样，李嘉图考察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因素，如劳动使

用的节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等，亦是在于强调个人及其自然性。为了使个人摆脱孤立的状

态，卢梭尝试用社会契约的方式将个人联系了起来。他指出，个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私有制的

出现导致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尽管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此时，就需要以一种全体联合

的形式即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来重新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个人服从契约就是服从其意志，因而

在订立契约后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以个人意志为前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个人的社会状态的基

础。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平等和服从个人意志这样的人性假象，意味着个人仍然处于孤立的状态，与古

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个人没有实质的差别。

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孤立的个人是１８世纪以鲁滨逊故事为代表的普遍人性预言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指出，这类故事绝非对人类文明过度化的反思和批判，以重新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

而是单个的个人从１６世纪封建社会向１８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过程中，竭力摆脱自然状态的诉求
的体现。这样的个人不是像斯密、李嘉图和卢梭基于人性观念所理解的那样，由自然造成的历史的起

点，而是历史的结果，即封建社会形式解体和１６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若进一步向前追
溯历史，结论也是如此。孤立的个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关系之外进行物质生产，个人始终表现为非独

立和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从最初的家庭到由其扩大而来的氏族，再到氏族之间融合和冲突而产生

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社会关系始终作为个人的内在规定而存在。只有到了１８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
时期，各种社会关系才成为个人外在必然性的表现，成为实现其私人目的和利益的手段。

在此似乎有一个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产生孤立的个人这个观点的时代，却是迄今为止具有最发

达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

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

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

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①

上述不合理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 “自圆其说”。马克思分析说，１８世纪的人们正处于从圈地运
动到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有大量凭借货币关系获取私人利益、试图成为独立个体的个人。只

要个人尽量凭借货币的力量支配产品，他们就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个人某种程度上能够支

配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１８世纪的思想家一般都把从政治共同体向市民社会发
展步骤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的近代人，表述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生来享有自由、平等、财产和人身安全

等权利的 “自然人”。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产生于自然而非历史之中的 “错觉”是每个新时代都具有

的特征。到了１９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被资本所统摄并确立起来，个人完全内化于其中，成为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附属物和承担者，而不再是它的支配者。此时，作为１９世纪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再郑重
其事地将１８世纪的自然人性论引入到他所谓的社会经济学中，采用编排神话的方式将包含着从事生
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社会比作 “普罗米修斯”，并以此来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历

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必然是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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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和生产着个人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认为应首先探究这个生产方式本

身，考察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是如何被组织和运作的。１９世纪的个人虽然理论上还享有自
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和人身安全权等，但实际上却沦为了由商品、货币和资本所产生的运动形态的

承担者。与其将与现实毫无关联的 “自然人”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如以规定着生产一般

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形态为研究对象。

三、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辩证关系

谈及生产一般这个概念，既要直接明确其内涵，又要辨明它同生产特殊的关系以证实这一内涵。

因此，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辩证关系，构成生产总体辩证法的理论前提。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一般即物质生产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规定，包含着两个互相关联的方

面：其一，一切时代的生产有着共同的规定或标志，即个人对自然的占有，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其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社会个人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

的产物。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生产一般作为抽象范畴的性质。只有把生产一般的共同

规定提炼和固定下来，才能成为在思维中重建现实的合理抽象。换句话说，就是辩证地看待抽象且赋

予它以实证功能。具体到生产一般，不仅要对它和生产特殊的区别作严格的区分和证明，还要厘清生

产特殊在理解现实方面的重要性，以及生产一般对生产特殊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抽象有助于呈现物质生产的最广泛现象，却无法正确表现作为真正历史的物质生产

的特殊方面。“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 （主体是

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① 割裂抽象和特殊的

联系，抹杀物质生产的各具体形式间的本质差别，会使物质生产由特定的、有差别的现象转化为永恒

的、同一的过程。一旦如此，便会重复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和谐论的错误，即通过掩盖本质差别

来证明社会生产关系的永恒和谐。例如，凯里把资本看作是一般的和永恒的自然关系，忽略了资本作

为生产工具即过去的对象化劳动的属性，也就是抛开了使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

殊。当然，物质生产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各个特殊生产部门构成的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也

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

动着。”② 不论生产一般，还是生产特殊，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形式和物质生产过程而独存。生产

一般存在于生产特殊所处的一定社会形式中，生产特殊在这个社会形式中又以生产一般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生产一般与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具有

现实基础，因而可以用作理解一定社会形式中的物质生产，后者则由于只是纯粹思维上的抽象要素，

而根本不能解释任何社会形式中的具体生产。不仅如此，以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探讨一般生

产条件及其规律的目的在于，承认既有财富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私有财产，作

为一种制度，并非来源于对其有用性的任何考虑。这种考虑是私有制建立以后人们为其辩护所持的理

由。”③ 由此，马克思在扼要概述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辩证关系之后，超出庸俗经济学的范围，采

取 “釜底抽薪”的办法，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验论方法中的物质生产基础，作了批判性的

反思。

大致而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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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页。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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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非生产性劳动和资本，以及由它们扩展而来的其他规定，如生产原料的劳动和制造工具的

劳动、创造生产性消费品的劳动和创造非生产性消费品的劳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二是促进生

产的条件，如斯密所说的社会的进步、退步、静止等状态①。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讨

论的生产诸要素，不过是在观念形式上作的浅薄的同义反复，缺乏历史和现实的内容。将社会发展的

各种状态归结为促进生产的条件也是这样，因为一个工业民族到达其历史高峰之日正是其生产达到发

达程度之时。

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和条件绝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探讨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他们借此来

强调物质生产与产品分配的二分或异质性。具体而言，要素和条件自身的客观性，决定着生产应当遵

循与历史无关的自然规律，决定着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成为永恒不变的东西和不容置否的前提。与此

相反，人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着分配。殊不知，这种做法不仅割裂了生产和分配的现实联系，忽

视了分配也受一定的条件和规律制约的一面，而且抹杀了产品在不同阶级中的分配的巨大差别，征服

者、官吏、土地所有者、僧侣和传教士等，仅凭社会地位便轻易获得贡赋、税收、地租、施舍和什一

税及其带来的享受。相形之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终日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人们随心所欲地进

行分配，看似尊重人的本性，实则一部分阶级对另一个部分的残酷剥削。

在人为决定分配的前提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从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依据，将所有权和司法

体系作为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对此作了两个有力地回应：其一，将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 （所有权、占
有）视为生产的条件，只是同义反复，缺乏对所有权起源的实质分析，因为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

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②。连它的起源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再将

所有权作为不言自明的事实与前提，岂不成了无稽之谈？其二，司法体系作为一种法的关系，只是一

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的暂时的产物，绝非与所有权发生着偶然关系和纯粹反思联系的永恒事物。在与

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初步形成和已经衰亡的状态下，生产紊乱的影响程度固然有所不同，却仍属于自

然现象。仅仅依靠司法体系，而非诉诸生产关系的变革，对解决或调节生产紊乱于事无补。因此，所

谓的生产的一般条件，只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财产关系，当作非历史性的自然

规律的结果，不能用来解释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形式。

四、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及其辩证运动

简言之，生产总体辩证法就是生产同分配、交换、消费等的一般关系。借用黑格尔的术语，它们

构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生产是一般性规定，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性规定，消费是个别性规定。从过程

的维度来看，生产作为起点而存在，消费作为终点而存在，分配和交换作为二重化的中介 （社会和

个人）而存在。在上述辩证运动过程中，生产受一般的自然规律制约，分配取决于偶然的人为法则；

交换的决定因素介于自然规律和人为法则之间；消费自身具有决定因素的一定性质，因为它既是终点

的结束行为，又反作用于起点以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从主客体二维来分别考察这个过程，个人依次表

现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产品、根据一定法则分取产品、换取其他特殊产品、重新占有和享用产品；产

品依次表现为制造出来的适合需要的对象、依据社会规律分配的对象、按照个人需要再次分配的对

象、摆脱任何中间环节而直接满足个人需要的对象。在生产和消费中，主客体关系又呈现出颠倒性：

个人在生产中对象化，而产品在消费中具有主体性。在分配和交换中，社会和个人分别表现为一般的

和偶然的规定，以此作为生产和消费间的中介。

诚然，上述黑格尔式的三段论实现了逻辑上的自洽。但是，它仅仅揭示出生产与分配、交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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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年，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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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之间肤浅的联系。将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的 “上限”，只能做到指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割裂以上肤浅联系而已。不论在相同的理论前提下，即把生产和分配当作同等并列的独立领域，来抨

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分配；还是只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考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统一性，都远远低于这一批判对象的水平，因为后者毕竟基于现

实材料而非纯粹思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出了一定的抽象解释。马克思据此指出，

应当超越黑格尔式三段论的局限性，重新考察生产同其他表面独立领域的一般关系，揭示出以生产为

起点的有机体的辩证运动，即生产总体辩证法，并以此为基础来完成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建构。

在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的辩证运动过程中，生产与消费是同一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客

体的角度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同一性，对此应予以肯定。他们所谓的 “生产的消费”，即生产行为中

生产资料的使用、消耗和重新分解本身即为一种消费行为，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他们的分析缺乏

主体的维度，那就是个人在生产中发展自身能力的同时也在消费它。探究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必须

兼顾这两者的统一性和对立性。诚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

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① 消费不仅以中介运动的方式生产着生产，并使产品真正成为

其自身，也就是从对象化了的活动转变为活动着的主体；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从而在观念

上提供生产的内在的动力、对象和目的。同样，生产也既从外在对象和决定形式的中介运动上生产着

消费，更通过产品作用于消费者身上引起新的需要，使消费摆脱直接的粗野状态。基于上述认识，马

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１）直接的同一性，消费的生产 （再生产）和生

产的消费；（２）间接的同一性，它们在互相独立的前提下又互为中介而依存，并且形成一个运动；
（３）最后的同一性，它们都因自我实现而创造出对方，且都自我确证为对方的创作物。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带有黑格尔辩证法的鲜明印记，任何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都能轻易完

成这一工作，甚至连天真的社会主义美文家 （格律恩、蒲鲁东等）和平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萨

伊、施托尔希等）也可以 “东施效颦”。对于志在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而言，作这样的叙述方

式显然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同一性背后的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

费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许多个人于同一活动过程中的两个要素。个人在生产出一个对象 （产品）后

又通过消费它来回到自身，由此表现为生产者和自我生产者。可是，产品一经对象化却使个人对它的

关系成为外在的关系。此时，完成产品向个人的复归只得取决于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不再诉诸直接占

有。相应地，直接占有产品对于处于生产中的个人不再作为目的而存在，转而成为保持同他人的关系

以维系生命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不正是这样吗？要言之，同一性只作

为形式而存在，劳资关系才是内容。

在产品与个人成为外在关系的现实中，分配借助社会规律决定个人占有产品的份额的形式出现于

生产和消费之间。这样，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存在，也就是分配同生产的一般关系，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分别来看，存在以下两类相对立的事实：一是生产要素作为分配形式

的决定要素而存在；二是分配表现为决定个人生产地位和整个社会生产的规律。换句话说，产品的分

配由于摆脱生产领域而获得独立性，而在此之前的生产中，却同时存在生产工具的分配和个人在各种

特殊生产部门间的分配。马克思对此解释道：“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

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

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

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② 这样看来回答分配和生产的一般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

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之于生产的作用，或者说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一个民族不管遵循劳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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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普遍观念，还是诉诸征服、掠夺、奴役、革命和立法等现实手段，来赋予产品以新的分配形

式，都无不表征着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

同样，交换和流通也受生产所支配。在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交换是生产及

其支配的分配这一方与另一方即消费的中介要素，而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又使其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

素。因此，作为总体的交换的一切要素 （流通也是其中之一），不是包含于生产之中，就是由生产要

素决定。在马克思看来，交换自身及其客体形式与主体行为，均无法越过生产的限度。首先，活动与

能力之间的交换实质上是构成生产的重要部分；其次，产品交换作为制造消费品的手段究其实是一种

生产行为；最后，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行为既在组织形式上取决于生产。又始终作为生产活动而存

在。不仅如此，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交换，私人交换则以私人生产为前提。如此一来，交换的广度和

深度、内容和形式，皆取决于生产；直至在更高的社会形式上的最后的完成阶段上，即产品直接为了

消费而交换，也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了一个生产的总体以及其中的各个环节和差别。在这

个有机体及其运动过程中，生产作为起点同时支配着自身和其他要素；作为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

费，都不是决定要素；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本身就在生产内。要言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

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①。与此同时，这个有机体中的不同要素之间

也有着相互作用。生产在其单方面形式上也决定于其他要素，如市场即交换范围的扩大会直接引起生

产规模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生产会随着资本集聚与城乡人口变动等分配形式的变化而调整，消费的需

要更是决定着生产等。正是处于有机体中的生产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才使生产总体辩证法呈现出

一个动态的现实过程，而不是由抽象范畴组合而成的僵化的封闭体系。

五、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平衡问题

作为现实的个人的活动，生产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与物质生产相对的精神生产就是其中之一。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切入点，探讨了物质生

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以此作为生产总体辩证法的重要补充。

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发展与社会一般发展的矛盾是一个特殊性问题。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

形式，如 《荷马史诗》，大都在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被创造出来。因此，只有将艺术

形式同它所处的一定社会形式特别是物质生产条件结合起来考察，才能理解上述矛盾问题。例如，作

为古希腊艺术的前提和重要素材，希腊神话是自然和社会的一种 “不自觉”表现，因为它对自然的

力量作形象化的描述，并借助想象让人征服与支配自然。随着现代人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理性认识及实

际支配，希腊神话便失去了生存的 “土壤”，古希腊艺术也因素材的消失而无法再现。

结合物质生产条件探究艺术形式尽管能有效地说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问题，却难免有大的纰漏。

在古希腊艺术缘何成为永恒经典，并持续给现代人带来高质量的精神享受这个问题上，上述研究方式

显得无从下手。于是，马克思用拟人的手法作了生动的诠释。他写道，现代社会之于古代社会，犹如

成人之于儿童。一方面，成人不可能退回到孩提，否则会显得幼稚；另一方面，儿童的天真会使成人

身心愉悦，在更高层面上再现孩提的真实是成人应有的追求。人类社会在各个时代所固有的纯粹性和

真实性，恰恰 “活跃”于儿童的天性中。“正常的儿童”，即人类社会的童年的最美好时期，由于永

不复返而彰显出永恒的独特魅力。古希腊民族是 “正常的儿童”，古代其他的民族多为 “粗野的儿

童”或 “早熟的儿童”。古希腊艺术与其所处的社会形式之间非但不存在矛盾，反而具有因果关系。

正是产生古希腊艺术且只能在此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难以重现，才赋予它以极高的规范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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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企及的高度。由此可见，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而是彼此制约。物质

生产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制约着精神生产的过程，一些精神生产的高级形式也会随着制约着

它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消失而无法再现，这两者共同决定了这些精神生产的永恒性。因此，平衡物质生

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绝非易事。

行文至此，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再展开关于如何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

产关系的探讨，甚至在整个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也很难找到更多的相关阐述。然而，这
个问题始终没有在马克思的思想视野内消失，实际上已经成为他探讨未来社会形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构筑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协调发

展的基础上。究其实，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现均以一定的时间为载体。时间的有限性，即整个人

类活动的时间总量既定的前提下，物质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和精神生产所需的自由时间此消彼长；投

入一方中的时间的缩短，潜在地包含着投入另一方中的时间的增加。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

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可能会带动精神生产的发展。

由此，马克思认识到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从而用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可能：“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

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① 与此同时，马克

思深刻地洞察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本可以用于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自由时间，却被

一切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实现全部依赖于工人的非自由时间即剩

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超过工人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这样创造的非劳动

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

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

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② 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既创造

出资本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更决定着他们的发展范围。一方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取决于另一方的全

部时间和发展空间被用作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换言之，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以完全限制另一部分人

的能力发展为基础，这是一种明显的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它之前的一切人类文明进步及社会发

展，无一例外不建立在这种对抗性基础上。因此，让自由时间复归到它的真正创造者身上以结束对

抗，奠定了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秉承以上思路，马克思最终在 《资本论》中把从 “必然王国”转向 “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归

结为工作日的缩短。除此之外，他还在强调对抗性的同时，部分肯定了物质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具有的相对文明的一面。这种相对性表现在与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农奴制生产方式等的比较上。客

观而言，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比前几种生产方式，都更加利于促进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

发展，进而为组成更高的社会形式所需的诸要素的形成提供必要准备。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能够促使社会发展步入如下新的阶段：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

对抗性现象将消失殆尽；同时，一些新的社会关系的物质条件与 “萌芽”也会生成，并且实现剩余

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的有机结合。要言之，剩余劳动生产率及其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决

定了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只有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这个 “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精神生产和精

神生活作为 “自由王国”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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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３页。



《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张守奎

【摘要】《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整体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从传播和研究进程来看， 《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经历了日据时期的 “解放学

说”、戒严时期的 “妖魔理论”和解严之后的 “一种理论学说”形象的改变。思想是时代的精神镜像，台

湾地区对 《共产党宣言》认知形象的改变背后实际上折射的是时代变迁。对 《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

传播和研究史进行系统化地梳理，既有助于丰富我们对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史的认识，也

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还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革命；台湾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６７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１０－１３

作者简介：张守奎，安徽太和人，哲学博士，（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个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１８ＢＺＸ００４）

如果说 《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那么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为 《宣言》）无疑是唤醒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发动无产阶级自觉进行人类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回顾 《宣言》发表一百七

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宣言》始终是唤醒与引导弱势和被压迫民族反

抗强权压迫和殖民统治的理论指南，更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发动武装革命运动的行动纲领。《宣言》

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及其所发挥的效用亦是如此。自１９２０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初次传入台湾地区始，①

《宣言》就是岛内左翼知识精英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本依据和思想载体。在日据时代，它

对唤醒台湾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民族认同以及自觉反抗日殖民统治及其帮凶无疑起到极为重要的引导作

用。系统梳理 《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有助于丰富我们对 《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和发展史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还有助于推进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

一、日据时期 《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

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次年 《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从此开启其长达五

十余年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代。台湾地区人民也开始走向反对日殖民主义及其帮凶资产阶级统治的艰

难征程。《宣言》作为落后民族地区人民和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与强权统治的理论武器，正是在此

种状况下被有日本和苏俄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引介到台湾。其中，连温卿、杨逵、陈逢源和台湾共产

党人彭华英、许乃昌和谢雪红等，都是在台日据时期传播 《宣言》的早期代表。他们对 《宣言》引

介和传播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对日文版 《宣言》及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有选择性地摘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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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３册·共产主义运动），王乃信等译，台北：创造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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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吸收，实现 《宣言》思想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二是通过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的台湾学生，

把五四以后在大陆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汉译本 《宣言》思想，带入台湾。从目

前的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传入台湾地区的 《宣言》较早的版本为日译本、英译本和汉译本。其中，

汉译本在台湾地区的最早传播时间在１９２３年左右。其传播人为当时文化协会和 “马克斯研究会”①

的主要成员连温卿。据学者考证，１９２３年连温卿与山口小静在台北秘密成立了 “马克斯研究会”，以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宗旨。鉴于日本对台湾的严酷殖民统治以及台湾欲摆脱这种被宰制

状况急需唤醒民众的民族情感和阶级意识的事实，《宣言》成为他们学习和研究的首选对象：“连温

卿首先取得汉译本的 《共产党宣言》，意欲以此为讲义；但小静却需要日译本，她便写信向山川菊荣

索取”。②这为后者所证实：“文化协会的连温卿先生拿到汉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本想在成立马克斯研

究会时以此为讲义，但因会内有日本人，所以也有日译本的需要。于是山口小姐便向我索取，可是明

治时代的译本已然绝版，无法入手，便只好如此回信。”③虽然我们现在尚无法确定连温卿所获 《宣

言》汉译本的具体情况，但依据 《宣言》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推算，应该可以肯定是陈望道先生的译

本。④但估计受众并不广，这从后来杨逵和林秋梧等人主要还是依据日译本和英译本 《宣言》学习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看得出来。

就现存的日据时代台湾地区的左翼著作而言，能够体现 《宣言》主旨精神和具体内容的，主要

有１９２１年５月彭华英在 《台湾青年》第 ２卷第 ４号上发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 《社会主义の概

说》⑤、１９２３年许乃昌于 《新青年》上发表的 《黎明期的台湾》（署名 “沫云”）和 《台湾》上发表

的 《台湾议会与无产阶级解放》（署名 “秀湖生”）、１９２６年陈逢源在 《台湾民报》上发表的与许乃

昌关于 “中国改造论”的争论文章 《最近之感想 （一） （二） （三）》、《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

论》、１９２９年林秋梧发表在 《南瀛佛教》第７卷第２号上的 《阶级斗争与佛教》、１９２９年发表在 《台

湾民报》上的 《唯物论者所指摘的历史上宗教所扮演的主角》和１９３１年发表在 《台湾新民报》上的

《阶级斗争是非道德行为吗？》，１９３１年７月刊行的杨逵翻译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１］》以及尚无
法确定翻译和写作年份的 《战略家列宁》和 《劳动者阶级的阵营》，等等。《宣言》在台湾地区的这

些早期传播者，或者直言受惠于日本某马克思主义者 （主要是山川均、界利言和河上肇）的影响，⑥

或表明直接受到中国大陆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潮之冲击 （如张深切、张秀哲、许乃昌和

翁泽生等）。

以陈逢源为例，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著作的

方式实现的：“我虽不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原文，然而我由这个会靠得住的河上博士苦心的译文，

和他的解释而窥其一斑。”⑦但他对 《宣言》的阅读和把握所依据的版本应该是英译本，这从其引用

《宣言》时所附的相应英文可以看得出：“然则马氏的中心思想果如何？只因马氏自己的思想也有相

互矛盾，有时是说进化主义，有时是说革命主义。例如他在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里头，都是采取前

者。反而，他与他的友人恩格尔 （Ｅｎｇｅｌｓ）合著的 《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的里头，分明是采

取后者吧了。他在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 （一八六七年）的序文有说过：‘……那个社会不能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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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斯研究会”这一命名为连温卿本人所明确提到的，故凡涉及此名称时都不以目前通用译名 “马克思”代替 “马克斯”。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２００９，第８９页。
转引自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第８９页。
据学者考证，在１９２０年代以前的日本曾发表过两种 《宣言》中译本。其中，第一种中译本于１９０７年在东京出版，由当时留日学
生署名 “蜀魂”翻译。不过，该译本是否真正出版尚无法证实。第二种中译本于１９０８年在东京出版，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
“民鸣”翻译的，译文包括 《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参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有２３种译本》，《光明日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
日版。综合考虑，倘若１９２３年连温卿所得到的 《宣言》汉译本为全译本，则很可能就是陈望道译本。

原题为 《社会主义の概说 （上）》，但未见下篇。

如连温卿、陈逢源和王敏川等人。

陈逢源：《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论》（１９２６），参见 《陈逢源选集》，黄颂显编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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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然的发展阶段，亦不能拿立法来排除。但能短缩或能缓和其苦恼的产期。’一面他在 《共产党宣

言》的最后的一节有说过：‘……他们 （共产主义者）公开宣言他们的目的，只靠强力的颠覆一切现

在的社会秩序才会达到。’ （ｔｈｅｙｏｐｅｎｌｙｄｅｃｌａ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ｒｅｎｄｓｃａｎｂｅａｔｔａｉｎｅｄｏｎｌｙｂｙｔｈｅｆｏｒｃｉｂｌｅｏｖｅｒ
ｔｈｒｏｗｏｆａｌｌ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①陈逢源引用 《宣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马克思著作中原本就

存在 “进化主义”和 “革命主义”这两种 “相互矛盾的思想”，并以此阐明许乃昌倡导的列宁式的

“不论资本主义成熟的程度如何”“都可以拿暴力推倒”的观点的错误性。他认为，如此的结果必然

只能类同于俄国，“只有政治革命的事实，却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②可见，其对 《宣言》的关注重

心是 “阶级斗争”和 “革命”问题。

与陈逢源一样，杨逵身处台湾农民运动和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早年又有日
本留学经历，能够切身地体会到台湾人民所遭受的日殖民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辛苦。因此，自

日本留学接触到社会主义始，他就 “有目的性地翻译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作品。其目的在于，把翻

译活动视为启蒙运动、社会运动的推动手段，企图藉由农民组合的读书会组织或是社团活动来作为介

质，将翻译的内容大力推广出去。因应时代和社会状况的需求，杨逵在日治时期的翻译多半都锁定于

社会主义的翻译”③。据其本人回忆，早在１９２４年初到日本，他就发现那些热衷于社会科学的学生已
经认定马克思主义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因此，受这种观念影响，自那时起杨逵就开始阅读 《资本论》

和 《宣言》。④这也是其作品中反复提及马克思主义作品和阶级斗争的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在杨逵一生的著作中表明 “劳动者的被剥夺”和 “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始终是核心主题。⑤

与上述二人相比，同样是活跃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台湾日据时代的僧人林秋梧，则尝试借用 《宣

言》中的 “阶级斗争”概念来批判当时台湾佛教存在的 “异化”与 “俗化”现象的重要方法，这在

其１９３１年发表在 《台湾新民报》上的 《阶级斗争是非道德行为吗？》一文中得到了最明确的体现。

因为，正是在该文中，林秋梧引用了恩格斯为１８８８年英文版 《宣言》（林秋梧的原文为 《××党宣
言》）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从前人类社会的历史 （实行土地共有制度的原始种族社会结束后的

历史）全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支配阶级与被压抑阶级之间的斗

争的历史”，并以此来说明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事实。他还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从来就

不是无产阶级所创造出的，而是自从这个社会以阶级社会的形式成立以来就一直有阶级斗争的存在。

在过去，被支配者有如羊群一般安分地服从着支配者的命令过生活，因此即使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没有

采取阶级斗争这种挑战性的态度，支配者也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费尽心力做好斗争的准备。宗教，

即是支配者所利用的武器中最稳定，亦是最锐利的一项。这可从过去不容否认的历史得知。如此一

来，只要宗教学说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即使阶级斗争被否定成立，但只要属于一部分特权阶级，

阶级斗争就会得到肯定，甚至还会以参加阶级斗争为荣。因此，结果就会导向宗教家一向否定阶级斗

争，但却又其实一直参与着阶级斗争这个诡谲的结论。”⑥从其引用恩格斯为 《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
所写的序言内容来看，林秋梧所接触到的 《宣言》底本不可能是汉译本。因为，无论是１９２０年陈望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逢源：《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论》（１９２６），参见 《陈逢源选集》，黄颂显编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１
页。

陈逢源：《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论》（１９２６），参见 《陈逢源选集》，黄颂显编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１
页。

邓慧恩：《日治时期外来思潮的译介研究———以赖和、杨逵、张我军为中心》，台南：台南市立图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３９页。
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１４卷 资料卷，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１９９８年，第６１页。
邓慧恩：《日治时期外来思潮的译介研究———以赖和、杨逵、张我军为中心》，台南：台南市立图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１—１８２
页。

转引自严璋泓：《从 “阶级斗争”到 “现世”净土———林秋梧批判早期台湾佛教的方法与目的》，《存在交涉：日据时期的台湾

哲学》，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道的译本，还是１９３０年华岗译本，均没有翻译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①鉴于其当时引用恩格斯为 《宣

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且以日文形式 （阶级斗争は非道德行为か）发表该文，我们可以推

测他阅读的 《宣言》版本应该是英文本或日译本。②

此外，１９２８年４月台湾共产党成立后，为吸收党员及提升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和对马克思主义基
础知识的把握，台共曾先后多次在岛内各地组成名为读书会、茶话会等多个团体，宣讲包括 《宣言》

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其方法则由党员任讲师或指导者，初步教材有 ‘资本主义的骗局’、‘劳动

者的明白’、‘战旗’等，而程度稍高者有 ‘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ＡＢＣ’、‘无产阶级政治教程’
等。”③在这些学习教材中，马克思恩格斯著的 《共产党宣言》汉语全译本于１９２０年已经被陈望道译
出，而布哈林著的 《共产主义的ＡＢＣ》也于１９２６年被译为汉文并正式出版。④

从传播特点来看，台湾地区这些早期 《宣言》的传播者，主要强调 《宣言》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和阶级斗争理论，突出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这显然与 《宣言》的主旨内容相关，

更与这些早期知识分子对台湾地区的社会性质的判断有关。

一方面，《宣言》的政治目的是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

级的统治，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因此，它对阶级史

观和阶级斗争尤其强调，革命和人类解放是其核心议题。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殖民统治

的开始，以及在台湾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台湾社会面临一个重要的 “转型期”，传统社会

结构开始解体，“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变成为市场取向的经济”，⑤加之日殖民统治下的政治经

济制度化的不公平和岛内地主阶级及官僚资本家对普通民众的剥夺状况，使得当时岛内先进的知识分

子把台湾社会判定为殖民地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尽管其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社会成员构成仍以农

民为主体，无产阶级尚不强大，但依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上而产生并与其密切勾结的官僚大资本家阶

级已经产生，本土资本家阶级也在逐渐成长中。因此，此种状况下，台湾地区人民遭受双重的压迫，

即来自外部的日殖民统治与来自民族内部的官僚资本家和本土资本家阶级的盘剥。而要摆脱这双重压

迫，就必须唤醒普通民众和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自觉，而 “民众的自觉，则有赖台湾文化的认

同与普及”，进而 “组织政治运动”，⑥ 与日殖民统治者、大资本家和本土资本家阶级展开斗争。尽管

对于摆脱日殖民统治的具体实现路径存有分歧，但当时 “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意，台湾必须以革命

的手段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⑦。由此不难理解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农民组

合”、“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台湾无政府主义”和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的急剧兴起。其中，１９２７
年改组后左倾的新文协和１９２８年成立的台湾共产党，明确主张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走社会主义革命道
路，其指导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取自 《宣言》。但１９３１年随着台湾共产党组织的彻底被取缔，⑧马克
思主义和 《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很长一段时间近乎中断。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１９３０年的华岗译本附有 《宣言》的英文全文，这是我国首次出版英文本 《宣言》，采用的是恩格斯亲自校阅的１８８８年英文版本。
但只包括 《１８７２年序言》《１８８３年序言》和 《１８９０年序言》三个德文版序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并未被翻译出版。
《台湾新民报》是当时台湾地区以日文形式发行和出版的左翼报刊。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３卷·共产主义运动），王乃信等译，台北：创造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ＡＢＣ》，无署名译者，上海：新青年社，１９２６年。《共产主义ＡＢＣ》实际上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于１９１９年写成的通俗性理论读物，１９２６年的汉译本只译出了该书的第一部分，即 “理论部分：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灭亡”，共

五章内容。该书曾被译为多种语言，日译本于１９２５年由 “司法省”出版。我们目前无法判断台共使用的具体是该书的哪一个版

本，但考虑到１９２８年台共成立时的党员构成及背景，可以判断是日文、俄文或汉译本的可能性比较大。
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４页。
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２页。
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４页。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３卷·共产主义运动），王乃信等译，台北：创造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１９２—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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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严时期 《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战败，蒋介石退守台湾，出于与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共产主义意识
形态对立考虑，蒋氏推行严格的党禁和报禁政策，马克思主义和 《宣言》由此成为人们的思想禁区，

只有极少数国民党反共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出于 “反共”和 “批马”需要方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状

况下，译文方面，１９６９年台湾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的 《共产党原始资料选辑》 （第一集）中就包括

《共产党宣言》①，这是目前为止在台湾地区见到的最早公开出版的全译本 《宣言》。②经对照鉴别，该

译本是直接抄袭１９５０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中译本，译文几乎无任何改动。从出版说明来看，
国民党当局应允出版此书的目的，显然并非为了向台湾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而是为

国民党反共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提供 “反马”和 “批共”的第一手资料，并借此论证三民主义作为

国民党统治之指导思想的合法性和正确性。

研究方面，整个戒严时期 《宣言》在台湾地区主要作为反共和批判马克思主义靶子的形式出现。

其中，赵兰坪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 （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５３）、罗时实的 《马克思主义之批判》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５）、尹庆耀的 《历史写下了答案：共产党宣言一二０年》（台北：中华
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１９６８）、叶青 （任卓宣）的 《阶级斗争论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５２）、
《共产主义批判》 （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５２）、 《三民主义底比较研究》 （台北：帕米尔书店，

１９５３）、《马克思主义批判》 （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黄天健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５８初版，１９７４再版）、黄启文的 《国民党宣言与共产党宣言

比较研究》（台南市：国父遗教研究会，１９８０）、俞谐 （俞方柏）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台北：正

中书局，１９８１）、严灵峰的 《历史对马列主义的考验》（载安洛出版公司，１９８１）、谢信尧的 《〈共产

主义者宣言〉所谓 “十大纲领”之研究》（《复兴岗学报》１９８１第２６期）、吴玉山的 《共产党宣言、

哥达纲领批判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之比较》 （《东亚季刊》，１９８１）、洪镹德的 《马克思与社会学》

（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３）、赵雅博的 《改变近代世界的三位思想家———马克斯、尼采、弗

洛伊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等论著中都曾涉及探讨 《共产党宣言》中的内容。

从研究的具体内容看，戒严时期台湾地区对 《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批判其 “阶级斗争”、

“共产主义”观念和 “十大纲领”等方面。其中，叶青对 《宣言》中 “共产主义”的相关主题，如

“思想渊源”、“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策略”和 “民族政

策”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宣言》中阐述的共产主义不同于其它共产主义之

处 “在于方法”。换言之，马、恩给共产主义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方法论证，即 “阶级斗争、社会革

命 （武力革命）、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认为这些方法，无论怎么 “都是错误的”。③其理

由如下：

首先，就 “阶级斗争”来说，马克思所叙述的阶级斗争 “只是事实底一面，并非事实底全面。”

事实的另一面不是阶级斗争，而是 “阶级互助”。“很明白，资本主义不是单有资产阶级或资本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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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１９５０年，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共产党原始资料选辑》
（第１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１９６９年。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 《宣言》汉译本，首版

于１９４９年，系 《宣言》发表 “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尽管没有署名译者，但据学者考证，主要是由谢唯真根据１８４８年 《宣

言》德文版并参考国内陈望道译本、成仿吾和徐冰译本以及博古译本重新翻译的。这是当时 《宣言》最好的汉译本，它不仅直

接从德文原文译出，还译全了７篇序言，且译文更加准确、规范和流畅。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
卷中收入的 《宣言》，也是在谢唯真译校本基础上修订的，且定稿人是 “唯真”。１９５９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 《宣言》该版本的

单行本，并一直流行到１９６４年５月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的单行本出版之前。
连温卿在１９２３年前后就已经取得了 《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但只有这个译本才是在台湾地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尽管其受众面

依然十分有限。

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年，第５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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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也不是单有无产阶级或工人就成功的，而是两个阶级都不可少。这就表明两个阶级有一种连

带关系存在了。它们相互为用，相互协助。”①但 “马克思只注意斗争，并加以系统的叙述。于是斗争

就变成经常的和本质的了。其实，这是片面之见，一偏之见。”②其次，就 《宣言》中的 “民族政策”

和 “国际主义”精神来看，马克思是主张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并呼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以及主张 “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是他们获得解放的一个主要条件”。马克思的这种主张，事实上是

从经济的和阶级的层面说明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但 “经济不是国际主义底唯一来源，宗教、道德、

政治、法律等，也可成为国际主义底来源”③。至于民族主义，尽管 《宣言》中说 “工人没有祖国”，

但事实上对民族和国家来说 “无产阶级也是需要的”。“马克思忽视了工人所接受宣言的道理。他否

认民族，否认工人与资产阶级同一民族的事实，否认他们底共同利益，皆属不当。这是一种反科学的

态度。根据客观事实底研究，无产阶级是民族一部份，当然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作为阶级底一种来

看，那也是需要民族主义的。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也不能否认”④。总之，“从前面说的种种来看，国

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也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也是无产阶级的了。国际主义没有

阶级性，民族主义也没有阶级性。马克思把国际主义配给无产阶级，把民族主义配给资产阶级，是错

误的。”⑤再次，马克思 《宣言》中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也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他混淆了

思想与事实、理想和行为之间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见解，都属于推论方面。虽然推

论有事实根据；但是推论所得是结论，却非事实，而为思想。所以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见解，就是

他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然而他不看作理想，反说了轻视理想的话。”⑥马克思以为 《宣言》中建构的

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 “科学”，不是单纯的 “理想”、 “形而上学抽象”或 “乌托邦”。但实际上，

“共产主义既是主义，便是一种逻辑、能一贯、成系统的思想。这就不是科学了。科学中没有这样的

思想。这样的思想是由推理或推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不能成为科学。它只可以有科学性。”⑦

叶青对 “共产主义”的歪曲性认知显然有政治目的，即通过曲解和贬低 “共产主义”的方式来抬高

“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论在哲学基础、科学基础、主义本身及斗争策略等方面，处处均不及三民

主义，而处于劣势。”⑧

可见，叶青对 《宣言》的分析和批判，带有典型的国共对立时代的特征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

不论是他以 “阶级互助”指责 “阶级斗争”的 “错误”，还是对 《宣言》中 “工人没有祖国”和

“国际主义”的理解，抑或对共产主义 “不是科学”而是 “乌托邦”的指认，其背后隐含的政治意

图和意识形态偏见都显而易见：替国民党当局在台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替三民主义指导思想的正当性

做论证。基于此种偏见和政治意图考虑之上，他对 《宣言》内容的分析和批判，很显然只能是一种

纯粹的 “意识形态谬论”，而无太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可言。

与叶青纯粹出于 “反马”和 “批共”研究 《宣言》相比，黄天健的研究尽管也在这种基调下进

行，但他在认定 《宣言》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标志的基础上，首先对其发表过程和整体结构做

了介绍性说明。他指出：“《共产主义者宣言》发表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在伦敦以德文印行，当法国

二月革命爆发以前数日内分送到同盟的各支部。其内容系两人共同商议的结果，而其最后形式，则是

马克思所决定的。”而至于其整体结构，《宣言》“开始即以惊人的形式出现：‘有一个妖魔正在欧洲

徘徊着———这个妖魔就是共产主义’。结语也是无比的锋利：‘让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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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年，第５０９页。
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年，第５１０页。
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年，第５１７页。
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年，第５１９页。
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年，第５２０页。
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年，第５４４页。就作者的阐释内容看，这里所谓的 “理想”实际上指的是

共产主义的 “形而上学”或 “乌托邦”面向。

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１９７４年，第５４５页。
转引自萧行易：《扬弃马列邪说，精研三民主义———恭贺任卓宣教授九秩嵩寿》，《复兴岗学报》１９６９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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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发抖吧！在这里，无产者除了锁链以外，再没有可失的东西，而他们所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至

全部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肯定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二章宣布共党的

政策，提出纲领十条，主张消灭生产手段的私有和树立共有权；第三章是辱骂各别社会主义的流派，

认为那些是反动、保守以及空想的；第四章则为各反对党派所采取的态度，说要与他们联合以推翻现

制度。”①其次，他对 《宣言》中的 “阶级斗争论”、 “革命理论和策略”、 “无产阶级革命 （专政）”

和 “国家消亡论”等主题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探讨。②并总结性地认为：“这一宣言，可以说是一个历史

的结论，也是一个历史的预言。亦即马、恩两人专断的见解，同时也是他俩全部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煽

动计划。”③由这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认知去把握 《宣言》，落脚到 “共产主义”上，必定把其指认

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一般说来，“整个的宣言除了痛骂布尔乔亚制度以外，则并没有什么。即使说

布尔乔亚真正是罪恶的，但这也不能证明所到来的一定是社会主义呢？即使说社会主义真的能到来，

但它是否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呢？也没有给人以明白肯定的答复。它所给予人们的，只是一个 ‘迷糊

的憧憬’，一个 ‘海上的蜃楼’！”④

与叶青和黄天健相比，戒严时期洪镹德尽管没有发表集中研究 《宣言》内容的成果，但他借鉴

西方马克思学方法所写就的 《马克思与社会学》一书中涉及 《宣言》的论述则显得较为规范化和学

术化。比如，在论及马克思 “未来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时，他引用 《宣言》中

的那句著名的话作为结论，即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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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而在谈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时，

他不仅根据 《宣言》的论述指出 “一部人类史无异为阶级斗争史”，还指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变

迁的 “主力”，也是导致现代社会转型的有力武器。阶级斗争深入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

领域，且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因此，不探讨阶级斗争就 “无法了解阶级社会的本质”，也无法了

解阶级社会中宗教、意识、科学和哲学等方面的发展。在阶级斗争的诸多形式中，“首推政治斗争最

为重要”。因为，政治斗争是为了国家领导权的争取所展开的斗争，“是故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称：‘每一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⑥当然，他对包括 《宣言》中阶级论述在内的马克思阶级理

论的批评存在诸多错误之处。比如，他认为马克思 “太重视阶级、以及阶级斗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从而忽视了社会上人群其他结合的方式，也疏忽了这些团体对历史变化所起的作用”⑦；随着后来资

本主义社会现实阶级结构的变化和 “新阶级”的出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实

际上是无效的。因此，“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分析为两个主要阶级是不适当的”，其阶级理论 “只能视

为十九世纪逾时的社会观点，而无法作为二十世纪现代社会的分析工具”。⑧但事实上，马克思不仅重

视阶级和阶级斗争，还重视包括 “团结”和 “爱”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其它结合方式；其阶级理论虽

然是十九世纪的产物，但在阶级和阶级对立仍然存在的二十世纪以及当代社会，显然仍具有其它社会

科学理论无法替代的解释效力。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黄天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黄天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第五、七章。
黄天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第１０８页。
黄天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第１０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２２页。洪镹德的引文为 “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代替它的阶级与

阶级对立，我们将拥有一个组合体，在这个组合体中一个人自由的发展，将是其他所有的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洪镹德：

《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６５页。
参见洪镹德：《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７４页。
参见洪镹德：《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７５页。
参见洪镹德：《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７７—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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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严之后 《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１９８７年解严前后，由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管控相对放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台湾地区逐渐不再
是禁忌，民间与学界也开始通过引进 “西马”、“新马”和 “后马”思潮的方式，释放在戒严时期思

想自由和言论自主长期受到压抑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状况下，《宣言》在台湾地区一方面开始逐渐摆

脱戒严时期的 “反马”和 “批共”的 “研究”模式，走向较为学术化和中立化的研究道路，另一方

面其研究主题开始从 “革命”、“阶级斗争”转向重点关注 “自由”、“解放”和 “全球化”。解严初

期，一方面受 “西马”、“新马”思潮盛行的推动，以及 《巴黎手稿》的思想史效应引起岛内学者的

关注，台湾地区该时期对 《宣言》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借助 “西马”和 “新马”思想资源和研

究方法，把 《宣言》中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主题与 《巴黎手稿》中

的 “异化论”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借助此种阐释路径表明人们对自由的迫切期望，并企

图为岛内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改革制造舆论氛围。

在此状况下，１９９８年适逢 《宣言》发表１５０周年纪年，世界各国左翼学者纷纷发表纪念文章。
台湾岛内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一年四月，《当代》杂志第１２８期 （复刊第四期）刊发了纪念 “《共产

党宣言》１５０年专辑”。该专辑不仅刊发了 《宣言》的全文译文，而且还发表了李永炽的 《迈向 〈共

产党宣言〉》、黄瑞祺的 《〈共产党宣言〉与现代性》、孙善豪的 《幽灵与精神》、张旺山的 《韦伯论

〈共产党宣言〉》、姚朝森的 《正义的条件》和周睴楷的 《永远的死对头》六篇纪念文稿。而其刊发

的 《宣言》译文，经核对，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１９５８年的第一次译文，但有几十处修改，也算
是一个新的校译本。该译文总的看来是把口头语较多地修改为书面语。例如把 “同它”改为 “与

之”，把 “把它”改为 “将之”，把 “前后”改为 “前夕”。①此外，黄瑞祺主编的 《马克思论方法》

（台北：巨流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４）、《马克思论现代性》（台北：巨流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７）以及国
立政治大学孙善豪博士编译的 《马克思作品选读：第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 （台北：诚品书店，

１９９９）均收入了 《宣言》汉译文的部分内容。其中，前者依据的是大陆中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版第５卷中的 《宣言》译文，后二者依据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版 （１９９５年）
第１卷中的 《宣言》译文。

研究方面，除了 《当代》杂志刊发的纪念 “《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年专辑”的六篇纪念文稿

外，李英明教授的 《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陈自现的
《〈共产党宣言〉研究》（台北：苏俄问题研究社，１９９０）、陈觮津的 《回向马克思》（台北：蒲公英

出版社，１９９２）、姜新立教授的 《分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典范的反思》（台北：五南图书出

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７）、洪镹德教授的 《马克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７）以及陈培雄的 《共产

党宣言之研究》（《东亚季刊》，１９８７）等著作，对 《宣言》中的 “阶级”、“国家”、“共产主义”、

“自由”以及 “全球化”理论均有所研究。其中，陈自现的 《〈共产党宣言〉研究》是台湾地区第一

部系统性研究 《宣言》具体问题的专著。但由于该著是作者对其之前研究成果的汇集，时间上跨越

了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因此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痕迹，对 《宣言》的理解和把握也存在

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

就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李英明在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结合韦伯、卢

卡奇、阿尔都塞、葛兰西和米利班德对马克思的相关研究成果，对 《宣言》中的 “阶级”、“阶级意

识与阶级冲突”、“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国家自主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地考察与分析。他认为，

从 《宣言》和马克思其它相关论述来看，“阶级理论可以作为连结其唯物史观论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社

７１

① 参见 《当代》第１２８期，“《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年专辑”。又参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有２３种译本》，《光明日报》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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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分析的中介桥梁”，①并 “通过具有社会学意涵的阶级理论可以将历史唯物论和对各个历史阶段的

社会学分析连结起来，从而使得历史唯物论能够与社会的历史发展勾连在一起，让历史唯物论的诠释

架构体现其现实意涵。”②而就具体内容来说，《宣言》及马克思其它相关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理

论的社会学意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结构是如何变迁的问题，因此它主要是作

为解释社会变迁的工具而存在的；马克思既注意到了社会阶级的多样性，又以 “两阶级模型”来分

析社会变迁发展的主要依据；通过回答 “社会阶级形成的结构性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马克思将

历史唯物论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分析结合起来，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在阶级形成上，马

克思认为阶级的形成，既需要共同的阶级情境或社会经济情境，也需要组成有组织的集团参与政治冲

突活动；马克思阶级形成以及冲突理论，基本上就是一套适合发展和历史演变的理论；他所提供的既

不是静态的社会观，也不将社会看成铁板一块，而是看成其内部组成因素或次级系统能平稳地发生维

系社会运作功能的有机体或系统组合。③总之，对马克思而言，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和斗争，

必须被纳入私有制和雇佣关系主导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结构性利益冲突中去理解。由于马克思把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斗争，当作每个社会具有支配力的冲突和斗争，而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最具有支配力的社会冲突和斗争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和斗争，它们理所当然就是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因此采取 “两阶级模式”分析社会冲突和斗争。④

作者认为，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模式具有诸多优点，但并不完

善。首先，马克思在讨论阶级冲突时，虽然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在成为自为阶级时所进行的不成熟斗

争，但他主要重视的是 “显性的阶级斗争”（明显的、公开的斗争），而没有注意到 “隐性的或潜在

的阶级斗争”（隐而不显的斗争）。并且，马克思从社会阶级结构分析而推出阶级冲突将会直接激化

的看法，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色彩。其次，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通过冲突形成阶级意识并导致革

命时带有线性思考的色彩，从而给人的感受是，“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后就会进一步进行革命的意

志和行动”。但事实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显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互动并不必然形

成 “阶级意识”，并进而导致 “阶级革命”爆发。再次，马克思也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自我变革

而不断地吸纳无产阶级的认同，使无产阶级融入资本主义社会或跻身成为资产阶级行列的可能性。⑤

从唯物史观发生史来看，作者对 《宣言》及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所体现出的 “阶级”理论的指责，

显然有失公允。事实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只重视 “显性的阶级斗争”，还重视 “隐性的阶级斗

争”。至于采取哪一种阶级斗争形式，则要根据各国的制度、风俗、民情和传统等具体情况而定。比

如，马克思不仅倡导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无产阶级应以发动武装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统

治，晚年他与恩格斯一起还主张英美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议会斗争和争取普选权等合法斗争或

“隐性的阶级斗争”方式夺取政权，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⑥在阶级问题上，马克思也不是

“结构决定论”者，更不是采取单一的 “线性”思考模式。否则，在唯物史观中，无产阶级的主体能

动性和个人自由又如何可能？在革命发生的构成要件上，除需要 “物质因素”之外，人之 “能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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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９页。
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１４页。
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９—１２页。
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１８７１年７月３日，马克思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
平宣传能更快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３年，第６８３页。）１８７２年９月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
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

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１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１７９页。）恩格斯晚年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曾明确提出 “普选权……在目前

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３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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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又如何可能？

与李英明注重 《宣言》中 “阶级”理论的社会学意涵不同，洪镹德则借鉴西方 “马克思学”方

法主要考察了 《宣言》的起草过程，并对马克思恩和格斯在撰写 《宣言》的过程中各自所扮演的角

色进行了大胆推测。他认为 “如就文章的体裁与文字遣词来判断，宣言大部分的内容出于马克思的

手笔，但理念则有部分来自于恩格斯。至少恩格斯所提共产党１２点大纲被马克思照单全收，只是被
浓缩为１０点。不过有关阶级斗争和普劳角色则为马克思的本意。”①从总体上看，整部 《宣言》内容

旨在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榨和奴役的历史事实，从而唤起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阶级

的阶级意识，并自觉联合起来发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宣言》无疑为革

命运动 “注入新而可怕的讯息”，但也同时 “埋下社会冲突与仇恨的新种子”。原因在于，与空想社

会主义者主张博爱和团结不同，《宣言》中倡导的是 “阶级的敌对与斗争”，甚至对原来已有所联合

的社会主义也持抨击态度。在把 “阶级斗争”判定为 “阶级对立”和 “暴力革命”的基础上，洪镹

德进而指出：“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为共产党人武装，也鼓励他们造反有理，其所对抗的无

他，乃是业已文明化的资本主义世界。”②这一论断，尽管有部分道理，但未免有失偏颇。原因在于，

《宣言》的确主张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处境决定了其将对资本家阶级发动革命，但 “对抗”资本家阶

级和资本主义世界并非目的，而只是实现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环节和手段。

四、２１世纪以来 《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研究

进入２１世纪，台湾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越发萎缩。但 《宣言》的传播和研究在岛内不仅

没有停止，相反，新世纪初叶还相继出现了四个不同的 《宣言》繁体汉译本。这四个译本，有的是

岛内学者独自翻译完成的，有的则是根据中央编译局译本改译的，且译文依据的底本也不尽相同。其

中，２００１年出版的唐诺译本采取中英文对照形式，依据的底本是 《宣言》英文版，且 “有很多新译

法”③。比如，与中央编译局译本相比，它把 “资产者与无产者”改译为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把 “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改译为 “集中于国家所属的大型工会之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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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译为 “我们将拥有一个每个人为

自身自由发展、而且以之为所有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④２００３年启思出版社的译本，无署名译
者，经对照译文，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对中央编译局１９９５年译文的改译。⑤２００４年的管中琪和黄俊龙译
本，依据的底本是 《宣言》德文版，并且 “译文有不少惊奇之处”⑥。比如，把 “资产者与无产者”

改译为 “布尔乔亚成员与普劳分子”，把 “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改译为 “集中在团结起来的

个人手里”，把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改译为 “共产党人回应诸多反对派的态度”，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 “全世界普劳分子，联合起来！”。并且，该译本还附录了霍布

斯鲍姆写的 《论共产党宣言》一文的译文 （黄煜文译）。⑦而２０１４年麦田出版社的中译本是台湾地区
目前最新的 《宣言》自主译本，译文依据的底本是英文版。该译本附有林宗弘教授对 《宣言》内容

的导读，译文上也有一些新译法。比如，把 “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改译为 “集中于国家掌

握的大型计划经济委员为之手”。⑧当然，译文是否完全忠实于 《宣言》精神有待商榷。此外，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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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洪镹德：《马克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５页。
洪镹德：《马克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０６页。
高放：《〈共产党宣言〉有２３种译本》，《光明日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版。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唐诺译，台北：脸谱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参见马克斯、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台北：启思出版文化公司，２００３年。
高放：《〈共产党宣言〉有２３种译本》，《光明日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版。
参见马克思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恩格斯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共产党宣言》，管中琪、黄俊龙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参见卡尔·马克斯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斐特烈·恩格斯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ｌｅｓ）：《共产党宣言》，麦田编辑室译，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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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中共中央编译局最新版的 《宣言》译本。①

就 《宣言》的研究方面，洪镹德的 《人的解放：２１世纪马克思学说新探》 （台北：扬智文化事
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０）、《马克思的乌托邦———他心目中共产主义理想下之新人类与新社会》（《台湾国
际研究季刊》，２０１０）、《个人与社会———马克思人性论与社群观的评析》（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
公司，２０１４）、黄瑞祺的 《马学与现代性》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孙善豪的
《马克思理论中 “共产主义”观念的作用》（《哲学与文化》，２００４）和 《批判与辨证：马克思主义政

治哲学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２００９）、陈宜中的 《从列宁到马克思：论马克思的共产思想及

其与列宁的关联性》（《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２００２）、邓海南的 《激愤情绪与纵容理性：〈共产党

宣言〉与 〈论自由〉之比较》（《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５）、赖建诚的 《为什么 〈共产党宣言〉对英国

影响不大？》（《当代》２００７年８月第２３７期）、姜新立的 《解读马克思》（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孙中兴的 《马／恩历史唯物论的历史与误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３）、
万毓泽的 《你不知道的马克思》（新北：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等均有涉及。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对 《宣言》的译介和研究呈现如下特点：既偏重于对 《宣言》具

体内容的文本学和思想史的分析，也倾向于结合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时代境遇和重大问题进行考察。

比如，洪镹德和孙善豪就是把 《宣言》中的 “共产主义”、“阶级”、“自由”和 “解放”等主题置于

马克思思想史和不同时期的文本脉络中进行探讨，万毓泽围绕着 《宣言》具体内容的翻译准确性问

题进行了分析，黄瑞祺则结合当今人类面临的现代性反思处境和生态危机问题，探讨 《宣言》中的

现代性思想和生态维度，从而为 《宣言》赋予现时代意义。

就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洪镹德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 “马克思学”视角研究了 《宣言》中

“共产主义”的发生史和独特性。他认为，与 《巴黎手稿》主要主张通过消灭异化劳动而生成的 “哲

学性的共产主义”不同，《宣言》中所谈论的共产主义，是以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 “工人的解

放斗争”为主旨，“具有宣传、煽动作用，而更为具体的如何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打压与剥削的

解放运动”。②这种作为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不仅意味着阶级的取消，更意味着阶级敌对和阶级斗争

的消失，从而使得人在无异化、无剥削状况之下享有解放与自由。用 《宣言》的原话来说就是这样

一种 “自由人联合体”，在其中，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 《宣

言》中的共产主义相较于马克思早期的观点，更显示出 “务实可行的一面”，不过其理论关切和现实

关怀则是一贯的，即旨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③

如果说在 《宣言》的研究上洪镹德教授偏重于思想史和马克思学路径，那么黄瑞祺和陈宜中则

注重对其当代性的阐释。黄瑞祺在 《马克思与现代性》一书中，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现代性视角

来解读 《宣言》。他认为对 《宣言》的这种解读，能够更容易呈现它的历史、社会和思想等不同维

度，而不只是政治的面向；同时，也可借此丰富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可

见 《宣言》不仅是一个重要的 “政治性文献，企图唤起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解救无产

阶级的贫困，乃至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同时还是一部理论作品，“从历史唯物论的观

点陈述阶级斗争的理念，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在此基础上马恩在 《共产党宣言》里

着重分析现代社会 （马恩称之为 ‘资产阶级社会’或 ‘布尔乔亚社会’）的特征以及来龙去脉。因

此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分析现代性的作品。而它分析现代性主要是从阶级 （尤其是资产阶级）的

角度出发，在马恩看来，资产阶级乃现代社会及现代世界的主角。要了解现代社会 （或现代性）必

须了解资产阶级”。④依照马克思的说法，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为 “世界市场”的形成打下了

基础，大工业生产则真正实现或确立了世界市场。而 “世界市场的建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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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４年。
洪镹德：《马克思的乌托邦———他心目中共产主义理想下之新人类与新社会》，《台湾国际研究季刊》２０１０年第６卷第１期。
洪镹德：《马克思的乌托邦———他心目中共产主义理想下之新人类与新社会》，《台湾国际研究季刊》２０１０年第６卷第１期。
黄瑞祺 《马学与现代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３页。



《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创业，到处建立据点，到处建立联系。这样使得资产阶级

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阶级或普遍的阶级。”受资本逻辑的驱动，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

为 “世界性”的，甚至要 “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换言之，现代社会及现代世界

是资产阶级按照其性格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了解资产阶级是了解现代世界或现代社会的关

键。①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就是反对现代性弊端及其基本建制。当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对不是采

取简单否定和抛弃的立场，而是采取 “批判性继承”的态度。“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

所造成的生产力及其解放潜能予以肯定，而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主要是阶级关系）以及工人的

工作条件则加以抨击；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角色给予高度的评价，而同时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

‘剥削’；对启蒙运动的思潮有所继承，而同时批判其隐含之乌托邦的成分以及资产阶级的立场。”②陈

宜中结合现代政党政治发展史考察了 《宣言》中 “共产党”的角色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写作于现

代政党政治才刚萌芽起步的历史阶段，所以既未能预见第二国际时代的政党政治，更难以想象列宁的

先锋政党、史大林式的极权统治这些二十世纪的新兴事物。在 《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一方面赋

予共产党人某些积极的政治任务，另方面则强调党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着领导关系，因为他认为共

产党人不过是无产阶级之中较有意识的一群，并未发明出任何教条、原则或意识形态，也不是本于对

历史与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而仅被动地体现或表现出真实的历史关系，所以称不上是改变历史进程

的行动者。现代政党的官僚化和民粹化倾向，以及领袖与群众、领导与服从、党意与民意、高层与基

层之关系等等，皆非马克思所关心的课题，但却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③

此外，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岛内和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宣言》汉译翻译的准确性问
题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万毓泽就曾对 《宣言》中的一段汉译文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比较性探讨。针

对 《宣言》中的 “当阶级的差别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失，而一切生产都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

里 （ｉｎｄｅｎｈｎｄｅｎｄｅｒａｓｓｏｚｉｉｅｒｔ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ｋｏｎｚｅｎｔｒｉｅｒｔ）的时候，公共权力就会失去其政治特性。
……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而取代这种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联合体 （Ａｓｓｏｚｉａ
ｔｉｏｎ）：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段译文，他通过比较台湾和
大陆的不同译文后指出：“上面这段文字涉及一个重要的翻译问题：ｉｎｄｅｎｈｎｄｅｎｄｅｒａｓｓｏｚｉｉｅｒｔｅｎ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ｅｎｋｏｎｚｅｎｔｒｉｅｒｔ该怎么译？先行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译为 ‘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这是

最准确的翻译……为什么说 ‘最为准确’？因为连恩格斯本人参与审阅的一八八八年英译本都译得不

好，译成了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ｓｏｆａｖａｓ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ｎａｔｉｏｎ。台湾两个根据英译本转译
的中译本分别译为 ‘集中于国家所属的大型工会之手’（《共产党宣言》，唐诺译，台北：城邦文化）

和 ‘集中于国家掌握的大型计划经济委员会之手’ （《共产党宣言》，麦田编辑室译，台北：麦

田）。”④作者认为，诸如此类的翻译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似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就是 “国家主

义”，从而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国家机关手中。虽然 《宣言》有几处论述的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但

那多半是用来挑战既有社会体制的具体政治诉求，而非对于未来社会运作样态的想象。“这段文字，

则是在谈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的未来社会，自然不是在提什么纲领、诉求。德文

原文明白地写 ‘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强调的是 ‘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某种行政机

关、委员会，更不是 ‘计划经济’的委员会。这是一段非常强调 ‘自由人的联合’的表述。因此，

英译的ａｖａｓ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ｎａｔｉｏｎ是不理想的翻译；中译的 ‘国家所属的大型工会’或 ‘国

家掌握的大型计划经济委员会’则纯属错译。”⑤万毓泽副教授是当今台湾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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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祺 《马学与现代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９页。
黄瑞祺 《马学与现代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陈宜中：《从列宁到马克思：论马克思的共产思想及其与列宁的关联性》，《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２期。说明：引文中
的 “史大林”即 “斯大林”。

万毓泽：《你不知道的马克思》，新北：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７页。
万毓泽：《你不知道的马克思》，新北：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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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典范，他结合德语特点和文本整体脉络的把握，对 《宣言》不同汉译文之准确性的这种比较性研

究，无论是对我们更准确地理解 《宣言》的具体内容，还是把握其基本精神和当代价值都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五、简短结论

思想是时代的精神镜像。自２０世纪初叶以来，《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实际上折
射的是时代变迁。岛内知识分子和学者对 《宣言》内容从最初的偶尔涉及，到有选择性地摘译，再

到出版自主的繁体汉译本与进行较为专题性的文本解读，以及到２１世纪展开文本与现实问题相结合
的研究方式的演进，也是时代境况的反映。换言之，学者们对 《宣言》的研究和接受，与特定世界

历史时期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命运密切相关，也与台湾政治氛围和人们要求思想自由的精神诉

求及生存需要相关。从传播和研究进程来看， 《宣言》在台湾地区先后经历了日据时期的 “解放学

说”、戒严时期的 “妖魔理论”和解严之后的 “一种理论学说”形象的改变。日据时代，台湾地区人

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本土资本家阶级和岛内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宰制，为摆脱这种状况而获得生

活自主，当时岛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企图以宣传和倡导 《宣言》的 “阶级斗争”、“革命”

和 “人类解放”主题的方式，唤醒岛内民众走向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这种状况下，

《宣言》是以 “解放学说”和 “革命理论”的形象呈现的。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和禁严时期，马

克思主义被视为 “非我族类”的 “共党的意识形态”，官方机构之外的台湾普通学界被严禁接触这种

“异端邪说”。①与此相应， 《宣言》也主要被看作煽动和鼓吹底层民众起来暴动的 “妖魔理论”。当

然，高压政权的强压并没有完全阻遏住岛内民众人性中渴望自由和反抗束缚的激情。因此，在１９７０
年代末和１９８０年初，开始有学者尝试通过探讨和批判 《宣言》中的 “斗争”、 “解放”和 “自由”

等主题内容的方式，释放戒严以来胸中沉积的压抑感和追求自由的渴望。１９８７年以后，随着解严时
代的到来，学术氛围相对自由宽松，两岸互动开始频繁，留学海外的学者归台，加之台湾由于经济急

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产生了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促使学界从理论和现实两个

维度探讨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与途径，各种西方思想资源相继引入，“学术化的”新马克思主义热

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学界对 《宣言》的研究，尽管仍带有反共的痕迹，但明显地趋于 “学术性”

和 “中立化”。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岛内和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也越发国际化，并把学术化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从 《宣言》中挖掘现代性和破解全球生态

问题的思想资源。当然，由于其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受欧美学界主流观点影响较大，致使所取

得的成果存在诸多不足。比如，研究范式和方法上过度依赖西方 （如采用 “马克思学”的方法），研

究内容上的片面性，等等。可见，岛内对 《宣言》的传播和研究之路径的演变，本身就是对台湾地

区现当代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的理论写照。

《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整体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

仅构成大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且鉴于岛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独特优势 （多数

具有海外学术背景，外语普遍较好），还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的研究视

野和研究方法，丰富了汉语学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类型。但总体而言，《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

研究，高质量和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也存在严重匮乏和不断萎缩的状

况。我们期待，伴随２００８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能够带动台湾地区
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中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上的繁荣与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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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曾庆豹：《批判理论的效果历史———法兰克福学派在台湾的接受史》，《哲学与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再思考

———兼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

谢　隨

【摘要】费尔巴哈感性哲学革命从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改革与颠覆开始，坚持 “感性第一性”原则，希望通

过 “感性”与 “感性直观”回归感性的生活世界。但这一革命很少受到学界严肃而认真的对待，“感性第

一性”原则及 “感性直观”的积极意义为 “感性活动”所遮蔽。实际上，马克思的感性革命就是将他的

“感性第一性”原则扩充、发展为 “感性活动”即实践原则。此外，作为感性哲学出发点的 “人”也不是

抽象的 “一般人”，而是感性个体，不过费尔巴哈对其历史内容没有进行具体的阐释，马克思则在感性与

历史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 “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关键词】感性；感性直观；思辨哲学；感性活动；现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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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隨，湖南新邵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华南农业大学讲师。

费尔巴哈虽自称其哲学为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但其哲学诞生以来却很少受到学界严肃而认真的

对待。一是学界一旦需要陈述他的哲学，可能会说他是黑格尔之子，马克思之父，但对于他自身的哲

学却缺乏比较细致的研究；二是学界关于他的研究常停留于一些抽象的断言上，特别是习惯于从马克

思、恩格斯的某个结论出发去解读他的思想；三是学界关于他的研究常集中于他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

颠倒，但对于他从 “感性”去理解 “存在”关注不够。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他的感性哲学对以往哲

学的艰难理论突破和对新哲学的富有创见的建构晦暗不明，比如罗素就认为费尔巴哈哲学除了恢复

１８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权威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供世人称道的成就。

一、政治革命与哲学革命

费尔巴哈是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末以哲学家身份登上德国历史舞台的，他认为当时的德国既需进行
政治革命，也需进行哲学革命，但后者比前者更为迫切和关键。

第一，德国发动政治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没有参加１８４８年革命，费尔巴哈在生前死后遭受
到了很多批评，他在 《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的序言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过辩解，也在该书第一讲

中再次提及到了他所受到的批评。费尔巴哈的时代是德国政治无比黑暗的时代，一切官职的升迁都必

须通过政治上的奴颜婢膝或者宗教上的欺蒙拐骗才可以得到，费尔巴哈曾努力地表述了当时德国社会

的公民要求和政治要求，他敌视一切以专制君主的权力为转移的封建国家，主张国家应根据人们的意

志和愿望而存在，君主权力无限是极不道德的。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德国政治革命的时机还未成

熟，“按照我的学说，空间与时间
獉獉獉獉獉

是一切存在与本质、一切思维与活动、一切繁荣与胜利的基本条

件。革命之所以落到如此可耻的和如此无成效的结局，并不是因为议会还缺乏虔诚……而是因为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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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没有任何地点感
獉獉獉

和时间感
獉獉獉

”①。而且，即使政治革命获得了成功，假若没有哲学革命的成功，政

治革命的意义也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在决定性意义上摆脱了思辨哲学之理性魅影和宗教

迷信之上帝魅影后，才能在决定性意义上否认政治的奇迹，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末日审判才会到

来。因此，他在 《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中鼓励大家先做政治上的唯物主义者。

第二，近代思辨哲学在黑格尔这里发展到了顶峰，基督教作为国教是统治德国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费尔巴哈看来，思辨哲学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把客观本质主观化，即把自然的、人的

本质看作是非自然、非人的东西。基督教以想象的对象为现实的对象，黑格尔思辨哲学也不过是理性

化的神学，当我们进行思维时，本应以思维的感性前提为对象，但实际上却把思维独立出去使之成为

一个绝对无条件的本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以在神学的天国里再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也可以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在神圣的逻辑学的天国里再现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②。正因为思辨哲学与基督教乃是一丘之貉，即都是由纯粹的、思辨

的、抽象的 “存在”演绎出经验的、现实的、原始的 “存在”，因而理性和上帝都应成为哲学革命的

对象，他也因此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和宗教思潮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对此，瓦特夫斯基说

过，在某种意义上，费尔巴哈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他的宗教批判的前提和基础，但发展到后来，他

对宗教的批判就成了他批判思辨哲学的方法论上的实质性基础。③

因而，积极开展哲学革命成了费尔巴哈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他一生都致力于将哲学从抽象精神和

上帝那里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以使我们能对世界、自然和人本身具有正常的观念。他也清楚地意识

到，这样的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而其意义也许还要经过好几个世纪

才能真正显露出来，同时他还说到，哲学革命只是整个革命的一部分，哲学革命之后还有很多事要

做，他一个人没办法完成，只能留待后来者了。

二、“感性第一性”原则的确立

费尔巴哈哲学革命是从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改革与颠覆开始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是理性主

义和经验主义相抗衡，但由于长期以来对理性及理性批判所取得的成就的推崇，理性主义逐渐战胜了

经验主义，并在黑格尔这里发展到了顶点，新的开端似乎不可避免，“如何克服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

虚假性问题就成了哲学思想史上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可由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整

个近代知识论哲学所开展的以颠倒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为目的的 ‘感性复兴运动’来加以证明”④。

费尔巴哈一生的思想轨迹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神学转向理性，此时他尊黑格尔为精神上

的再生之父，但他从未成为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推崇与对它的质疑始终错综复

杂地交织在一起。信奉黑格尔哲学之后不久，他就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逻辑产生质疑，并开始认真思

考思维和存在、逻辑和自然的关系问题。黑格尔主张逻辑独立于自然和历史之外且可以无条件地过渡

到自然和历史，费尔巴哈却认为只能是从自然过渡到逻辑，纯粹的逻辑就如童贞的处女一样，不可能

产生出自然。因而，黑格尔从逻辑出发只不过是表明了思维与自身的同一，它永远不能超出自身并达

到现实的感性世界，“黑格尔哲学的最大秘密和主要错误就在于颠倒了主语和谓语、存在与思维、现

实与理念、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因而，克服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关键就在于将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

来，恢复感性对于思维的基础性地位”⑤。

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出发点不是上帝，也不是精神，而是感性的自然和人，“我们只要经常将宾
獉

词
獉
当作主词

獉獉
，将主体

獉獉
当作客体

獉獉
和原则
獉獉

，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
獉獉獉獉

，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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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５０２页。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３页。
Ｗ．Ｗａｒｔｆｓｋｙ，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７．
王国坛：《马克思对传统感性思想的超越与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２页。
郗戈：《“感性世界”的重构与 〈资本论〉的世界观》，《哲学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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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显明的真理”①。费尔巴哈曾说他的新哲学不同于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费希特所主张的自

我，亦不是谢林的绝对同一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抽象的、仅仅被思想的或被想象的原则，而是光

明正大的感性哲学。将黑格尔哲学的思维、理念和理性在先的原则颠倒过来，突出存在、现实与感性

的中心地位，确定 “感性第一性”原则并以之对抗思辨哲学可以说是费尔巴哈哲学革命最重要的努

力，“我不能承认感性的东西
獉獉獉獉獉

是从精神的东西派生出来，同样我也不能承认自然界是从神派生出来；

因为没有感性的东西或在感性的东西以外，精神的东西便什么也不是；精神不过是感官的升华、感官

的精粹罢了。”② 于是，费尔巴哈 “把哲学的开端确立为具体的 ‘感性存在’，公开声明自己的哲学

是 ‘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用 ‘感性’对抗黑格尔抽象的理性，开始了对终极存在进行追求和探索

的 ‘本体论’思维方式的颠覆，将哲学的视角从单纯的理性思辨转向对于感性世界的理论关照，开

启了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新路向”③。可见，颠倒的不仅仅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是以往哲学之非

感性和超感性原则，“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既不是费尔巴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亦不是

他以后哲学要研究的中心问题”④。

可见，“感性”是费尔巴哈哲学中非常关键的概念，在他看来，感性就是指现实性，即我们所生

存的这个世界，它从本质上来说是理性、精神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精神的属性，而且感性即现实世

界是人通过感觉可以直观的。通过对 “感性第一性”原则的强调，他使得哲学从没有生机与生气的

精神世界转向到了生动活泼的现实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感性决不是与某一哲学的某一方面发生矛

盾，而是与整个理性主义传统发生全面的矛盾。“如果说，在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哲学乃意味着整

个近代哲学的完成，意味着一般哲学—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实现，意味着柏拉图主义传统之奥秘的最终

暴露，那么，‘感性’同 ‘绝对精神’的对立就不止是这一新原则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而是它同整

个近代哲学，同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同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对立。”⑤ 但学界恰恰只留意到费尔巴哈

对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颠倒，而没有留意到费尔巴哈所肯定的存在不是抽象的物质，而是具体的感性世

界及生活本身，这导致我们对费尔巴哈哲学革命及感性哲学之重要意义缺乏真正的理解。使哲学回归

生活的确是德国古典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向，费尔巴哈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研究哲学的方法时说

过：“我的思想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种解释事物的方式。”⑥

三、感性直观、感性活动与现实的人

自费尔巴哈哲学诞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他的哲学是肤浅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或直观的唯物主

义。他们或认为他的 “感性直观”只是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因而尽管他提出了 “感性第一性”

原则来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同一，但实现的只不过是感性直观的消极同一。或认为他从抽象的生物

学意义上的 “人”出发是片面的感觉主义，不理解人和社会的本质，因此，“从恢复唯物主义哲学的

权威、否定意识的先验性质来看，费尔巴哈的哲学离现实更近了；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来看，费尔巴

哈却比黑格尔离现实更远了，变得更为抽象”⑦。可以说，以上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马克思对其

哲学评价的影响，于是比较之下因马克思哲学独特的影响而认定他的哲学是肤浅的、狭隘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哲学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因为这两个

文本预示着它的正式确立，但学界也恰恰是依据这两文本认定费尔巴哈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或者直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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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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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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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阁：《马克思思维方式论———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５页。
胡海波、韩秋红：《试谈外国学者对费尔巴哈哲学功绩的历史评价》，《外国问题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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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通信和遗著》，１８４７年莱比锡版第１卷，第１３５页。转引自胡海波、韩秋红：《试谈外国学
者对费尔巴哈哲学功绩的历史评价》，《外国问题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刘海江、萧诗美：《异化思想的辩证演绎：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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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它跟马克思的新哲学有着质的区别。在 《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从 “感性直观”

而不是从 “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 “对象、现实、感性”，并批判他从抽象的生物学意义去谈

“人”。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 “直观性”继续展开严厉批判，认为

他对感性世界的 “理解”仅仅从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出发，其直观和感觉的主体是抽象的 “一

般人”，“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①。这里涉及到对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费尔

巴哈 “感性直观”是否只是旧物主义对认识的机械反映？二是费尔巴哈视域中的 “人”是否只是

“一般人”而不是现实历史中的个人？

“感性直观”是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又一重要概念，学界以往认为它指的是对认识的机械反映，

但通过深耕费尔巴哈文本，笔者发现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一，它强调感觉是认识的起点，客

观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并生成人的感觉内容。费尔巴认为既然哲学是关于现实存在物的知识，那么，

哲学的最高规律和任务就必须按照现实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和理解它们。笛卡尔曾认为在思想、在

怀疑的我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费尔巴哈却认为它仍是可怀疑的，只有 “感觉是人的第一个可信赖

的东西，是人打开世界同时又是自己向世界开放的窗户，既是科学的导师和鼻祖，也是一切怀疑和争

论的审判者”②。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坚持从抽象到具体，不过是将抽象概念加以现实化而已。

第二，感性直观是辨别事物真假的唯一标准，真理性与现实性、感性的意义等同。与自绝于感官的思

辨哲学不同，费尔巴哈认为 “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身而确证的，直接为自己作辩护的，直接根据自

身而肯定自己，绝对无可怀疑，绝对明确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神圣的。但是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绝

对明确的”③。当众人直观不一致的时候，多数人直观所肯定的一致意见便是真理，这一主张也曾为

他招来许多批评。实际上，费尔巴哈想强调的只不过是类的真理性，他认为只有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才

是 “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我所以确知有在我以外的其他事物的存在，乃是由于我

确知有在我以外的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一个人所见到的东西，我是怀疑的，别人也见到的东西，才是

确实的”④。第三，要实现对感性世界的把握，感性直观必须与思维结合，“哲学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
獉

维
獉
和直观
獉獉

，因为思维
獉獉

是头脑
獉獉

所需要
獉獉

的，直观感觉
獉獉獉獉

是心情
獉獉

所需要
獉獉

的。思维是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是

生活的原则
獉獉獉獉獉

”⑤。由此可知，思维充当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充当感性生活的原则，当且仅当二者

有效结合，才能实现对感性事物的真正认知。其中，感性直观又是最根本的，因此，费尔巴哈一方面

强调我们必须以感性的东西为最可靠、最明晰的东西，并从它出发过渡到复杂的、抽象的对象去，另

一方面又强调思维必须在直观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识，“既然只有为思维所规定的直观，才是真正

的直观；反过来说：也只有为直观所扩大所启发的思维，才是真实的现实界的思维”⑥。这与康德所

强调的直观与思维的统一，有着某种一致性，也有着某种不一致性。直观和思维在现实意义上的真正

结合，使费尔巴哈感性哲学既克服了１８世纪唯物主义片面夸大感觉的作用，也克服了康德、黑格尔
哲学片面夸大思维的作用。从对 “感性直观”的强调出发，费尔巴哈认为当我们去探索生命之谜等

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求助的不是神，而是要勇敢地走向感性生活，后来马克思将 “感性第一性”原

则扩充、发展为 “感性活动”即实践原则，使得费尔巴哈所开创的感性革命得以向纵深推进。

因此，尽管马克思提出了 “感性活动”与费尔巴哈 “感性直观”针锋相对，但以此之故，完全

否认或者忽视 “感性直观”的积极意义是有问题的。不过对于费尔巴哈力图通过所谓的 “生命直观”

去揭示语言、思想之对象的本质秘密，并把不同的感性事实联结为一个互相有所联系的 “思维中的

直观”，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解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彼此之间的真正联系只有在建构世界和

自身的感性活动中才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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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８页。
董兴杰、才华：《费尔巴哈论基督教》，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页。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７０页。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７３页。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１１页。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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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费尔巴哈视域中的 “人”，在１８２８年他写作博士论文时期，他还认为理性才是人的本质，
且是不朽的，而个体则并不是不朽的。但随着他思想的第二次转变，他通过感性直观对事物的 “一

般本质”采取了唯名论态度，认为 “绝对精神”、“上帝”、“人”等只不过是抽象空洞的集体名词，

这些标志一般的词只不过是主观的一种存在，是语言的一种方便表达，“因此德国人，虽然什么都能

做，什么都有，但只在语言上如此，而不是实际上如此，只在思想上如此，而不是在感性上如此，也

只是在精神上如此，而不是在肉体上如此，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纸面上的，而不是现实的”①。因此，

我们不能到处用省略的方法以概念代替直观，语言表达的不是事物本身，实际事物也不可能全部而只

能以片段的方式反映在思维中，因而个别存在物具有不可言说性，“我之所以存在，决不是靠语言的

或逻辑的食粮———自在的食粮———而永远只是靠这种食粮———依靠这种 ‘不可言说’的东西”②，但

个别存在物的不可言说性也使得有人拿语言作证据去证明感性个体存在的不可能性。

施蒂纳曾认为费尔巴哈视域中的 “人”是凌驾于个人即 “唯一者”之上的一般人，他甚至认为

费尔巴哈尽管以对人的敬畏取代了对神的敬畏，但充其量仍不过是基督教的最后变形，甚至是一种很

糟糕的变形，它不仅没有让我们摆脱精神，反而使得我们更进一步靠近精神了，马克思后来转向到对

费尔巴哈的批判就是受到了施蒂纳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 “绝对理念”，施特劳斯的 “实

体”，鲍威尔的 “自我意识”，施蒂纳的 “唯一者”，费尔巴哈的 “类”和 “人”，都同属于 “一般意

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他更是严厉批判了费尔巴哈虽承认人是 “感性的对象”，但没有

将其理解为 “感性的活动”，即没有从人广泛的社会联系去考察人及人生活的历史条件，因而，费尔

巴哈看不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在于，费尔巴哈视域中的人并不是纯粹的 “一般人”，相反，它是感性的个体。费尔巴哈

是通过感觉主义或者唯物主义来强调感性个体的独特地位的， “感觉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同一的。然

而，它肯定人并不是为了天职……也不是为了黑格尔逻辑的理念……不是的！它肯定人是出于纯粹的

感觉主义的爱的欲望和对生活的眷念。理性或者那种脱离感觉并且否认感觉的真实性的哲学，不仅不

能从自身认识个性，而且把个性当作自己的自然敌人而拼命加以仇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

学说都证实了这一点。只有借助感觉我才知道，在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些生物，另一些人；我是一个

与他们不同的个别的生物，正如他们也与我不同一样”③。这些彼此不同的独特个体具有 “不可分割

性、统一性、完整性、无限性；我从头到脚，从第一个原子到最后一个原子，彻头彻尾是单个的实

体”④。所以，对于人来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般的人，只是作为某个绝对被规定的人而已，人的

个性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不能被翻译和模仿的。“我恰恰和你同样地感觉着、希望着、思维着，但我

思维并不是用你的或一般的理性，而是用我自己的、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头脑中的理性。我希望着，

但也同样不是用你的意志和一般的意志来希望，而是用我自己的、在这里借助于这些肌肉来付诸实行

的意志来希望；我也和你一样因为一些正在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过的不公正的现象而感到痛苦，但是

我不是用某种一般人的心境来感觉，而是用自己的心境———正如在我的血管中的血液是我自己的、个

人的血液一样———来感觉。”⑤ 总之，费尔巴哈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必然的、必不可少的，

都受着感性、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感性个体是可以直观的也是可以用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绝对

真理，类也并不意味着抽象，它只不过意味着还有存在于我之外的其他个体。

正确在于，诚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费尔巴哈虽强调哲学应从现实的感性个体出发，但他对感性个

体的现实内容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历史性解读与揭示，从而导致学界认为他所谈的仍只不过是抽象的人

而已。费尔巴哈自己曾说，由于时间精力有限，这一工作他留给后来者去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正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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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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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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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希望的，对这一现实的内容进行了具体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 “现实

的人”，这一现实的人既不是离群索居之人，也不是处于固定不变状态之人，而是处于一定现实历史

条件之下且从事生产活动的 “现实中的个人”①。从 “现实的人”的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以对历史

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得出了历史发展的三要素的结论，即历史发展过程是由三种生产形式推动

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为满足新出现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也称物的再生产过程；人自身的生

产，即家庭关系。

实际上，除强调人是感性个体外，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也已经具备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比如他

在对神学的批评中就谈到了生活上的恶、烦恼和痛苦具有必然性，并认为消除这些恶、烦恼和痛苦不

能依靠所谓的上帝，而只能是 “实践上的非信仰，这种本能上的无神论和利己主义”②。这里所提到

的利己主义不是生物学上的利己主义，而是已经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利己主

义，它既是一切祸患之原因，也是一切良善之原因，农业、商业、艺术和科学等都因它而起并得到发

展，据此，董晋骞认为 “费尔巴哈已经接触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实质”③。费尔巴哈认为当时

德国财产为少数人占有，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新时代一定是大多数人能维护他们的合法利己主义并

反对特殊阶级的不合法利己主义的时代，创造历史的也一定是合法利己主义受到压迫的大多数贫民。

四、结　　语

可见费尔巴哈感性哲学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及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并为马克思哲学的

诞生创造了很好的思想条件。如果说以往哲学以抽象的思辨和幻想的上帝为本体，致力于防止感性观

念污染抽象概念，并在与感觉的矛盾、对立中进行思想，那么费尔巴哈新哲学则致力于以感性存在和

感性直观的事物为本体，是在与感性直观和睦、协调的状态中进行思想的。感性哲学革命预示着新的

哲学时代的来临，回归现实生活与鲜活生命是这一新哲学的重要表征，先有生活才有哲学，而不是先

有哲学才有生活，“以前对我来说生活的目的是思维，而现在生活对我则是思维的目的”④。所以，费

尔巴哈坚信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真正的哲学家不仅必须认识事物，而且必须感受事

物，他不仅从直观开始，而且还要回到直观，并且当哲学完成之时也就是哲学消灭之时，而当哲学消

灭之时，也就是全人类成全之时。“我的第一个愿望是使哲学成为全人类的事
獉獉獉獉獉

。但谁若一旦走上这个

道路，谁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应该把人看成自己的事情，而哲学本身，却应该被否弃。因

为只有当它不再是哲学时，它才成为全人类的事。”⑤ 从这个角度讲，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确对旧哲

学进行了艰难理论突破，希望哲学能重新扎根在现实基础之上。

所以，费尔巴哈感性哲学革命是成功的，理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但正如学者罗萨·苏亚雷斯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概念的批判与变革》（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文中所提到的，费尔巴哈哲学尽管导致了哲学的一次非常有趣的转变，
但其重要性和意义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因此，罗萨·苏亚雷斯认为我们需要对费尔巴哈哲学重

新展开认真的探讨，并通过这一探讨使哲学回到感性和具体的现实本身。⑥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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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思想转向

———兼评拉宾的 “交叉说”

王旭东

【摘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 《克罗茨纳赫笔记》被统称为马克思的 “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作品。对

两者关系的讨论构成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的重心。对此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已广为学界所接受的苏

联学者尼·拉宾的 “交叉说”，即 《克罗茨纳赫笔记》摘录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创作之中；二是新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２卷 （ＭＥＧＡ②Ｉ／２）编者的推论，即 《克罗茨纳赫笔记》可

能摘录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在 ＭＥＧＡ②Ｉ／２卷文献学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克罗茨纳赫笔

记》的确摘录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 《论犹太人问题》之间，这一文献学事实对于马克思在 《论犹

太人问题》中完成研究主题由政治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转向，及其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支撑

作用。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克罗茨纳赫笔记》；《论犹太人问题》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２９－０８

作者简介：王旭东，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新 ＭＥＧＡ）

研究”（１０ＪＺＤ０００３）

１８４３年３月到１０月因为马克思居住在克罗茨纳赫而被称为 “克罗茨纳赫时期”。在这一时期，

他主要创作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统称为 《克罗茨纳赫笔记》（下文简称 《笔记》）的五部摘

录笔记。两者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者之间存在争议。以苏联学者尼·

拉宾为代表的传统观点主要关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 《笔记》之间的关系，提出 《笔记》写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过程之中。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的编者通过对 《笔记》的文献学研究，提出了

一个新的观点：《笔记》写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如果 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提出的这一观点
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出 《笔记》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著作———尤其是 《论犹太人问

题》———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一结论对于弥补和完善目前我国流行的 《德法年鉴》转变说具有重要

的意义。持 “《德法年鉴》转变说”的人认为，《德法年鉴》中的 《论犹太人问题》与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相比，在思想上已经具有质的差别。如果说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还保留着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还想用民主制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那么，到了 《德法

年鉴》，“转向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并在接下来的 《巴黎手稿》中，将自己的学术兴趣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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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转移到了 ‘市民社会的解剖学’”①。但是这种观点仅仅从思想发展角度作了解读，缺少对同一时

期 《笔记》与 《德法年鉴》关系的文献学研究，因此存在文献学证明不足的问题。本文尝试使用

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提出的文献学推论，弥补上述观点的这种不足，本文通过三部分展开这一论证：
一、拉宾关于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文献学考证；二、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对拉宾考证的挑战；三、
对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推论的补充证明。

一、拉宾关于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文献学考证

首先，我们需要对 《克罗茨纳赫笔记》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说明。对这

一关系的传统解释是由苏联学者拉宾提出的，他认为 《笔记》摘录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

是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交叉进行的。１９６０年，拉宾发表了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手稿的写作时间》一文，在论证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马克思退出 《莱茵报》之后的夏

季”这个观点时，提出的证据之一是 “马克思在写作手稿特别是手稿的最后几节时，直接利用了在

研究历史过程中获得的具体材料。”② 这些 “具体材料”就是 《笔记》中的内容。在 《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最后部分，即对有关等级制、城乡对立和贵族院等主题的分析中对 《笔记》的利用表现得尤

为明显。１９７６年，拉宾又在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说明：

“即在手稿的后半部 （第２３印张），马克思似乎结束了对黑格尔 《法哲学》第３０３节的详细分
析，并准备接着研究下面几节 （在第２４印张的头两页他连续摘录了第３０４—３０７节），但是，写了头
几行以后，他中断了对这几节的分析，作了大量的补充，重新又回到对第３０３节的研究。然后，马克
思又摘录了第３０４—３０６节，但已不是连续地，而是一句一句地，对每一句都作了详尽的分析。”③

这是他的 “写作交叉说”最清楚的说明。这种推论是他在参考了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收藏

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影印件以后提出的。在原始手稿第２３印张上，马克思在 《法哲学》第

３０３节评述的最后一句话后面作了一个提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编者将这一提示判读
为 “参看ＸＩＶ．Ｘ”（参看 “第２３印张第９０页图示”方框中部分）。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提示要
参看 “ＸＩＶ”印张和 “Ｘ”印张的内容。对此，拉宾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原始手稿中第２３印
张末尾这个符号不应该判读为 “ＸＩＶ．Ｘ”，而应该判读为 “ＸＩＶ．”，其中 “”是马克思写作中
使用的特殊符号，他经常用这个符号提示自己 “文中有关部分应移到另一个地方，即他也作相同记

号的地方。”④ 第２３印张末尾的符号 “”与第２４印张开头的符号 “”存在呼应关系 （参看 “第

２４印张第９３页图示”方框中部分），表示 “第２４印张中的原文应当是第２３印张结尾一段原文的继
续部分……因此第２３印张末尾的注脚具有如下形式 （见ＸＸＩＶ）”⑤，指示中的 “ＸＩＶ”也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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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比如韩立新主张，这种转变是由马克思 《德法年鉴》时期提出的 “人的解放”理论所完成的；陈浩则认为，“从国家转向市民社

会，在于其援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特殊性与普遍性对举的黑格尔式分析框架，以及构成这一分析框架的黑格尔式分析原则

———— ‘普遍性只有以特殊性为中介才能实现自身’”。这些研究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思想内在逻辑发展构成了思想转变的内在因

素。对于这一观点地详细论述，请参见以下的论文，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 〈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载 《河北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期；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 〈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研究》，载 《河北学刊》２０１６年０５期；陈浩：《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复归———黑格尔哲学视野下的 〈论犹太

人问题〉》，载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４期。
［苏］尼·拉宾：《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时间》，《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７７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４３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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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误，他将 “ＸＸＩＶ”写成了 “ＸＩＶ”，“在他的手稿中这是常有的事”①。

第２３印张第９０页图示

第２４印张第９３页图示

拉宾之所以关注这个文献学事实与他要讨论 《笔记》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的关系有关。

通过手稿影印件可以看出，马克思对 《法哲学》第３０２节评注和第３０３节评注之间存在明显的中断。
拉宾推断这是由马克思的新婚旅行而造成的。他认为，马克思与燕妮的新婚旅行促使他放下了 《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旅行归来后他并未马上写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是 “在继续写这一

著作之前，专心研究各国历史方面的大量书籍”②，作了 《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涉及政治学、历史

学丰富知识的书籍使他 “对市民社会及其内部结构越来越注意”③，也使他 “现在能更具体地看出黑

格尔的立场同现实的历史过程之间的联系，所以他再次探讨了黑格尔 《法哲学》第３０３节。”④ 因此，
拉宾提出两点推论：（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笔记》写于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写作的第２阶段，所以，二者的写作是交叉完成的；（２）《笔记》促使马克思思想在写作第
２阶段发生实质性转变。

为提供支撑 “交叉说”的直接证据，拉宾在书中专辟了题为 《笔记本和手稿的共同点》一节，

他指出，对比 《笔记》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会发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２６印张第１００页
的内容更像是马克思对列奥波尔特·兰克 《历史政治杂志》摘录 （下文简称 《兰克评注》）概括和

总结，甚至是进一步的延伸。在第四笔记中，《兰克评注》写道：“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

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

总是国家存在的 ［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

学。这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这样一来，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

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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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４３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０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６９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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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①

在拉宾看来，“政治神学”指保守势力的历史认识，把历史发展中新事物替代旧势力的情况看成

是一种偶然的、表面的现象，坚持 “旧世界是新世界观的真理”。马克思将黑格尔法哲学视为代表德

国保守势力的政治神学，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第２阶段 （第２６印张第１００页），他把 《兰

克评注》作为行文的前提，认为黑格尔把新时代失去政治意义的等级与中世纪的等级混为一谈，“这

还是那一套非批判性的、神秘主义的做法……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

（主要是等级制度）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奥秘。”②

拉宾认为，从 《兰克评注》到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２６印张第１００页，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分
为两个阶段：第１阶段，将 《笔记》提供的历史事实与兰克描述的历史事实进行比较，发现兰克观

念的保守性；第２阶段，发现兰克观念与黑格尔法哲学观念的一致性，从而 “弄清了意识形态现象

（黑格尔哲学）和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性质之间的联系”③。据 “交叉说”的文献学推论，

拉宾开始具体讨论 “经过 《笔记》浸染后马克思思想在第２阶段产生了实质性转变”。
首先，拉宾指出，“对现实历史过程的阐述代替了主要是逻辑上的反证。理论上的必然性让位于

事实上的可靠性”④。《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第２阶段表现了方法论上的转变，即由第１阶段的逻
辑反证法到第２阶段的历史分析法。因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第２阶段的部分观点单纯依靠
逻辑推演是得不出的，只有使用历史分析法才能得到合理论述。

比如 “等级制度”概念。等级制度向官僚制的转变会经过 “共存”到 “完成”这两个阶段。

“然而等级的职能什么时候完全转入官僚政治呢？靠逻辑推理，马克思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⑤ 在

拉宾看来，马克思只有把握实际历史发展进程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他在 《笔记》中得到了启示，

并将由这一启示催生的答案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２５印张第９７页中作了表述：“只有法国大革
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

别，即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⑥

又如 “市民社会的异化”。马克思通过 《笔记》摘录的法国革命史史实发现了这一现象。法国革

命后的社会制度存在着 “现实生活原则的私有制”和政治生活的 “共同本质”之间的矛盾。社会二

重化也造成人的二重化，人的本质被分为两个部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本质和国家中的政治本质。这

种分裂导致人的客观活动变成了 “个人的私事”，成为了 “某种在人之外”与人相异化的东西。所

以，市民社会中存在着 “异化”现象。马克思在第２６印张第９９页提到 “关于这一点要在 《市民社

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在拉宾看来，“这一点”指的就是市民社会中出现的 “异化”现象。

可能是为了避免将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收稿》的认识提前到克罗茨纳赫时期，从而产生过度解释的
问题，拉宾随即限定使用这种异化的有效范围，他认为，当时马克思只在分析 “国家和市民社会”

关系时才使用 “异化”范畴，对市民社会本身还没有使用这个范畴。

二、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对拉宾考证的挑战

由于苏联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上的特殊地位，使得拉宾的 “交叉说”长期占据了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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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６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４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６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７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０页。



论马克思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思想转向

地位。１９８１年收录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 ＭＥＧＡ②ＩＶ／２卷出版问世使得这一状况有所改变。这卷编
者在关于 《第四笔记》“产生和流传情况”中指出：“马克思的详细评注———它明显产生于首次通读

《历史政治杂志》第１卷与对这部杂志摘录之间———表明第四笔记和整个 《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马克

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特别是同他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存在密切联系。”① 编者在这里无疑采

纳了拉宾的例证，即 《兰克评注》的基本观点在第２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但是，到了１９８２年
出版ＭＥＧＡ②Ｉ／２卷时，编者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ＭＥＧＡ②Ｉ／２卷收录了１８４３年３月至１８４４年８月之间马克思早期重要文本，如 《论犹太人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有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创作时

间，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这样写道：“《克罗茨纳赫笔记》是否产生在写这部手稿之前、期间或之后，
还不能明确的断定。……从 《克罗茨纳赫笔记》与这部手稿写作时间的重合与论题方面的联系不能

推断手稿直接使用了笔记，也不能说这对笔记是为手稿而创作的假设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证明。”② 对

此，编者给出了如下理由：

（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中断发生在马克思新婚旅行之前。拉宾推测，马克思的新婚旅行
中断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他在旅行之后的７月和８月创作 《笔记》并续写了 《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这导致 《笔记》对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续写 （第２阶段）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但
是，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认为，“第３０２节评注和第３０３节评注之间中断发生在１８４３年７—８月，也就
是在摘录 《克罗茨纳赫笔记》期间，这种假定尚无法得到明确的证实。”③ 因为，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３
月至９月的行程比较紧密：３月１７日后去荷兰旅行，５月１０—２４日停留在德累斯顿，５月末在克罗茨
纳赫，６月１９日完婚后蜜月旅行，７月２５日与卢格会见，１０月初动身去巴黎，１０月１１日或１２日抵
达巴黎。从这６个月的紧密行程中可以推测，很可能在１８４３年５月至６月，也就是说新婚之前，马
克思就中断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而且也不排除在１８４３年７月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创
作第２阶段的可能。如果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推论成立的话，拉宾提出的 “《笔记》———即在第２６印
张第１００页再现了 《兰克评注》的观点———对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续写思想产生影响”观点就缺

少了一个证据支撑。

（２）第３０３节—第３０７节写作过程的另一种推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３０４—３０７节原文下
面存在第３０３节评注的续写部分，这部分不仅利用了第２４印张两个空白页，还利用了第２５印张。拉
宾推测，《笔记》扩大了马克思的视野，他没有急于开始撰写第３０４—３０７节评注，而是对第３０３节评
注进行了补充论述。所以，这部分撰写的顺序为第３０３节摘录→第３０３节评注第１部分→ 《笔记》→
第３０４—３０７节摘录→第３０３节评注第２部分。但是，ＭＥＧＡ②Ｉ／２编者认为，第３０３—３０７节写作过程
没有特别之处，因为马克思撰写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有两种写作习惯：一种是摘引 《法哲学原理》

一节或几节的原文后进行评注，另一种是摘引原文后并未马上评注，而是留下一些位置为以后评注使

用，第３０３—３０７节评注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部分创作马克思是按照如下步骤完成的：（１）从字体
和笔法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手稿第２３印张上先摘引了第３０３节，之后并没有马上写下什么，而是
留下第２３印张整整４页为以后评注使用；（２）然后他在第２４印张的头两页上摘录了第３０４—３０７节
原文；（３）之后回到了第３０３节，在留下的空白位置开始撰写这一节评注，但是预留的４页不够用，
马克思决定利用第２４印张并在第２３印张的末尾和第２４印张开头做了一个附加提示 （参看 “第２３印
张第９０页图示”与 “第２４印张第９３页图示”方框中部分）表明这两部分是接续在一起的；（４）在
第２６印张上仅摘录了第３０４节并作了详细的评注。

（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缺少 《笔记》直接引文。拉宾认为，“在手稿的最后几个印张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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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明显，在那里马克思使用了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丰富材料”。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对此提出了疑
问：马克思使用的丰富历史知识，“正如他发表在 《莱茵报》上的文章表现的那样，这种知识是他在

较长时期内系统地获得的。”① 拉宾只是从主题一致性上来推断 《笔记》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

相关性，没有展示出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比如拉宾在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写作

时间》一文中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 《笔记》之间存在三处内容相关部分②。对此，ＭＥＧＡ②

Ｉ／２编者指出：“如果马克思为创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专门完成了 《克罗茨纳赫笔记》，而且

是在写第３０３节评注之前或者期间的话，那么他在手稿的这一部分就可能利用研究过的文献。”③ 但
是整个手稿中都没有直接引文，相反在之后的著作中——— 《论犹太人问题》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他使用了 《笔记》材料④。因此，“手稿没有可资证明的直接摘引和成段抄录这一事实就可

以看作是证据，证明马克思是在这部手稿完成以后才摘录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⑤，此外，ＭＥＧＡ②

Ｉ／２卷编者有关这个观点另一点证明是，相同主题 《论犹太人问题》使用的资料比 《笔记》更加丰

富，如果 《笔记》写于这篇文章之后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提出的 “《笔记》写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观点无疑是对拉宾

“交叉说”的挑战。如果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推论成立的话，那么，《笔记》对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之后创作的 《论犹太人问题》会产生直接影响。所以，这个事实判定直接关系着如何把握１８４２—
１８４４年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以及如何定位 《笔记》的理论地位等问题。

三、对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推论的补充证明

对比上述两部分论述可知，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的观点———即 《笔记》写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之后———更有说服力。这是因为拉宾的观点主观性很强，缺少足够的证据支撑。他虽然提出了与之前

判读相异的说法，但是通过比对原始手稿图片会发现，俄文第２版编者的判读很难说存在绝对的错
误，他关于数字 “ＸＸＩＶ”写作 “ＸＩＶ”笔误的说法更带有主观性。此外，他提出的 《笔记》和 《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存在共同点的说法也有另外的解释空间；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从多个角度论证了
“《笔记》写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观点，史料翔实且分析缜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

观点带来了文本与思想之间的互动，为解读马克思克罗茨纳赫时期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但

是，上述支撑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观点的三个理由主要是经验性推论，还缺少理论上的证明。但是，
这种经验性证明是脆弱的，一旦出现否定性的经验事实，之前的结论则会受到挑战。与此相对还有一

种对文本之间的思想联系进行理论论证的方式，即通过对比文本的思想内容而推断文本关系远近，

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观点恰恰缺少这种理论论证。故本文要在理论层面上考察 《笔记》与 《论犹太人

问题》的思想联系。因为，只有从理论层面上证明出 《笔记》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的著作

———尤其是 《论犹太人问题》———的联系更加紧密，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观点才更有说服力。
对比两部文本会发现，《笔记》与 《论犹太人问题》之间存在两方面的联系：第一，《笔记》为

《论犹太人问题》的论证提供经验性材料。比如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提出的废除宗教就能实现犹太人

“政治解放”的观点时，援引第五笔记托·汉密尔顿 《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摘录⑥介绍的历史事

实，即在获得政治解放的北美国家中大多数人仍然笃信宗教，以此来否定鲍威尔观点的基本前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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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笔记》对 《论犹太人问题》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

民主制国家认识的转变是受到 《笔记》的影响而产生的。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民主制评价很高：“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

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

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

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

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

品。”① 他对比研究了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制，最终指出，“代议制是一大进步，因为它是现代国家状况

的公开的、未被歪曲的、前后一贯的表现。”② 此时他还寄希望于代议制形式的民主制国家来解决市

民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在 《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如下关于代议制和民主制方面的内容：

（１）“自从代议制发明以来，已经证明，无论是共和制形式还是君主制形式的代议制原则，都适
用于广大人民 ［第１４页］”③；

（２）“代议制度……在两种主要的虚构上。第一，在这样一种虚构上：国家的所有臣民的总和，
全体人民是一个大的社团或团体，实质上是法律上的或者神秘的个人，这种个人实质上由同类的和权

利平等的成员组成。这种社团 （公民等级）的存在似乎就是全部法律状态的真正基础……一切单个

的现实的社团和分化……在这种情况下都将完全消失，等等”（第９７—９９页）。……
“另一个虚构属于人民的臆造的法律身份借以显示出来并发生影响的方式。这个 ［过程］本来可

能而且应该通过代表会议而发生……全体 ‘国家公民’这个大的团体的一小部分成员作为选民会议

被召集在一起……从他们当中代表们……这些代表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国家的某一个地区

或者把他推选出来的那个选民会议的代表，而是神秘的整体的代表，代表们不受选民方面的任何指

示、任何委托的束缚，但是都享有无限的权力：经他们用多数票决定的事情，就是国民的共同意志的

真实表现，等等”，第９９—１００页。④

（３）“自从新宪章成了对全体法国人的奖赏以后，在法国有三千二百万握有主权者。理论就是如
此；但是这个理论在实践中归结为什么呢？首先应该 ［从这个数目中］减去所有穷人，可怜的握有

主权者，他们的特权就是在病房中使用简陋的床铺”⑤；

（４）“可见，真正荣获 ［最高奖赏］的法国人的数目只有八万选民 （从不久以前开始，大约有二

十万人）。列入这个数字的并不是进行统治的人数，而是经过其同意可以进行统治的人数”⑥；

（５）“这种所谓的人民主权，无非是君主国的有产阶级为了夺取君主的权利而让各非有产阶级相
信的骗局”⑦。

通过这些摘录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特别关注现实中国家实行代议制之后的历史情况，他摘录的

大多是关于民主制的虚假性和阶级性，这促使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民主制。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转变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民主制国家的态度。在讨论国家与宗教关系问题时，他指

出民主制国家不仅不能废除宗教，相反，从本质上看民主制国家还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因此，

“政治国家完全是一种维护市民社会特殊性的工具和手段”，而非必然与废除宗教有关。需要注意，

按拉宾的观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 《笔记》是交叉完成的，且 《笔记》影响了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写作过程第２阶段的思想形成。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将民主制视为高于立宪君主制的政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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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姜海波编：《马克思 〈克罗茨纳赫笔记〉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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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民主制持肯定态度。在 《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实行民主制后的实际历史情况，看到了民主

制本身的虚假性。那么，如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 《笔记》的写作是交叉进行的话，为什么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过程第２阶段马克思在看到民主制缺陷之后还仍然对它持肯定的态度呢？
一个可能的推测是，《笔记》写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是 《笔记》关于民主制的摘录促使

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民主制本身。到了 《论犹太人问题》时期，马克思在讨论国家与宗教关系问题

时，一改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民主制的肯定性看法，出现了否定性评价。

总之，《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笔记》促使马克思发现在现

实历史发展中，无论德国，法国，英国，还是美国都走向了民主制，这使得他将自己的关注点不再放

在对国家形式的区分上，而是放在现实国家发展中。他发现，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并非像黑格尔描

述的那样，政治国家是真正的普遍性、主语，市民社会是形式的普遍性、谓语，恰恰相反，政治国家

是抽象的普遍性、谓语，市民社会因蕴含着具体的特殊性，才是主语。政治国家的普遍性非但不能克

服市民社会的特殊性，相反后者才是前者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让国家和市民社会发生了分离。表面

上，法律规定了个人参与政治生活不受私有财产、等级身份、文化程度等因素的限制，但是，现实中

这些因素是个人进入政治生活的前提，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因此，国家的普遍性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

性。即使是革命后施行民主制的法国，国家也并未具有真正的普遍性，相反，由于市民与公民、市民

社会与国家顺序的倒转，国家沦落为维护市民社会的手段。因此，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提出的 《笔记》

写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推论是值得肯定的。

四、结　　语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拉宾 “交叉说”需要回应 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的两点质疑：一是中断是否发
生在 《笔记》摘录时期，另一个是如何解释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缺少 《笔记》的直接引文。此

外，如果ＭＥＧＡ②Ｉ／２卷编者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反过来将对早期马克思研究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重思关于唯物史观形成史的讨论。拉宾 “交叉说”隐含的理论目的是支持梁赞诺夫提

出的观点：《克罗茨纳赫笔记》参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构成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阶段，《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如果 《笔记》写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则使用

《笔记》解读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合法性就受到威胁。即 《克罗茨纳赫笔记》相对独立于 《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另一方面，促进摘录笔记与著作之间关系课题的成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的摘

录笔记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从ＭＥＧＡ①没有将摘录笔记编辑为独立一部分的事
实可得到证明。即使ＭＥＧＡ①收录的笔记部分，如 《克罗茨纳赫笔记》，也仅是单纯概述了 《笔记》

的基本情况，没有揭示出 《笔记》与著作手稿之间的思想关系。近年来，以 《巴黎手稿》研究为例，

中国学界已经开始自觉探讨摘录笔记 （《穆勒评注》）和著作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理
论联系。而 《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三论稿之间的思想关系研究也可以提供一个不

亚于 《巴黎手稿》的 “摘录笔记与著作之间关系课题”的范例。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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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

“为承认而斗争”的观点及其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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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关于异化讨论中的四个不同面向，即社会、审美、心理以及伦理维度。基

于以上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分析，本文指出：就道德问题而言，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与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

学》的主奴关系部分所表达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亲缘性，并且触及了承认政治的问题。最后，本文指出了青

年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在当下关于分配正义的政治与身份认同的政治之争的背景中———所具有的当代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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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马克思是否曾试图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伦理批判这个问题而言，争论仍然存在。许多阐释

者认为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对伦理学问题了无兴趣。我将暂且绕过这个已被过度讨论的问

题，并假定马克思确实提出了这样的批判———至少就青年马克思来说是这样的。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
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下文略称 《手稿》）① 中对异化概念的处理构成了我们理解其伦理观的一个重

要来源。马克思异化思想最重要的直接来源是黑格尔哲学，特别是 （但不仅仅是） 《精神现象学》

（下文略称 《现象学》）②。在马克思研究和写作 《手稿》（１８４３－１８４４）时，他对黑格尔哲学极感兴
趣。比如，在１８４３年他就写了一篇批判黑格尔 《法哲学》的文章，重点批评了这部著作的第三部

分；而在１８４４年他对黑格尔的 《现象学》给出了整体评判，这构成了在 １９３２年最终得到出版的
《手稿》的章节之一。

事实上重要的是，黑格尔的伦理观是透过承认概念的角度而被清楚、明确地提出来的。众所周

知，理解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关键资源是 《现象学》中著名的 “主奴关系”部分 。黑格尔主张 “为承

认而斗争”在自我意识的出现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黑格尔来说，承认的政治必然是自我及其认

同的政治。黑格尔暗示并非阶级斗争，而是一种伦理斗争的 “承认之争”，才是历史的动力。在２０
世纪，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中，此观点都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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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５—１６９页。正文中对该文本的引用将采取括号内的页码形式，
如 （１５５—１６９）。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２—１５３页。关于早期思想可参阅：Ｔｏ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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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历史社会学还是道德社会学来看，黑格尔的承认理论都有可能被视为对社会学方面的贡

献；然而从规范性问题来看，它也可能被视为在伦理学方面的贡献。这里我所特别关注的是后者。对

黑格尔来说主奴关系是不公正的，因为其与 “抽象法”（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ｅｓＲｅｃｈｔ）的基本原则，或者说法权
的抽象认识相冲突。正如黑格尔在 《法哲学》中所指出的，这一原则要求我们 “成为一个人，并尊

敬他人为人”①。在黑格尔的 《小逻辑》中，黑格尔论述到奴隶所缺乏的是 “对其人格的承认”②。

主人 “不把自己的奴隶视为一个人，而是把他视为一种无自我的东西”。奴隶被认为是无生命的

对象———被他们的主人视为服务于自己目的的工具。黑格尔认为被奴役者的人格应受到尊重。当然，

这还需要那些作为主人的人应自愿放弃他们的 “不平等的独特的个体性”、或者说他们作为主人的地

位，并且承认那些被奴役者实际上与他们自己同样平等。在黑格尔看来，如果要在社会上实现正义，

那么就必须废除奴隶制及相应的主奴的社会角色。这是理解青年马克思 《手稿》中伦理观的出发点。

在 《手稿》中讨论这个问题时，关于异化马克思有四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他指出 （１）劳动者同其劳
动产品的异化 （１５６－１５８）；（２）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异化 （１５８－１６０）；（３）人普遍地 （包括无产

者和资本家）与其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 （１６０－１６３）；（４）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１６３－１６６）。使
用上述框架作为当下论述的结构是很诱人的，然而马克思在 《手稿》中的阐述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他并没有明确地分别开这四种异化，而且他关于四者的论述有相当大的重复。有鉴于此，最好不要把

它们看成是四种不同者，而是同一者的四个不同面向。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我不是单纯地跟随马克

思，而是区分了异化的社会、审美、心理以及更狭义的伦理维度。我会依次讨论它们。基于这些对马

克思异化理论的分析我所得出结论是：就道德问题而言，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与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

学》的主奴关系部分所表达的观点确实有很强的亲缘性。在本文的末尾，我也将对这些观点的当代

意义做出评论，重点讨论如南茜·弗雷泽 （ＮａｎｃｙＦｒａｓｅｒ）和阿克塞尔·霍耐特 （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的
著作中所体现的，当下关于分配正义的政治与身份认同的政治之间的争论。

一、异化的社会学维度：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

要注意对青年马克思在 《手稿》（１５７）中对 “对象化”（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概念的重视。资本主义
社会无产者被驱使去生产商品。首先，马克思将商品视为物理事物或对象。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被看

作是客体化的或 “固定的”劳动 （１５７）。他说 “劳动的现实化”是 “它的对象化”（１５７）。然而与
此同时，劳动的实现伴随着 “对象的丧失” （１５７）。这个对象自身呈现为一个 “异己的对象”

（１５７）。马克思挑明了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

为对象、成为外部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

（１５７）。
首先，这种异化的表现与生产者与生产物 （客体）的分离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方面与哪些人

拥有劳动者生产的商品有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者本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劳动者的雇

主。然而，第二个方面与生产者和其所生产商品的对立有关。马克思指出，生产商品的目的看似是满

足人的需要。就此而言商品应是人的仆役。然而，马克思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有将仆役转化为主人的

倾向。从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开始，生产和消费商品的驱动力失去了控制。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再是达

到目的的手段，毋宁是它本身就是目的。就此马克思提出了 “被对象奴役”的看法 （１５７），即工人
“成了他的对象的奴隶”（１５７）。马克思坚持认为异化的第一种表现 “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

成为外部存在”，而且 “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更重要的

是它也 “变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在生产活动中”，他 “给予”、赋予对象以生命，而对象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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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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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为某种对他来说 “敌对和相异”的东西 （１５７）。
如果我们把社会本身看作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系统，仿佛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生 “物”———作

为共同参与社会劳动过程的人类个体所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产物，那么另一面就突显了出来。显然马

克思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本身及构成它的所有社会机构都具有某种 “物化”的特质。他们是纯

粹外在于我们的，或对我们来说是 “他者”，并因此是 “异己”的物。社会及其机构对我们来说是

“外在的”。它们成为了我们无法控制的 “物”。事实上，它们与我们对立，并或多或少成功地通过强

制性的力量来控制我们。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 “魔法师”的比喻来表述这一点。

他们说能够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

这种看法可以同物化的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概念联系起来，被视为一种技术论 （ｔｅｃｈｎ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的形
式，因此与拟人论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是对立的。如果后者的错误是把无生命的或自然物误认为像
人一样，那么前者的错误就是把人或人的活动产物视为无生命的、物一样的自然物。正如霍耐特所

说，物化概念 “指的是一种认知状况，在其中本不具有物特征的某些东西 （如属人的东西）被错误

的认为是物”。② 因此，物化与这些观念紧密相关———社会和社会制度自身向我们呈现、并被我们思

考为具有与自然物，即物理对象相同的本体论地位。

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广为人知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断：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飞速变革，“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

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

西都融化了。”③ 他们运用能量和熵的术语，特别是 “固定”和 “融化”的概念来分别把捉社会稳定

和变化的观念。实际上，他们将物化与变化停滞的概念联系起来，这预示了通常被认为是与涂尔干

（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的社会学相关的看法：社会关系或社会交往模式的凝固以及其稳固化，转变为对
我们来说外在的、具有独特现实性的、并展现出强制性特征的稳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段话中

指出，正是当社会关系结晶为社会制度和与之相关的不同社会角色、主体地位或身份认同的时候，才

有可能想到承担这些角色的诸个体。他们并非作为人的个体，只不过是作为 “物”或具有物一般的

特征。他们只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示例，或者说是那些角色、身份和主体地位的 “承担者”。这个观

点在 《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审美之维度：生产过程中的异化

马克思在 《手稿》中曾指出：“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

个方面，考察了劳动者的异化、外化” （１５９）。这种分裂 “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

为，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１５９）。这与劳动过程的特征或劳动者作为生产者的活动有关。因此在
另一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 “劳动是外在的东西” （１５９），即这 “不属于”或不是 “他的本质”的

反映 （１５９）。与中世纪工艺者的情形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的劳动不是本己自我的、个性表
达型的创作行为。工作已变成一种 “机械”活动，“雇用的手”这个表达很好地把捉到了这一点。

这种异化表现形式的一个方面与技术或机器有关。马克思在 《手稿》中论述道，在资本主义生

产的领域内，所有参与者都会被他们所操作的机器所奴役。因此他们成了 “机器般的”，被雇佣者当

做 “固定资本”部分而使用的机器来对待。这至少是马克思谈到异化劳动时的部分含义。他在 《手

稿》中指出，工人 “在精神上和身体上被压抑到机器的状态” （１２１）。同样在 《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奴隶”，也是 “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奴役”。④ 《手稿》中青

９３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７页。
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ｉｎＭａｒｔｉｎＪａｙ（ｅｄ．），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ＬｏｏｋａｔａｎＯｌｄＩｄｅａ，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４页。译文有改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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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视为机器或一架大写的 “机器”，而且在它内部，个体人类已经

成为机器人或自动机，或者通俗点讲就是这个机器上的 “齿轮”。作为结果，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或

通过这一过程自然而然地丧失了人性。

就异化的第二方面而言，青年马克思坚持认为：与机器、无生命的物体及非人的动物不同，人是

具有自由意志的。正如他在 《手稿》中所说的，人是 “普遍的，并且因此是自由的存在物”（１６１）。
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与之相关的 “异化劳动”，“把人的类生命仅仅变成为其肉体存在的手

段”时，马克思认为这是劳动者 “自主活动、自由活动”的 “退化” （１６３）。生产者从事的工作不
具备像人的生产那样所当拥有的特质。对于青年马克思，他同汉娜·阿伦特一样认为：人在本质上是

自发的、有创造力的艺术性存在，能够通过行动为世界带来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在 《手稿》讨论异化时，马克思始终抓住这一点关于异化的思考方式：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

系将人类降低到客体、物或机器的地位。但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于实际上人仅仅被看作是

动物，即牛马一般。如他曾说，“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必要的肉体需求

的牲畜。” （１２５）。因此马克思继续讲，劳动者 “从作为人”变为了只不过是 “抽象的活动和胃”

（１２０）。当然马克思认为人有胃，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有其动物性、生物性、肉体性维度。但在他看
来，从很多方面来说人都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动物。如果我们能够过适合本性的生活，就必须注意那些

使我们具有独特人性的特征。

马克思在 《手稿》中坚持劳作或者人的劳动应该是 “人性机能”，或者说是作为自由创造的人的

本性的表现。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在工作中 “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是牛马 （１６０）。另一方
面，当劳动者在工作之余有机会展现自身或 “自由行动”时，他仅限于表现自己的 “动物机

能”———如 “吃、喝、生殖”或 “居住、修饰等等”（１６０）。因此马克思总结道：“人的东西变成了
动物的东西”，而 “动物的东西变成了人的东西”（１６０）。在这种状况下，人的劳作就不再是 “需求

的满足”，特别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劳作创造性地展现自我的需求。与之相反，“劳动只是一种满足外

在需求的手段”，这即是说与身体相关的生理需求 ———人与其他动物的共同需求 （１６０）。马克思注
意到在这方面，“它的异己特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这种劳动，只

有这种特殊类型的劳动会 “被像瘟疫一样逃避”（１５９）。

三、异化的心理维度：人与自身的类存在相异化

马克思在 《手稿》中提到的异化的第三方面与第二方面密切相关，并可被视为对它的延伸。就

人而言，类存在的概念与人的本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对人来说，按照自身类存在的要求来生活，就

是过完整的人的生活：符合或适合于人本性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自我的本真展现，也可能被称为一

个人的 “真实自我”。与之相对，与一个人的类存在相异化是过一种非人的、丧失人性的、有辱人格

的生活。这远非是自我得到展现，而是相反———自我受到压抑或压制。

在这里很容易对审美的、心理的、以及可能被视为最明显的异化的伦理方面 （或狭义理解上的

伦理维度）进行尝试性区分。我已经提及审美的维度，在下一部分中我将仔细考察道德维度。我要

在这里谈下马克思关于异化心理层面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手稿》中出现的伦理思想与自我表

达的主题或自我的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的议题有关，而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与阶级斗争，
即经济资源的公正分配冲突的议题有关。

在 《手稿》中马克思热衷于确立异化的确包含着精神或心理的维度。他认为这与人同其自我相

异化的观念有关。无论资本家雇主还是劳动者都要遭受这种异化。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一部分人 （即在工厂里劳作的人）已经变为了动物或牛马一样。对于他们的雇主而言，只有他

们本性的肉体的、或生存方面被视为相对紧要的，而非精神或心理方面 （或者可以说自我的内在维

度）。的确，通过工资支付工人所获得的报酬为他提供了 “维持生存的手段”（１５８）。但马克思指出

０４



青年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 “为承认而斗争”的观点及其当下意义

这只是适应了他的外在的、身体上的需要。这仅是将工人视为 “肉体的主体”，而从主体这一术语的

严格意义上讲，工人根本不能被谓之为 “主体”（１５８）。
在 《手稿》中马克思非常清楚，就被雇佣者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下工作的本性必然牵

涉到心理上的堕落——— “自我的异化”或他所说的 “自我的丧失” （１６０）。他说工人的劳作 “不是

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这不属于他，因而在生产过程中 “他并不属于自身，而是属于另外一者”

（１６０）。在签订雇佣合同时，工人 “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１２２）。同样，在工厂中从事资
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工人不但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还 “使自身异化”（１５９）。马克思论述
道异化劳动是 “人与其自身相异化”，因而确确实实是 “自我牺牲的劳动”（１６０）。它带来的屈辱不
仅是肉体或身体上的，也包括人的 “精神”、个别劳动者的心灵和心理 （１６０）。马克思指出从事生产
行为的不是全面的人或 “作为完整的人”（１８９），而只是部分的人。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与他
作为人的其他方面相分裂的 （原文如此）。的确，对马克思来说，现实中人确实已经变得这样分裂：

“在工作中”被雇佣者 “没有肯定自己”，而是 “否定了他自己”。他 “不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身体

和精神，却摧残了他的身体并毁掉了他的心灵”。他 “只在工作之外感受到了自身，在工作中却外在

于自身”（１８９）。因此，“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
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１５７）。在这种状况下，“工人把自己的生
命投入对象”，结果是 “现在这个生命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１５７）。马克思认为，只要以这种
方式工作，工人 “感受不到满足”，而是 “不幸”（１５７）。马克思说工人的异化劳动不过是 “对他本

身来说一种痛苦”（１６５）。简言之，用霍耐特的精辟表述：马克思认为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工
人遭受地是一种 “心灵贫困”（ｐｓｙｃｈｉｃｉ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ｎ）。①

因此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具有心理和审美的维度，宽泛地看，这也是他伦理

批判的一方面。按照青年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对于不得不忍受它的劳动者的福祉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来说是有害的。对任何人来说，我们本性的超自然的精神方面受到压制，压抑的生活
算不上 “幸福的”、充实的或欣欣向荣的生活。有些诠释者仅注意到马克思思想的这个特殊方面就得

出了结论：就道德问题而言，马克思至多可被视为某种后果论者，甚或是一个功利主义思想家。如霍

耐特有时就会以这种方式来解读马克思。②

在 《手稿》中，马克思把这种形态的心灵贫困与那些仅仅为了金钱或财富本身而去竞逐的人联

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金钱或财富并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使拥有者在 （适度地）

消费时，能购买有助于生活的幸福或欣欣向荣的产品。相反，财富本身就是目的。以这种方式生活的

人持一种特定的思维定势：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他们都试图占据或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占有”它

们，而非真正消费它们。③ 对他们来说，所有权与消费、或消费可以带来的快乐无关，而与权力、统

治和控制有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那些以这种方式在世界 （和其他人）中寻求定位的人在精神上

既贫困又不快乐。

马克思把这种观点与国民经济学或 “财富的科学”联系在一起，也坚持视其为 “克制、贫困和

节约的科学”（２２６）。这是由于自我弃绝而不可避免地造就的不幸的科学，因此也是 “禁欲主义的科

学”（２２６）。它的 “真正理想”是创造一个世界，它不仅有 “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

还有 “禁欲却又进行生产的奴隶”（２２６）。他指出这样的国民经济学才是 “真正道德的科学”

（２２６）。的确，它是 “所有科学中最最道德的”，因为 “自我节制”，即 “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

都加以节制”是 “它的基本教条”（２２６）。

１４

①

②

③

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Ｗｏｒｌｄ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ｐ．１１．
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Ｔｒａｃｅｓｏｆ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ａｒｘ，ＳｏｒｅｌａｎｄＳａｒｔ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４８－１５１．
就马克思思想此方面的发挥参见ＥｒｉｃｈＦｒｏｍｍ，ＴｏＨａｖｅｏｒｔｏＢ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５［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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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创造和维系的这种吝啬鬼的人格类型，无利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良好生

活的人格———在这种生活中个体所关注的是像人那样过得欣欣向荣。马克思始终坚持合理的生活

“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１８９）。在马克思看
来，正因此他们异化的生活伴随着孤独和不幸。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现象几乎没有道德意义。毕竟，抛

开个别道德主体是否对自己具有义务的话题，如果吝啬者的生活单纯影响到他自己，那么伦理学就没

有理由去专门关注这个问题。然而，按照青年马克思的看法，占有的方式或某些个体所具有的试图去

占据、主宰和控制周围世界的野心确实是值得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可能而且确实影响了他

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就把我们带到马克思所讨论的异化的第四维度———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与人之

间的异化。如果更为狭义地理解，这就是异化的伦理维度。

四、异化的伦理维度：人与人的异化

在 《手稿》中马克思叙述了异化的第四个维度。他提到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

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的相异化”（１６３）。马克思继续说：“当人同自身相
对立的时候”，这样做也使得他必然同时 “与他人相对立”（１６３）。因此，“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
一命题”实际上是 “一个人与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１６４）。

马克思在这里所想到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使人降格到了并非动物，而仅仅是商品的

状况。因此人被客体化了，他们被认为是只是无生命的客体或非人的 “物”，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财

产。无政府主义科幻小说家勒·古因 （ＵｒｓｕｌａＫ．ＬｅＧｕｉｎ）的伦理学观点与青年马克思相似，用他的
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 “财产主义 （ｐｒｏｐｅｒｔａｒｉａｎ）”①。青年马克思认为工人们被他们的雇主
像工具一样 “对待”，这至少预示了后来被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所使用的 “工具理性”概念的一个

侧面。被对待的人的典型当然是那些被奴役者。马克思指出工人遭到如此对待———就他们是工人而非

人类来说，仿佛他们生活的唯一功能和目的的只不过是活着的工具或用具，被用来服务于他们主人的

利益。

这样，在讨论异化的第四个维度时 （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时），马克思想到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存在着主宰、掌握、拥有和控制他人、或占有他们、使他们服从自己的目的———简而言之，奴役他们

的动力。正是主要地出于这个理由，马克思在 《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可与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

学》中的主奴关系建立联系。

在 《手稿》中马克思遵循黑格尔的论点，认为自我的出现和自我认同的维系只有在一定的承认

关系中才会存在。正如他所说的，只有 “通过与他人的关系”，“人对自身的关系才成为是对象性的、

现实的关系”（１６５）。马克思也指出 “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

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１６６）。因此，“工人对劳动的关系”也 “生产出资本家———

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１６６）。这些话显然呼应了黑
格尔在 《现象学》的 “主奴关系”一节中的表述。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发现被奴役的个体劳动

者的个人认同或自我意识取决于个人与他人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情形下自我认同都是通过共

同 （如果不是相互的）承认的主体间关系来创造和维持的。对黑格尔来说，相互承认是基于对人类

平等的价值观的共同承诺。这就是黑格尔在 《现象学》中所说的 “真实的承认”。黑格尔将其与 “虚

假的承认”相对比，在这种错误认识中，双方至少有一者并不承认 （也可能是两者）这个法权的基

本原则，他不接受另一者也是人类同胞。诚然，存在着这样的理论可能性：双方在这种关系中自由

地、而非强迫地彼此承认为 “主”和 “奴”。但黑格尔认为就承认问题来说，虽然在此情形下双方是

２４

① 参阅：ＴｏｎｙＢｕｒ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ｒｓｕｌａＫ．ＬｅＧｕ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Ｌａｎｈａｍ，ｍｄ：Ｌｅｘｉｎｇ
ｔｏｎ，２００８，ｐｐ．２８２－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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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做出的，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共同的 （ｍｕｔｕａｌ）的承认，但既不应当也不能被视为交互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或真实的承认。①

马克思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与青年黑格尔运动中另一成员施蒂纳 （ＭａｘＳｔｉｒｎｅｒ）的观点形成了有趣
的对照。他也通过对黑格尔 《现象学》中②论述的批判性解读，在伦理问题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看法。

施蒂纳认为黑格尔在 《现象学》中提到的主宰、控制和奴役他者的欲望并不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

人本性的利己主义的自然结果。这是人类境况中所不可避免的结果，也就是 “生命规律”，因而不在

道德上被加以批评。③ 马克思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交换的动力”不是利他主义或 “人性”，

而是 “利己主义” （２３７）。这是青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伦理生活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ｉｆｅ）的理由之一。然而马克思反对施蒂纳，他认为利己主义及随之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异
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产生和蔓延的。与施蒂纳不同，青年马克思认为，对这种境况的历史性

超越不仅从社会学上来说是可能的，并且从伦理上来说是值得追求的。

为了把握这个第四维度的异化，并表达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困境的认识，马克思常在 《手

稿》中和别处使用奴隶的话语和意象。我们已经看到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

阶级称为 “资产阶级的奴隶”。同样在 《手稿》中，马克思指出 “工人成为他的对象的奴隶”，外在

于他并且控制了他 （１５８）。在马克思看来，诸多方面都与这种奴役状况有关。正如我们所见，其中之
一的是这样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生产行为的个体劳动是机械性的。它单调乏味、沉闷无

趣而反复———对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只能导致不幸。然而就马克思很重视的异化的另一维度来看：在事

实上，这种状况被视为在伦理上无可厚非的。如果个体工人就像机器一样，不过是财产或生产资本的

东西，那么就会得出他们没有伦理地位或身份的结论。机器当然是无生命的物体，它们不会感受到精

神或肉体上的痛苦，也没有感觉或情绪；机器不会感到痛苦或不快；机器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人

们不会对它犯错或做出不义的行为，没有理由去考虑它们的幸福。这样对劳动力的雇主来说，就如何

对待劳动者而言，道德顾虑压根是不合宜的。

在 《手稿》中马克思这里论述的另一个有趣特征是，他并不总是在结构性的、或非人的层面考

察工人的奴役状况。工人确实是被奴役的，却不仅仅是被 “制度”、机器、或者生产的物品所奴役。

这里与他后来的一些著作所不同的地方是，马克思直接地从更个人的层面去思考工人的奴役。这涉及

个体与他者之间非间接的、或直接关系的问题。这就是为何有可能对其进行道德考量的理由之一。因

此，例如马克思曾一度主张 “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

现实的关系”（１６５）。“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对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 “对一个异己

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

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宰” （１６５）。如果工人的活动是
“不自由的活动”，这是由于 “这种活动是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

下的活动。”（１６５）。马克思还观察到 “工人的活动”是对他的 “痛苦”，然而对于工人的雇主来说

则是 “享受和生活乐趣”（１６５）。
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一方面可在如下事实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厂中的工人受到严

酷的劳动纪律制度的约束。因此，远非自由选择或自愿地表达自己的个性，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的劳

动运用了那些强权、强迫和统治的形式，而这在传统上是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④ 正如马克思对亚

当·斯密 “自由的契约”这个概念的批判：一旦签订了这种合同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之内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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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７—１３０页。
ＭａｘＳｔｉｒｎｅｒ，ＴｈｅＥｇｏａｎｄＩｔｓＯｗ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ｔｅｖｅｎＢｙｉｎｇｔ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ｎｔｒｏ．ＳｉｄｎｅｙＰａｒｋｅｒ，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ｂｅ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１８４５］，ｐ．９．
一些印证这个观点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段落，参见：Ｓｔｉｒｎｅｒ，ＴｈｅＥｇｏａｎｄＩｔｓＯｗｎ，ｐ．１３９，ｐ．２５６，ｐ．３１１．
就这个主题也可参阅：《资本论》第１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其中
的 “工作日”：第２６７—３５０页，“机器与大工业”：第４２７—４５８页，“工厂”：第４８１—４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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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希望，来到这里的人！），进入到生产领域，他的劳动就不是 “自愿的，而是被迫的”。这是 “强

制劳动”的特殊形式 （１５９）。马克思指出 “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

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１５９）
当马克思谈到异化的第四个维度———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时，这并非是马克思的整个异化理论中可

以被称为 “伦理学”的唯一方面。然而这些观点对恰当理解青年马克思的伦理观是必要的。马克思

像黑格尔一样持有这样一种人性观：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政治的动物，即一种伦理性的存在者。人

的类存在的一方面就是其类生命，除此之外，或者说完整的人类生活也就是伦理生活。马克思指出如

果两个人相互关系不是伦理性的状况 （即作为人所应然的那样），那么就是其中一者试图或多或少地

成功占有、控制、支配、占据或奴役另一者的关系。这是当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倾向于将人类还原

为商品或财产的一部分时，他所设想的情形之一。青年马克思主张这正是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无

法在伦理上得到宽宥的理由之一。这种关系不是一种伦理的关系，从伦理原则或从正当的立场来看也

是无法得到辩护的。如果用正义的语言来表述这一点，这种关系内在的是不公正的。显然，这里的涉

及到的正义是承认性而非分配性的正义。

这样对青年马克思来说，他认为与异化相关的 “自我之丧失”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这样的事实：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不是被以适合于人的方式 （人某种意义上理应享有他们自己的尊严或价值，因为

他们是人而有权得到尊重）而对待的。在 《手稿》中的别处，当评论工会主义的局限性和争取更高

工资的斗争时，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增长 “只不过是使奴隶得到更好的报酬，不会为工人或为他们的

劳动赢回人的地位和尊严”（１６７）。这清楚表明他认为生活比阶级斗争包含地更多。或许如霍耐特所
指出的，这个论述揭示了对青年马克思来说承认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公平分配经济

资源之外显然还包含着其他议题。①

五、青年马克思论分配政治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对立

青年马克思在伦理学问题上的兴趣可以同资本主义的伦理学批判关联起来。这个伦理批判关注的

是与承认或虚假承认的 （ｍｉ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概念有关的非分配性的问题。上面的分析表明青年马克思
可以被视为触及了一种认同政治的、或者说是承认政治的形式。他当然关心正义问题，但不仅仅是分

配正义，也包含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中讨论 “主奴关系”时所考虑的那种承认正义。在 《手

稿》中，对马克思来说，与其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不义在于社会产品分配的实情是有问题的，不如说

其人际关系本身的实情就是不公正的。一些人 （资本主义的劳动力雇主）如此对待别人 （他们的雇

员），就仿佛他们不是人，而是达成自己目的的手段 ———只不过是 “物”、“活的工具”或 “奴隶”。

理查德·森内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ｎｎｅｔｔ）忽视了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这一维度。他沿着与青
年马克思相近的路数发展了一套他所谓的 “新资本主义”的批判，却根本没看到马克思本人正是出

于同样原因反对 “老”资本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既不是 “新”资本主义的，

也不是 “旧”资本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由于森内特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共

产党在前苏联的专制实践，他对这个主题的看法被褊狭化了。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这与

“尊重的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ｓｐｅｃｔ）的缺席有关。在他看来，并非是斯大林主义，而是马克思和马克
思主义本身对 “尊重的政治”的这一理念几乎没有兴趣。本节主旨之一即在展示此论点之缺陷。

这里的建言是，青年马克思的伦理观受惠于黑格尔，或者说通过参照黑格尔在 《现象学》中所

发展的承认理论，它们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对于评估马克思和他的观点之于理解当代政治议题的意

义来说，这一建议具有一种有趣的含义。在过去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中，围绕 “分配的政治与承

认的政治”产生了诸多争论。特别是在霍耐特与弗雷泽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争论的内

４４

① 请再次参阅：Ｈｏｎｎｅｔｈ，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ｐｐ．９－１０，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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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尽管霍耐特是黑格尔哲学的热心研究者，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并非他和弗雷泽之间争论的核心。

的确，那些对承认政治感兴趣的人 （包括弗雷泽）似乎认为可以完全不涉及黑格尔而专就这些问题

展开理论建构。他们认为黑格尔和他的观点似乎是对相关问题形成恰当认识的障碍。

在他们的争论中，霍耐特和弗雷泽不仅对黑格尔所谈甚少，甚至对马克思讨论的更少。然而似乎

很清楚，无论他们对其他主题有多少不一致，在讨论中他们对马克思及其论点所处位置的看法是统一

的：马克思最好被视湿分配政治而非承认政治的理论家。马克思应当与那些老左派、社会主义者、或

与工业化时代和现代性政治相关的阶级政治联系在一起。因而马克思及其观点在当今有点可疑。鉴于

当代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任何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当今都成为了明日黄花。马克思主义者

就当代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插不上话：最突出的不是社会———经济分配的议题，而是社会和政治认同

———承认的议题。在这方面，弗雷泽和晚期霍耐特的论述都反映了马克思是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者这一

通常的看法。这样马克思只是对发展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特别是对其生产方式和运作方式

的科学认识感兴趣，并且根本不就这个社会进行道德判断。那些拒绝这种对马克思的解读，坚持马克

思对这个社会的确提出了伦理批判的人，大体上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分配正义的议题上。然而，他们

通过这种论证已经暗示了马克思对那些非分配本质的正义问题 （承认正义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

上述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解释将会把我们引向另一方向。

六、马克思作为社会机构中权力滥用的批评者

有趣的是，在 《手稿》中青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外在的、肉体或身体的

需要得到了迎合，而工人内在、心灵的幸福被完全忽视。这一事实的含义是：参与的个体既非作为

人、也并非作为动物、商品、机器或客体，而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特殊社会角色的例示或具体实例。他

或她是特定主体地位或特定社会身份的刻板观念的承担者。马克思指出，由于仅仅关注于人生存的物

质层面，被雇佣而挣得的工资虽然的确能够使个体生存，但只不过是 “作为工人”（１５８）。马克思提
到 “这种奴役的极端”是 “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

才能是工人。”（１５８）。马克思在 《手稿》的别处写道：“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仅仅当做工

人来考察”（１２４）。他说 “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１２４）。
对受其影响的个体来说，有两点理由可以将这种刻板地观念化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视为非人性的和

有辱人格的。第一点，也是两者中更明显的：事实上，那些拥有工人社会身份的人，或承担这种特定

社会角色的人，确实受到了雇佣者或主人的不良对待 （通过一种被马克思视为是与奴隶制形式类似

的、有辱尊严的方式）。他们所承担的是与低下地位相关的社会角色。个体由于仅仅是工人，或只是

一个工人，以至于他遭遇不良对待的缘由，仿佛作为工人他们不是人，因此不值得拥有那种一个人对

他者所理应具有的道德考量。

第二点，作为一个并不是特别明显的理由，与这一事实有关：无论所受待遇的性质如何，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作为工人的个体，正如在这个社会中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中承担特定社会角色的任何其

他个体一样，可以被视为受到与这个社会相关的地位和义务所困或所奴役的。即使就其中处于相对优

越地位的，得到了良好而非低下待遇的人来说，也是同样如此。换句话说，正如作为奴隶的工人那

样，人们也会在雇佣者 （主人）的那里发现被奴役的一面。马克思认为，在工厂一样的社会制度中，

劳动的雇佣者和被雇佣者都被嵌入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框架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他们双

方都被奴役的状况———即使就在雇佣关系中他们的各自状况来说，前者的待遇比后者好得多。回想下

作为奴隶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引人注目的表述：那些占据着古罗马议员位置的人，他们不过

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是奴隶。爱比克泰德说他们是 “穿紫衣的奴隶。”①这种观点在二十世纪萨特的存在

５４

① Ｅｐｉｃｔｅｔｕｓ，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Ｅｐｉｃｔｅｔｕ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Ｃａｒ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Ｄｅｎｔｎ．ｄ．，ＩＶ，Ｉ，ｐ．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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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青年马克思，萨特也是黑格尔哲学 （特别是 《精神现象学》的主奴

关系部分）的热心学生。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语境中客体化或物化这个概念也是可适用的。社会在一般性上不仅可以被

视为物化现象的表现，而且不同的社会机构、相应的社会角色及与之相关的特定身份的多样性，都可

以被视为物化现象的表现。它们也可以被视为具有某种 “物一样”（ｔｈｉｎｇ－ｌｉｋｅ）的特质，这使其与
马克思的观点 （其本质是属人的）所不同。对青年马克思来说，劳动者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工人或

受到了如此这般的对待，就是被客体化了或者降低到物的、用具的、雇主或主人手中的活工具的地

位。马克思认为这样的人事实上就是一个奴隶。当然这里关注的焦点是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生产、工作

与劳动的世界，特别是像工厂一样的社会机构中的劳动分工。青年马克思没有看到，或至少他虽看到

了但不感兴趣的地方是，实际上也可以对其他社会机构 （例如救济所、医院、监狱和学校，所有这

些当然不仅仅是雇佣劳动的机构）给出类似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与 “虚假承认”有关

的不义也是和资本主义有联系的。这是典型的、唯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结

果。另一方面，非常清楚的是，“虚假承认”的现象也与社会生活其他面向的存在有关。其中一些可

能根本不是现代的，因为可以在所有它们存在的社会机构中发现；其他一些虽然确实是现代的，但并

不是唯独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比如工业主义、官僚主义、技术主义和管理主义。就这些问题，受到黑

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中讨论的 “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所启发在 《手稿》中给出的对现存社会的

伦理批判，可以与通常看来与马克思主义并非特别相关的，而是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当代社会制度的

批判视为相一致的。在这方面，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给出的伦理批判，在思想史

上可以视为是同源而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及其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解读，

特别是对黑格尔在 《现象学》中主奴关系的讨论。应该记住，不是马克思，而是黑格尔的另一个学

生，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巴枯宁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ａｋｕｎｉｎ）曾说，“奴隶的主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
主人”，作为主人他既 “无视奴隶的人性”也 “无视自己的人性”。②

结　　论

克里斯·亚瑟 （ＣｈｒｉｓＡｒｔｈｕｒ）认为 《巴黎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在 《现象学》中的主奴

辩证法讨论没有兴趣。“许多著作中都独断地认定马克思是受到了黑格尔对奴隶劳动分析的启发”。

这在他看来这是错误的。③ 亚瑟坚持认为这个与科耶夫、萨特、伊波利特和马尔库塞等人著作都有关

系的 “论点是完全错误的”，④ 因为 《手稿》中马克思 “从来没有提到 《现象学》的这一部分———没

有给予它重视！”⑤ 正如我前面提到了，马克思后来在 《手稿》中直接提到了 《现象学》，在另一章

中专门讨论了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整体。然而，我们远不清楚他论述中暗指的是黑格尔讨论主奴关系时

的哪部分文本。这样，在亚瑟看来上述诠释者均毫无支撑依据得直接假定了：马克思在 《手稿》中

讨论异化概念时所想到的是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论述。

为了回应这一观点，人们或许不应该过分地关注这个事实，即在 《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

《现象学》中的主奴关系观的暗示是含蓄而非显豁的。虽然必须接受的是，青年马克思既没有明确地

提及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也没有谈到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讨论，但他在 《手稿》中对伦理问题的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Ｓａｒｔｒｅ，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ＨａｚｅｌＥ．Ｂａｒ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１９７２，
ｐ．２３３，ｐｐ．２３５－２３８，ｐ．２７１，ｐｐ．３６３－３６４，ｐ．３７０，ｐｐ．３８０－３８１．萨特对黑格尔的主奴关系部分的解读与施蒂纳及其无政府
主义版本相接近。因此这也同青年马克思存在着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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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 “为承认而斗争”的观点及其当下意义

处理方式，就像他之前的黑格尔那样是承认理论式的。更进一步说，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没有提及黑

格尔或 《现象学》，在 《手稿》中的很多地方马克思都明确触及了主奴关系的主题。人们当然有可能

认为马克思的洞见 （由于资本主义与一种独特的现代形式的奴隶制有关，因而可以在伦理上对其进

行批判）受到启发的来源可能出自别处。然而，尽管这具有可能性，但在我看来难以信服。鉴于在

１８４４年黑格尔哲学之于社会和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我认为似乎不可能说启发这些观点的直接资源是
出于别处的。就像青年黑格尔主义运动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马克思在思想发展的

这一阶段正试图通过批判性地理解黑格尔来澄清他自己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一论断是明

显具有优势的：从狭义理解上的道德问题而言，青年马克思是一个承认理论者，并且他与黑格尔在

《现象学》的 “主奴关系”部分中所持的观点相似。青年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及其对现存社会的伦理批

判不仅与黑格尔相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的理解而得到了启发，这在我看来是完全可信的。

通过集中分析异化概念及相关的 “承认”概念 （正如在 《现象学》中黑格尔对此术语理解的意

义上）发展出了对马克思伦理观的这种解读，我试图为这一主张辩护：就狭义的伦理问题而言，青

年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事实上是一个承认理论者。承认的概念，与黑格尔运用此术语的含义大致相

同，在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在这个阶段，正如重视

分配政治那样重视承认政治。这可以说是一个理应被记得，然而却被遗忘的地方。就我们对当代政治

问题的理解来说，人们可能会看到这个被遗忘的马克思可能比大家熟知的马克思更有意义。特别是这

个被遗忘的马克思回应了认同政治的问题。依据这种对 《手稿》的解读，这位被遗忘的马克思所持

的观点对当今所有的政治学学者———无论他们是否自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将葆有意义。

需要马上补充一点，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学不具有当代意义，也不认为阶级政治是

陈年旧事，但我认为马克思对这种特殊政治形式的建树的基础是一种全面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的确

能帮助我们理解分配正义的问题。而对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对这一术语理解的意义上）

的当代社会政治来说，分配正义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也使我们能够回应非分配性的正义

问题，包括可能被称为承认性正义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的问题。正因此，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旨趣
才有可能不单单被局限在国民经济学问题或经济资源的分配问题。他们也会对认同政治的相关问题产

生兴趣。例如那些与青年马克思对１９世纪工厂中劳动者所受待遇相关的批判思想，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那样，非常依赖于黑格尔的 “为承认而斗争”以及 “客体化”和 “奴役”的观点，而这些与当今

有关 “种族政治”和 “性别政治”的著作都有着明显的联系。

这里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与那些仍在进展的、劳动领域的福祉及承认相关的话题。由青年马克思

所发展出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当下的彰显，需要我们关注当代社会中大公司、商业企业、或其他官僚机

构中的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相关行为。这里的建言是，这些机构中的当权者并不承认他们所

“管理”的员工是人，而不过是可量化和可测定的人力资源单元。这是马克思对１９世纪资本主义伦
理批判的诸多方面之一，对那些试图抵抗当今的官僚主义、技术主义和管理主义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ｓｍ）势
力的人来说依然葆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主义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理论。作为理论的管

理主义是一种思想框架，并为相应的实践提供了规范性的证明，因而这一理论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从道德角度来说，“管理主义”的意识形态与 “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可以说一样暗藏危险。因此，这

不仅要被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肃应对，更普遍的来说，还要受到那些很少讨论、甚至是很少触及这个问

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学者们的严肃应对。最重要的，至少就当今对承认政治感兴趣的那些人来说，这

正是青年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所焕发光彩之处。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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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中国纪念活动中的肖像政治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孟令蓉

【摘要】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中国共产党全力擘画以领袖肖像为中心的政治实践，旨在推动新中国国家权力
生产、意识形态传播和政治合法性获取。溯及既往，该项政治实践既肇始于党的政治文化传统，亦催生于

新中国领袖肖像正规化治理难题。而在经由系列肖像适用规范的制定，多维纪念策略和纪念机制的确立，

以及重大纪念活动的仪式操演后，领袖肖像得以有效介入新中国政治叙事，并发挥着形象塑造、政治象征、

关系协调、社会动员等多项重要功能，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新传统的创新与赓续。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领袖肖像；肖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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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令蓉，江苏常州人，法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６５）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４４）

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符号，领袖肖像 “具有使事物合法化，起导向作用的特性”①。中共自成

立以来，重视发挥领袖肖像在纪念活动及其仪式操演中的政治叙事功能，频繁将其使用于关涉自身政

党属性和政权合法性的多维表达。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共以领袖肖像为主体、以纪念活动为载体的肖

像政治已渐成传统，并循此积极性作用于新中国国家权力生产、意识形态传播和政治合法性获取，构

成中共历史发展的独特面相。目前，学术界已注意到肖像政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但就１９４９
年至１９５６年间中共推行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历史肇因、实施路径和价值内涵的探讨，以及新中国肖像
政治实施策略、运行机制与功能启示的研析，虽有一定成果论及②，但仍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说明。

一、承袭与想象：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历史源起

领袖肖像是政党、政权和国家的政治象征，以之为中心实施肖像政治，对于新生国家政权而言，

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政治功能。概言之，它既是意识形态生产和突出的重要方法③，也是政治权力生

产和再生产的重要资源④。然而，领袖肖像 “自身不能进行政治意义和社会效应的生产，需要政治力

８４

①

②

③

④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下），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３２页。
国内外代表性成果有：［日］丸田孝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１０卷，
２００９年；［日］王明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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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の政治肖像》，刀江书院，１９７１年；［美］洪长泰：《毛泽东时代的庆祝游行：中国五十年代的
国家景观》，《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于帆：《肖像与秩序———孙滋溪 〈天安门前〉中的领袖像与国家意象》，《美术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李军全：《肖像政治：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美］玛利塔·斯特肯、莉莎·卡特赖特：《看的实践：形象、权力和政治》，周宪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３页。
王海洲：《暗箭：论政治象征的三重争夺》，《江海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试论新中国纪念活动中的肖像政治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量的介入与强化，需要政治精英不懈的运用与演示，需要权力技术的重复与操演”①。由此不难理解，

所谓 “肖像政治”即缘此发生，中共自建党以来重视并极力推行肖像政治的一般动因亦在于此。然

则，论及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具体动因，中共对既有经验传统的历史承袭，“新中国”对领袖肖像的政

治 “想象”，是构成其持续可能性与时代必要性之表现，并典型反映于新中国领袖肖像正规化治理进

程之中，以及党和国家系列重大纪念活动的仪式操演之维。

中共实施肖像政治的传统由来已久。建党初期，严峻而又变动不居的革命形势，年轻且又尚未成

型的领袖集体，发生却未建构完善的政党文化，使中共难以自觉借助领袖肖像展开规范性的政治叙

事。即便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也多是将与中国革命联系密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等革命

导师肖像，适用于各种纪念仪式，据以化作政治鼓动和理论宣传的核心象征符号。如在纪念列宁逝世

周年之际，反映其斗争、学习和生活的十余副图像环绕着列宁的大幅肖像，刊登于进步杂志的封面，

被用以征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 “著作者”、“实行家”、“理论家”———列宁———对 “觉醒的亚洲”

以及 “革命的中国”的重要意义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逐步获得相对稳固的政治空间，毛泽东

和朱德作为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象征，其肖像开始悬挂于各根据地的公共空间③；而作为象

征 “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的革命导师肖像，业已悬挂或供奉于农家的 “天地君亲师位”④。上

述史实揭示着，承载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双重政治意涵的领袖肖像，此时已进入根据地私

人生活空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多面旗帜的指引下，中

共将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主体的党的领袖肖像，会同孙中山、蒋介石为核心的国家领袖肖像，以及马克

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肖像，在纪念活动中施以策略性的排列组合与仪式操演，

据以在统一战线的政策维度下力促全国协力抗战，在政党政治的独立性与统一性的调适中自证合法，

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中建构政治权威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总的说来，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肖像政

治实践，已呈现出渐趋常态化和日臻成熟的初步特征，反映在政治意识和操演技术层面也是越发的自

觉与规范。

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肖像政治开始步入崭新的符号地带，领袖肖像也被寄寓着更为丰富的

政治 “想象”。究其缘由，作为一种简洁易懂以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象征性视觉语言”，领袖肖像

具有易于反复复制、频繁再现和广为传布的特点⑤，这使其对于开启 “人民民主专政”时代的新秩

序，以及进行 “新中国”国家政治叙事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在１９４９年２月３日举行的北平入城
仪式上，毛泽东和朱德虽然身处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但其大幅肖像已作为 “缺席的在场者”，随同

解放军一起进入北平城；而原本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蒋介石像，也在各界人士集会欢庆北平解放之

前，被毛泽东像和多位中共领袖大副彩像所取代。⑥ 至此，中共领袖肖像作为直接象征华北乃至全国

性政治权力的象征符号，开始频繁出现于北平的各种政治仪式，并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而延伸至

全国各地。不仅如此，在早前解放的东北地区，宣传部门已将悬挂领袖肖像作为重要 “政治性质”

的问题，就其政治功能和适用规范进行深入宣传，以便在新解放区藉此积极发扬 “国际主义的革命

精神”，“真诚地”表示人民群众对 “世界革命导师”的 “尊敬与敬仰”，对 “无产阶级祖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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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全：《肖像政治：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列宁纪念特刊》，《政治生活》１９２５年第２８期 （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８日），第１页。
［日］丸田孝志、刘晖：《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１０卷 （２００９年），第
３２３—３４１页。
《赣西南 （特委）刘士奇 （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
３５６页。
ＪａｎｅＦｅｊｆｅｒ，Ｒｏｍａｎ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Ｂｅｒｌ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０８，ｐ．３７３．
《古都北平沉浸在狂欢里！我军庄严举行入城式 北平军管会与人民市政府入城办公》，《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２月５日；《北平人民
欢庆解放 廿万人集会大游行》，《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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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苏联的亲密友谊”，以及对 “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爱戴与拥护”①。事实上，上述

决定看似为了 “严格纠正与防止”乱印乱挂领袖像问题，但实际却是出于巩固 “党在群众中的宣传

影响和作用”的考量②。更进一步地说，它是为了借助以领袖肖像为中心的政治实践，进行关涉无产

阶级的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苏联道路的政治 “询唤”，并藉此极力推进国

家权力、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在新解放区的区域性生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政治协商、社会稳定

和经济建设的 “新的大局”，同时也为了克服部分干部中存在的 “关门主义的思想”和 “固执狭隘的

阶级观点”，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就悬挂领袖肖像问题一再发文，意图借助领袖肖像的严格规范与合理

适用，“加强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教育”，以及切实推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向，直至最终

达成 “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的团结与巩固”③。

经由上述历史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实际赋予领袖肖像以多维政治想象和

价值期待。换言之，它不仅要承载着中共已然明确的发展目标，同时还须征兆着新中国孜孜以求的理

想政治。然而，殷切的政治期待并不等于政治愿景的自然达成，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实态可谓 “道阻

且艰”，它仍有赖于政治精英们奋力持续的操演，更有待于领袖肖像诸多治理难题的消解。单就后者

而言，掣肘新中国肖像政治实践的难题主要有两点：一方面，领袖肖像的绘制印刷和经营管理乱象丛

生。正如中共中央东北局、华北局的通令所示，有些领袖肖像的绘制草率粗糙甚至面目全非，有的地

方不经选择和批准任意冲洗领袖照片，有些人利用群众爱戴领袖的热忱而投机盈利。④ 其中，至为不

严肃、不慎重和不雅观者，还有如天津市重庆道贩售以国民党徽章为背景的毛泽东和朱德领袖像，北

京市打磨厂宣武堂将中共领袖像与封建迷信内容相互混印，上海市长春画片公司和东方红出版社印制

的新中国军政领袖委员像与世界民主领袖像，前者绝大多数失去原容，后者的说明文字存有严重错

误。⑤ 另一方面，领袖肖像悬挂登举的秩序规范较为混乱随意。具体而言，有的地方 “自以为是，随

意悬挂”，或是挂像次序平列、左右倒置⑥；有的地方挂像 “大小不一，格式各异”⑦，还因此引发民

主人士的指责⑧；更有甚者，个别城市中还出现将领袖肖像与内容轻佻庸俗的照片并列陈放的极端不

严肃现象⑨。上述问题的存在，反映出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实际困境，同时也 “给予我党的影响和群众

的教育以很大的害处”，直接损及领袖形象、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瑏瑠。而与此同时，中共原本意图借

助领袖肖像达成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增进民众对新中国新政权的政治认同，还是提升中共在社会政治

整合方面的治政能力，均有可能转变为纯粹的政治遐想。

由上可见，纵然领袖肖像蕴藉着新中国 “理想政治”的丰富意涵及其叙事可能，但若缺乏严肃

规范的肖像治理和有序实施，它是难以顺利转化为 “现实政治”的。其实，若就肖像政治实施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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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局宣传部关于绘画及悬挂领袖像的决定》，《干部学习》１９４９年６月号 （第１０期），第２３页。
《东北局宣传部关于绘画及悬挂领袖像的决定》，《干部学习》１９４９年６月号 （第１０期），第２４页。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关于悬挂领袖像与国旗的通令》，《湖南政报》１９５０年第３期，第８２页；《广东省人民政府通令 （办字第十

五号）》（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２３５－１－５１－１０３－１０３。
《华北局宣传部华北军区政治部批评乱画领袖像的通令》，《建设周刊》１９４９第９期，第５９页；《转达出版总署 “印制毛主席像

应注意事项”指示的函》（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８－００２－００１８４。
《制领袖像必须经过批准》，《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读者之声》，《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建议今后要改造旧
年画》，《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８日；《上海市某些私营出版商滥制图片错误很多》，《人民日报》１９５４年１月４日。
《出版总署关于处理私商出版领袖像的问题通报及本处意见》（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０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８－００２－００５０６；
《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关于悬挂领袖像与国旗的通令》，《湖南政报》１９５０年第３期，第８２页。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国旗使用办法、领袖像悬挂办法复萧铭三函》，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

档案》（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７８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北京：学习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页。
《张挂领袖像要采取严肃态度》，《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２日。
《华北局宣传部华北军区政治部批评乱画领袖像的通令》，《建设周刊》１９４９第９期，第５９页；《转达出版总署 “印制毛主席像

应注意事项”指示的函》（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８－００２－００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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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进路而言，新中国纪念活动与一般政治仪式别无二致，它本就是兼具表达性和建构性的政治行

为。也即是说，不管是历史向度的纪念与追忆，还是服务于现实的操演与展示，二者仍有赖于对权力

技术加以 “合法合理的运用”①，这是为 “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的客观要求②。基于此，新

中国肖像政治所遭遇的实际难题，完全不止于文化宣传或工商管理部门所关切的标准像绘制、印刷及

其日常监管问题③，而是更集中于中共政治权力与领袖肖像何以能够成功 “联姻”，以及两者之间何

以实现有效互动和规范适用。再进一步地说，前述难题的逐步消解，只是预备了新中国肖像政治实践

的一般性前提；而中共如欲从根本上解决后述难题，既需要承续并规范既往的经验与传统，更需要立

足实际进行制度化的规范与部署，通过发明和践行新中国肖像政治的 “新传统”④，来确保领袖肖像

能够成功介入新中国肖像政治实践。

二、规范与操演：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实施路径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关于国旗的相关决议⑤，次年９月２０日中央人民
政府公布国徽及其使用办法，这标志着新中国基本确立 “用以宣布自己的主权和认同”的政治象

征⑥。在此期间，中央先后两次发布关于悬挂领袖像的规定，并于１９４９年末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
放假办法，这代表着新中国肖像政治的仪式空间和法定时间得以确定。但是，上述法规的次第发布，

并非意味着中共主导的肖像政治将水到渠成，抑或新中国将因此立即赢得人民的 “尊敬和忠诚”⑦。

从本质层面看，它仅意味着新中国肖像政治正规化进程的肇始，并预示着中共必须要对领袖肖像的政

治适用做出严密规范，以及务必要借助纪念活动的象征仪式加以严肃操演，这是推进新中国肖像政治

的客观要求。

由上不难理解，缘何中共在新中国成立仅一周内，就迫不及待地发出 《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的

规定》，随后还就东北地区做出针对性的补充规定。究其缘由，实因它关涉着新中国肖像政治至为关

键的三个问题：一是领袖肖像的选用范围，应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

朱德等人的肖像为主；二是领袖肖像的适用空间，应覆盖 “各公共场所、大会场、礼堂及办公室”，

私人住室可以自由悬挂；三是领袖肖像的排列秩序，应依据机构或集会的性质予以肖像组合、次序排

列以及适时调整⑧。上述三点，基本可视为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初始性规范，并构成中共据以 “想象”

国家政治和开展政治叙事的初步依据。⑨ 与此同时，若再就其实施载体和进路而言，中央虽然在上述

规定中并未言明，但它实际是以纪念 “十一”“五一”“七一”等重大仪式活动为依托的；及至具体

操演的形式及类型，也主要包括集会挂像、游行抬像、报纸登像，以及特定政治空间 （如天安门广

场）摆像等方面。由此，在既已明确的纪念时空和规范部署下，我们得以具体省察领袖肖像介入新

中国政治最为典型的四个 “样本”：

一是国庆纪念中的领袖肖像及其政治适用。国庆纪念是新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家纪念仪式，以每年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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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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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１页。
在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各地实际还制定了更为详细的适用规范，如北京市规定某些地方如有人民群众敬仰的地方领袖以及其他

领袖，其像片可以悬挂于会场两旁；共青团和工会会场的两旁，也可以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像片等。参见 《挂

孙中山及毛主席像的通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７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２－２２１－００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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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日为国庆纪念日，作为一项 “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决定①，绝不止于铭记宣布

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而更在于借此释放其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领袖肖像作为国家政治象征体系

的核心构件，自然成为新中国国庆纪念仪式的符号焦点。１９５０年９月８日，中央首次就国庆纪念的
肖像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庆祝仪式会场挂毛泽东像，群众游行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

恩来像，报纸第一版刊登孙中山和毛泽东像②；同时，为照顾少数民族以及教育群众了解中国革命的

世界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大城市的群众游行可分别加抬乌兰夫、鲍尔汉、赛福鼎像，以及各国人

民领袖像③。以此为基准，中央随后在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２年两次就游行抬像的秩序做出进一步规范，要
求按照前后三排顺序依次抬像，第一排抬毛泽东和孙中山像，第二排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像，第

三排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三排之后抬各国人民领袖像；１９５３年因斯大林逝世，苏
共中央委员主席团９位成员悉数被纳入游行抬像范围 （位列其他各国人民领袖像之前）；１９５４年孙中
山像被单独列入第二排抬行，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像被置于第一排；１９５５年
相较于１９５４年而言变化不多，只因苏联高层再次变动以及中南关系改善，国庆纪念游行中加抬基里
钦科、苏斯洛夫和铁托像。④ １９５６年国庆纪念中央未做具体规定，系与早前收到苏方来函有关。⑤ 纵
观上述规范及其在国庆纪念仪式中的实际操演，或是在庄严的政治集会中 “非毛不挂”，或是在热烈

的群众游行中 “数位并举”，或是在权威的媒介宣传中 “孙毛同框”，或是在繁复的时事变迁中 “顺

势而变”。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新中国国庆纪念的国家政治属性，同时也折射出领袖肖像被寄寓的

丰富的国家 “想象”⑥。可以说，在井然有序的视觉形象背后，实际渗透着中共擘画新中国国家政治

秩序的深刻意涵，而此中因由视觉秩序所构成的国家政治叙事，既与国家形象塑造和政权认同直接相

关，也与国际关系协调和社会政治动员密切相连⑦。

二是 “五一”纪念中的领袖肖像及其政治适用。作为最具历史传统的纪念活动，中共自成立以

来即对 “五一”纪念进行整体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将其确定为新中国的法定纪念
日⑧。其实，“五一”纪念日的最初设立，系源于国际工人运动领袖恩格斯的倡议，而中共运用与之

相关的领袖肖像施以纪念，并藉此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此乃新中国 “五一”纪念

的根本诉求。１９５０年是新中国首次纪念 “五一”，虽然中央未就领袖肖像适用问题做出规范，但北京

市干部庆祝 “五一”劳动节大会现场的肖像布置却极具象征意义，它在主席台上端高悬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并在正中位置悬挂着毛泽东像和国旗；及至５月１日当天，《人民日报》第
一版对此次大会予以详细报道，同时还刊登了刘少奇单幅肖像和大会讲话全文。⑨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
北京市举行８０万人 “五一”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举 “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像、“世界劳动人民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第３０页。
自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人民日报》在１０月１日均照此规范刊登领袖像，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５年的１０月２日则刊登长幅叙事性照片
（国庆纪念大会主席台像和天安门城楼领袖观礼群像）。详见 《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日、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日、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
日、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日、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日第一版内容。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２８７、２９４、４０５、５７５、８３６、９８４、１１８１页。
苏方致函并要求中方，１９５６年 “五一”纪念不要悬挂或抬举斯大林像。参见丛进：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
月》，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２７页。
就中共最为朴素的政治 “想象”以及人民群众实际的 “回馈”而言，在参加新中国盛大国庆纪念仪式操演以后，人民群众所切

身感受的是 “毛主席领导的好”“共产党有办法” “国家前途光明”等系列政治观念。参见 《市委宣传部、市委郊委关于庆祝

“五一”、“十一”示威游行计划和宣布工作报告》（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０８７。
陈金龙：《试论国庆纪念的社会功能———以新中国国庆纪念为中心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第３１页。
《北京举行干部大会庆祝五一劳动节 刘少奇副主席在会上讲话》，《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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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斯大林像以及各国人民领袖画像，《人民日报》同样在第一版刊登斯大林和毛泽东合影予以呼

应。① １９５２年纪念 “五一”前夕，中央特别发布宣传要点和纪念办法，要求将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像列为一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像列为另一组，在庆祝集会会场按自左至右

的顺序加以悬挂 （两组像中间稍稍隔开）；及至群众游行抬像的具体部署，中央要求按照自左至右顺

序第一排抬前一组像，第二排抬后一组像，两排之后抬各国人民领袖像；在报纸第一版登像方面，中

央要求右边自上而下登前一组像，左边登后一组像。② １９５３年５月１日，北京市再次举行５０万人纪
念 “五一”庆祝游行大会，并按照先后次序分排抬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毛泽东和

孙中山像，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像和世界各国人民领袖像。③ １９５４年基本延续了１９５３年的抬
像规范，同时规定在庆祝集会会场可以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像，但前四人像

要挂在较高的地方。１９５５年集会挂像的要求与１９５４年相同，抬像秩序亦与同年国庆纪念要求相似，
只是根据纪念活动的性质差异，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置于第一排。④ 从上述规范不难

发现，“五一”纪念主要是以国际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人民领袖像为主体，将其广泛应用于纪念日当

天的示威游行和政治集会，意在彰显 “五一”纪念的国际主义属性，推动新中国新政权的社会动员

和政治整合⑤，据以关照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实施等重大现实主题。

三是涉苏纪念中的领袖肖像及其政治适用。作为最具现实取向性的政治纪念，中共自建党以来即

高度重视纪念与苏联有关的重要事件、人物和节日，据以积极建构苏联形象、协调中苏关系和赢得苏

方支援，并最终服务于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涉苏纪念寄寓着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和全面学习苏

联的政治诉求，而借助苏联领袖肖像施以具体纪念，无疑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象征及叙事功效。所

以，１９４９年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以后，中央迅即规定在其会堂可自右至左悬挂毛泽东、孙中山、列宁、
斯大林像⑥。而在具体的涉苏纪念中，领袖肖像的适用却又极富变化性，如在北京举行纪念十月革命

３３周年大会的主席台上端，实际是按照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的顺序自左至右挂像的。不
仅如此，该特点反映在报刊登像上也较为典型，《人民日报》在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１年纪念十月革命时只
刊登斯大林像，１９５２年改为自左向右刊登斯大林和毛泽东像，１９５３年又以同样顺序刊登斯大林和列
宁像，１９５５年再次更改为刊登叙事性图像，即根据中央规定自左向右悬挂中苏两国领袖列宁和毛泽
东像 （两国国旗分列两边）的会议长幅照片⑦，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６年则取消刊像。究其缘由，中苏关系
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无疑是导致十月革命纪念肖像选择与秩序规范持续变

化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上述特点还同样反映在纪念斯大林等重要涉苏人物方面。１９５４年中央曾
要求北京和各大区、省、市的报纸第一版均应刊登斯大林照片 （不带黑框），北京及全国各地刊物在

三月份刊登斯大林照片，以示隆重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１９５５年中央指示本年度纪念只刊文不登
像，应重点说明学习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学说的意义，并规定今后应着重纪念

列宁和斯大林的生辰。⑧ 基于此，在纪念列宁诞辰８５周年之际，首都报刊在当月均纷纷刊像或刊图，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庆祝 “五一”节，反对美国武装日本！首都人民今天举行示威大游行》，《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我们伟大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和毛泽东》，《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３５７页。
《首都举行五一节庆祝游行大会 毛泽东主席检阅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５月３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７５５、９３２页。
就仪式操演之后的社会各界反映来看，“工人的天下一年比一年强”，“政府一年比一年强”，毛主席越来越年轻和健康，成为广

大人民群众最为普遍的心声表达，且均转化成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动力和热情。参见 《第五区委关于群众对 “五一”、“十一”

节日的反映》（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７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４０－００２－００１４２。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１页。
《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７日、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７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７日、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７日、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７日第一版相关内容；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９６３、１００３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７４１、９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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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还举行多种形式的图文展览予以配合。① 若再论及重要涉苏事件纪念，其富于变

化性的特点主要彰显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活动：在盟约签订之时，以毛泽东与斯大

林、周恩来与维辛基斯的巨幅照片铺满 《人民日报》第一版；在盟约签订一至三周年的纪念中，《人

民日报》第一版连续刊登斯大林和毛泽东像，并于１９５４年以马林科夫像置换斯大林像②；及至１９５５
年在北京隆重召开五周年纪念大会时，主席台上方又改为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而非悬挂着两国领袖

肖像③。客观地说，上述看似变动不居的肖像适用背后，蕴藏着中共不变的肖像政治策略，“变”与

“不变”的内在逻辑及其政治旨趣，皆为推进苏联形象的建构和中苏关系的协调，借以寻获苏联方面

提供更多的帮助与支持。

四是建党和建军纪念中的领袖肖像及其政治适用。作为新中国常态化的纪念活动，二者分别起始

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和１９３３年７月，即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确立相应纪念日起。④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立足于全新纪念空间和重大纪念节点，频繁借助党和军队领袖肖像实施纪念，此

举既为承载革命成功的历史荣耀，也为表达现实发展的政治旨趣。述及建党纪念，１９５１年是中共建
党３０周年，是年的纪念办法延续并扩充了１９５０年中央发布的纪念指示，同时演化出一套领袖肖像适
用的独特模式。概括地说，中央要求全国党报在建党纪念期间刊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像，纪念会场居中悬挂毛泽东像，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像与列宁、斯大林像；不仅如

此，相关报刊也可加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并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像分

组并列左右，纪念会场还可以自左至右并列一排悬挂上述八人肖像，省级以下的小报还可以只刊登毛

泽东像。⑤ 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７月１日第一版刊像实际稍有变化，采用了自
右向左、一大 （毛泽东像）三小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像）的刊像方式。⑥ 论及建军纪念，中央

规定１９５０年８月１日全国各地报纸只刊登毛泽东、朱德像，纪念会场和游行队伍除适用上述肖像以
外，还可以选用斯大林和金日成像，具体挂法是毛泽东 （右）和斯大林 （左）像居中稍高，朱德

（右）和金日成 （左）像位于两侧稍低位置⑦。１９５２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２５周年，７月２６日全
国总工会发出纪念 “八一”建军节的通知⑧，中共中央随后亦发文，规定纪念日当天会场正面和报刊

第一版悬挂和刊登毛泽东、朱德像。⑨ 相比较而言，新中国建党和建军纪念的肖像适用相对集中，主

要是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主体的中共领袖肖像，并适当使用与中共和中国革命联系密切的苏朝两国领袖

像。不仅如此，鉴于上述纪念活动的独特性，新中国较少就此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并实施抬像，报

刊第一版登像也自１９５３年起停止，直至 “文革”时期才又恢复。其实，新中国建党和建军纪念已不

同往日，除基本沿用民主革命时期的领袖肖像适用模式外，它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兼具稳定性、统一性

和现实性，这与中共领导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党纪念和建军纪念被寄寓的塑造政治权威

的目的，以及借此表达维护国家稳定的纪念旨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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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我国各地展开纪念列宁的活动》，《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１日。
参见 《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５日、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４日、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４日、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４日、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４日第一版相关内
容。

《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４日；《转知中央重新规定悬挂中苏两国领袖像的办法的通知》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广东省档案馆
藏，档案号２３５－１－１２７－１７２－１７２。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２卷，北京：学习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６１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２５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８９、２４５、３７２页。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７月１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１０２页；《庆祝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 京举行示威大会 陆海空军与工人学生等举行盛
大游行》，《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８月２日。
《全国总工会发出纪念 “八一”建军节的通知》，《人民日报》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６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１０２、３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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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纪念活动中的领袖肖像及其政治适用外，中共还就马克思、恩格斯、孙中山等重要人物，

巴黎公社、抗美援朝、“二·二八”等重要事件，以及元旦、“五四”等重要节日展开常态化纪念，

其间既充分适用了多种领袖肖像，也制定了兼具恒定性与应变性的适用规范。鉴于此类纪念活动的性

质差异，新中国极少就此适用游行抬像，更多系借助报纸登像来展开政治叙事。如在元旦纪念当中，

《人民日报》自１９５１年起连续４年刊登毛主席像，并在配文祝贺及慰问新年之余，着力鼓舞爱国主
义政治热情，号召坚定社会主义革命信念，以及动员贯彻和执行党的总路线①；在马克思、孙中山的

生辰纪念中②，《人民日报》于１９５３年５月５日第一版刊登大幅肖像，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２日刊登长幅叙
事性纪念大会图片 （会场中心悬挂孙中山像），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则刊登大幅孙中山大幅肖像，据以
鼓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马克思的理论，肯定经由孙中山开创以及最终由中共完成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伟

大意义③。从总体上看，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的新中国肖像政治，无论是在仪式操演的频次与规模上，
还是在肖像适用的典型性与规范性上，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均是首屈一指。这也间接验

证了美国学者Ｖ．Ｅ．波奈尔的观点：１９１７年布尔什维克面临的关键问题，既在于夺取权力，更在于
获取意义④。若就１９４９年的中共和新中国而言，它们实际遭遇着与苏联共产党相同的际遇和问题。
为此，进一步推进新中国肖像政治的严格规范和有序实践，无疑成为中共解决上述问题，亦即进行新

中国政治权力生产、意识形态传播和合法性获取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三、象征与询唤：新中国肖像政治的价值内涵

有论者指出：“权力和肖像成功的背后，是构筑起整个帝国的关于文明、荣誉和记忆的共同价值

和理想。”⑤ 从本质意义上看，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基本旨趣亦在于此。然而，若就实际 “构筑”过程

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仅就领袖肖像适用做出系列规范尚不足道，还须对其进行 “意义”的象征与

询唤。换言之，中共还需要立足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客观实际，审慎而又灵活地采用一定组合模式、排

列秩序、运行策略和轮换机制，建构领袖肖像象征与客观现实生活间的多重隐喻关系，据以赋予中共

执政社会主义 “新中国”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唯有如此，方可以形成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引导、价值

灌输和实践动员，从而为最终建构起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和价值信仰奠定基础。

有鉴于此，实事求是地厘定领袖肖像的自我特质，以及它在一定组合模式中被象征和询唤的整体

形象意涵，就成为新中国肖像政治实践的首要前提。正如在适用毛泽东肖像的仪式进程中，我们首先

需要把握并确定：新中国成立以前，其形象意涵基本可以涵括为中国共产党、中共军队和中共根据地

政权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虽有国内外共产主义领袖和联合国领袖的称谓，但它并非被列于特定肖像组

合的较高位次⑥；新中国成立以后，除继承并强化前述涉党和涉军形象意涵外，毛泽东肖像的国家政

治属性被特别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领袖成为其形象内核⑦。也正是基于此点，毛

泽东肖像几乎被适用于新中国所有重大纪念仪式，并被化作国家、政党、政权和军队的最高权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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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４年１月１日第一版相关纪念内容。
围绕恩格斯生辰的相关纪念图像 （也包括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孙中山等），主要以反映其学习、工作、生活以及革命斗争的

照片或肖像为主，集中刊登于 《人民日报》第三版及之后相关版面内容。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国家建设工作》，《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５月５日；《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人民日
报》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２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２日。
［美］Ｖ．Ｅ．波奈尔：《政治图像志———苏联时期的宣传画艺术》，《新美术》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ＪａｎｅＦｅｊｆｅｒ，Ｒｏｍａｎ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Ｂｅｒｌ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０８，ｐ．４３３．
参见 《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和 《新华日报 （华北版）》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日、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日、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１日第一版
或第二版相关纪念内容。

《全世界人民向中国人民致贺 欢迎我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京津沪中苏友协盛会 欢庆苏联十月革
命节》，《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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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成为最具 “兼容性”的肖像组合选用对象。相比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等人

的肖像特质和形象意涵较为稳固，前三者基本可以统一涵解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

师①，并将其普遍适用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信仰等范畴的政治叙事。孙中山作为国家民族

和革命正统的历史象征，其形象特质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前 “国共合作视觉化的产物”，转化为各民主

党派政治协商共建新中国的现实象征②，继而在 “十一” “七七” “九三”等相关纪念仪式操演中，

进行着有关统一战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方面的政治主题性叙事。斯大林肖像在新中国的适用最

为繁复，起初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肖像 “共享”形象意涵，被广泛适用于增强人民群

众的国际主义认识、鼓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开展新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等系列政

治叙事③，同时它还在中苏友好同盟的政治框架下，被推崇为 “世界人民领袖”以及 “整个进步人类

的朋友和导师”④；而后，因由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揭批，斯大林肖像适用遭遇重大政治分歧，

中共虽未效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政党的做法，即在重大政治仪式中将其直接撤换，却也因此招致苏

联方面的不满⑤。纵观上述领袖肖像的基本涵解，其形象内涵往往奠基于革命历史，其肖像象征却又

充满现实意味，并且最终均是依托于类型各异的仪式操演及政治叙事，渐趋构成对 “新中国”的政

治象征与表达，进而推动着 “无形的”国家向可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转化⑥。实际上，这正是领袖肖

像之所以能够 “想象”新中国政治的价值依据与实践进路。

及至领袖肖像的形象组合与秩序排列，此乃新中国肖像政治实践的常规之举，而据以征兆出的领

袖整体形象意涵，往往能够表达相较个体更为丰富的 “意义”，以及释放更加多维的 “价值”。其中，

若以毛泽东肖像在新中国肖像政治实践中的组合适用来看，它实际包含了以下多种模式：如国庆纪念

中的 “毛泽东＋孙中山”模式，涉苏纪念中的 “毛泽东 ＋斯大林”模式，象征人民军队的 “毛泽东

＋朱德”模式，表达政党和国家政治属性的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模式等。与此同时，
上述组合模式虽然相对固定，但在具体适用于集会挂像、游行抬像和报刊登像时，却又在排列秩序上

多有调整，固然其基本意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而选择适用的价值维度和历史解释已截然不同。诸如

上文述及孙中山肖像的单列抬举，系与第一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颁布，以及动员全国人民解放台湾等历史背景以及宣介意图直接相关⑦；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四人像在适用于挂像和登像时，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两组左右并立或者

前后分列，实与 “五一”纪念的国际主义特质，以及在两大阵营对立紧张局势下，鼓舞全国人民增

强社会主义建设信心，提高社会主义革命警惕性的政治诉求不无关系⑧；及至斯大林像所具有的 “全

世界人民领袖”的独特意涵，也使其与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组合模式的肖像适用有
所差异，但此 “专属”形象旋即又消解于苏联国内政局骤然变化而带来的调整⑨；至于十月革命纪念

中 “毛泽东＋列宁”模式的短暂出现，及其作为中苏两国国家领袖 （肖像）的界定，特别是随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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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解放的旗帜》，《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５月６日；《恩格斯———伟大的革命的思想家和无产阶级的领
袖》，《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８日；《准备纪念列宁逝世 中苏友协总会拟定活动项目》，《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７日。
《纪念孙中山先生 要为贯彻今天的中心任务而奋斗》，《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纪念大会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２日；《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１９５６
年１０月３１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２９３、３５７、３７１、４３２页。
《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法捷耶夫演说词》，《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６日。
柳建辉、曹普：《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３０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ａｌｚｅ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８２，２（Ｊｕｎｅ１９６７），ｐ．１９４．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８３７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７５２页。
［苏］德·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的政治肖像》，陈启能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５２页；《苏共中央关于克
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７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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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苏两国国旗所替换，确系基于国家利益获取、党际关系协调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而做出的选择特

例，此举既显示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急剧变化，也反映出中共灵活的肖像政治应变艺术①。凡

此种种，它已非立足于常规视觉秩序的简单规范，而所谓的自左至右、由上而下、前后相承、双列并

陈、三排并列等秩序要求，抑或两人组合、四人组合甚至八人组合等编排模式，甚至于将苏共中央主

席团成员集体列入抬像范围②，除却征兆着国内外政治秩序的确立与变动之关系外，个中的核心旨意

还在于藉此所传递的政治象征意义，因其既关乎着国家权威和民族利益，也关系着党际关系和国际格

局，同时还无一例外地深刻作用于新中国国家政治生活。

也正是基于上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国内外态势的复杂性，中共在制定系列领袖肖像适用规范以

后，同时还确立了灵活多变的运行策略和轮换机制，以满足践行和调试新中国肖像政治 “新传统”

的需要。其中，在权威媒介或重要政治空间频繁重复再现领袖肖像，是新中国肖像政治实践的基本策

略，此举对于直接建构国家、政权和政党的精神文化象征具有重要价值。反映在 《人民日报》刊登

领袖肖像方面，元旦纪念中的毛泽东像和国庆纪念中的 “毛泽东 ＋孙中山”肖像组合均连登４年，
建军纪念中的 “毛泽东＋朱德”肖像组合和中苏友好盟约签订纪念中的 “毛泽东 ＋斯大林”肖像组
合也是连续重复３年；不仅如此，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的年度重大纪念活动中，毛泽东像单独或组合
刊登累计超过年均５次，斯大林像的刊登频次几乎与之相当③。实际上，重复登像意味着领袖形象的
持续强化，其最低层次的政治效用在于表达历史尊重和现实肯定，而其根本价值却在于 “新中国”

政治记忆的时代刻写。④ 不仅如此，与重复再现策略相对，领袖肖像适用还面临着适时轮换的问题，

这是基于适应新中国肖像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而做出的必要选择。反映在集会挂像方面，就有从开口

像片和仰视像片向略向左平视肖像的变化，以及肖像规格在一大多小和大小相当之间的轮换⑤；前者

意在凸显领袖权威和领导人的亲和力⑥，后者着意于征兆民主平等和统一规范，而前后嬗变的核心旨

趣，实为表达团结国内一切和平友好力量共建新中国的美好夙愿和坚定信念⑦。而反映在游行抬像方

面，也有如根据纪念活动性质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就铁托、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的肖

像，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领袖像的抬举做出差异性规定⑧，同时还根据陈云的贡献及其在党和国

家中政治地位的提升，将其纳入中共领袖抬像范围之列的特例⑨。进一步反映在报纸刊像方面，先是

就肖像选用对象进行轮换，除去涉苏纪念因遭遇斯大林逝世和苏共二十大而做出的调整外，中央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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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 中苏友协总会举行庆祝会》、《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道路前进》 （社论），《人民日报》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７日；《北京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７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５７５、７５５、８３６、９３２、９８４页。
该数据系根据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国家重大纪念日当天 《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像统计所得。

建党３０周年纪念仪式操演结束以后，北京各界人士形成的重要思想转变亦即政治观念主要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诚心佩服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人民的救星”， “我们要拥护毛主席”， “吃水不忘淘井人”

等。参见 《市委宣传部、组织部、郊委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活动的计划情况报告》（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７日），北京市档
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０８６。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８９、１０２、１１６页。
就其直接表现效果而言，在参加完 “五一”和 “十一”庆祝游行后，人民群众普遍反映 “毛主席挺年轻，还能领到我们几十

年”。参见 《市委宣传部、市委郊委关于庆祝 “五一”、“十一”示威游行计划和宣布工作报告》（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北京市
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０８７。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２９２、３７１、４０４、５７４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９８４、８３６页；《转知中央重新规定悬挂中苏两国领袖像的办法的通知》（１９５５年３
月２１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２３５－１－１２７－１７２－１７２。
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４页；《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北京：学习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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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纪念中是否刊登中央委员以及候补委员做出调整①；后是就图像的呈现方式进行轮换，主要是在

国内外敏感时期或关涉重大现实主题的纪念活动中，以叙事性纪念图像或照片替换常规的非叙事性领

袖肖像，如１９５４年国庆纪念和１９５５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均刊登纪念大会场景图片，
１９５６年国庆纪念以机场接访苏加诺到京图片为中心。② 如此举措，同样反映出在新中国肖像政治实践
中，中共务实而又灵活的政治策略。

除依据上述方式和策略来释放新中国肖像政治的价值意涵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作为

“代表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的神圣空间来确立其合法地位，并同时宣示中国的主权”的核心政治空间

———天安门广场———还提供了领袖肖像适用 “最为直观的细节”，以及新中国政治观念和价值信仰最

为直观地仪式呈现方式③。此点主要反映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空间的设计构成及其肖像适用上：一是在

天安门城楼悬挂毛泽东巨幅肖像，二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抬像，三是在其周边根据特定秩序而设

定的摆像或立像。众所周知，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起，高６米、宽４６米、总重
１５吨的毛泽东像即悬挂于天安门城楼④。如此规格的肖像绘制与悬挂适用，意在借助数倍于本人身
体的巨幅画像，向参与重大国家纪念的人民群众进行仪式中心的聚焦、象征与隐喻。也即是说，它已

完全不止于传递与毛泽东本人具有同一性的领袖形象，而是着重于表达 “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共

聚 “人民广场”欢庆 “人民节日”的民主意涵⑤。不仅如此，毛泽东、孙中山、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的肖像除适用于前述游行抬像外，中共还在天安门两边竖立马克思、恩格斯 （东

边）和列宁、斯大林 （西边）像，而孙中山像则被置放于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挂像的正对面 （现人民

英雄纪念碑处）。如此空间格局的设定与肖像规范的适用随后被延续多年⑥，因其实际寄寓着中共意

图从南北、东西两个方向领袖肖像的对望关系中，直接表达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发展轨迹和根据”的政治意图⑦。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广场即被视如中国的 “红场”

而不断加以改造，借以适应建构新中国国家纪念空间的需要。天安门广场也着实作为 “官方控制的，

封闭的，要服从单一政治思想的，气氛是严肃的，是一处强调纪念意义的地方”，关联着新中国的政

权、历史和外交 （与苏联）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客观地说，中共借此实施新中国肖像政治，

已远非一般政治图景式的空间想象，而是要借助国家性政治空间的仪式操演和政治叙事，努力 “使

一个年轻的国家接受统一的社会主义景象来宣传党的政治议程，获取大众对政权合法性的拥护，强调

毛泽东的中心地位，以及激发民族自豪感”⑧。为此，新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纪念活动，均是以天安门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８３６、９３２、９８４、３７２页；《首都热烈纪念中苏友好同盟四周年》，《人民日报》１９５４
年２月１４日；《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六周年》，《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７日；《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
年 中苏友协总会举行庆祝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７日。
《首都各界举行大会庆祝建国五周年》，《人民日报》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日；《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人民日报》
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４日；《首都数十万人夹道欢迎苏加诺总统》，《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日。
［美］洪长泰：《空间与政治：扩建天安门广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 （２００７）》，北
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３页。
树军编著：《天安门广场历史档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６页。
参加 “五一”和 “十一”庆祝游行后，北京市广大群众纷纷慨言：（１）“过去皇帝、国民党都是自己乐，现在真是与民为乐”。
参见 《庆祝 “五一”等重要节日有关材料》（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１－００６－００６２８；（２）“从前谁也
看不见蒋介石，可是现在一年就能看见毛主席好几次”。参见 《第五区委关于群众对 “五一”、“十一”节日的反映》 （１９５１年
１０月７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４０－００２－００１４２。
《市委有关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的报告》（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８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４９；《中共
北京市委关于首都庆祝建国十周年阅兵和群众游行计划向中央的报告》（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９日），《北京党史》２００４年第５期；《市
委关于 “三八”、“五一”、“十一”等节日纪念活动的报告、批示及关于群众在街上张贴列宁、斯大林像和标语的简报》（１９６１
年４月２７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３８８。
《庄严的庆典———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１页；于帆： 《肖像与秩序———孙滋溪 〈天安门

前〉中的领袖像与国家意象》，《美术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美］洪长泰：《毛泽东时代的庆祝游行：中国五十年代的国家景观》，《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试论新中国纪念活动中的肖像政治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广场作为政治性活动和群众性活动的中心①，进而它也成为向中外人士传达 “中国人民如何表现了胜

利的欢欣，巨大的劳动热忱，政治的高涨情绪，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同志的忠诚与热爱”

的中心符号地带②，发挥着藉此寻获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人民民主专政国际认同的重要功能③。

言及至此，我们不难发现：经由肖像特质、组合模式、秩序位次的逐步厘定，以及操演策略和轮

换机制的合理选择与规范适用，特别是领袖肖像价值意涵的最终赋予和成功释放，新中国肖像政治得

以按照一定的标准、规范和步骤有序实践，并渐趋建构出一套以领袖肖像为政治符号象征、以重大纪

念活动为实施依托、以天安门广场为典型政治空间的肖像政治象征系统。而该系统一旦建构成功，那

些原本看似静止、孤立的政治仪式 “道具”，也就实际超越了其自身作为图像的 “自然意义”和 “常

规意义”，转而在 “本质意义”暨政治文化或政党文化的层面上④，最大限度参与到 “新中国”的政

治叙事和 “社会景观”建构当中，并最终助益于新中国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持续生产及其强化。

四、结　　语

依据上述史实，此处或可归纳出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基本轨迹与特点。先从肖像政治的实践过程来

看，它在前期是规范迭出且又频繁操演，在后期是稳中有降却又意指明确，反映出新中国肖像政治正

在经由建章立制向规范实践的发展嬗变；再从肖像适用的策略选择来看，它既保持了稳定性以稳固形

象意涵，又凸显了应变性以因应形势骤变，折射出新中国肖像政治适用机制正渐趋走向成熟；复从仪

式操演的政治效果来看，它既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主题的系统宣介，也带来了广大人民群众社

会心理的积极变化，释放出领袖肖像独特的社会政治意涵及功能。可以说，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的肖像
政治实践，既构成了新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共塑造和践行政治文化 “新传统”

的重要尝试。概言之，它是以逐步完善的政治规范与日臻娴熟的政治技术，配合着政治力量的强力介

入和社会组织的全面动员，共同推动新中国肖像政治走向成熟并取得实效。

若就新中国肖像政治的具体功能而言，它既是积极的，亦是多维的。其中，形象塑造是其直接功

能，政治象征是其核心功能，社会整合与关系协调是其基础功能。一方面，领袖是具备传播载体特质

的独特群体，领袖肖像是直接构成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将其广泛适用新中国肖像政治实

践，据以积极介入新中国国家政治叙事，有助于消除广大民众对共产党、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懵懂无

知的状况⑤，有利于消解因由境外势力 “他塑”而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⑥，还能够直接反击国民党针

对新中国纪念活动所发起的攻击⑦，进而立足于中共的象征符号、发展绩效、政治纲领三个维度逐步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赵冬日：《天安门广场》，《建筑学报———庆祝建国十周年》１９５９年第９、１０期。
《在中苏友好协会全国代表会议上雅科夫列夫的讲话》，《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７日。
外国代表团成员在参加国庆观礼后多有感慨，高度肯定 “中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上下是一致的”，表示回国后

一定要努力搞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参见 《１９５５年国庆节筹委会群众游行指挥部工作总结》（１９５６年３月３１日），北京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１８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１。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３页。
《艾思奇全书》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１—６２页；《陕西商南县农民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内部参考》第
１８７号 （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６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９４页。
《宋副主席发表谈话 痛斥 “美国之音”谎言 我政府完全能够克服任何灾荒 决不接受蓄有侵略意图的东西》，《人民日报》１９５０
年５月２５日；《“美国之音”和它的 “肉喇叭”》，《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庄严的庆典———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
第４８４—４８６页。
在新中国重大纪念活动中，国民党通过涂画反动标语、张贴国民党旗帜、鼓噪学生唱国民党党歌和配戴有国民党党徽的帽子，以

及利用少数落后或反动学生在游行时乱喊 “蒋委员长万岁”口号，造谣 “十月一日站在主席台上的不是真毛主席，真的看不着”

等形式和内容来破坏新中国纪念仪式，丑化党的思想宣传，削弱党的动员效果。参见 《市委宣传部、市委郊委关于庆祝 “五

一”、“十一”示威游行计划和宣布工作报告》（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０８７；《第五区委关
于群众对 “五一”、“十一”节日的反映》（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７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４０－００２－０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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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党的形象，以及依从新中国的政治议程、制度规范、价值认同三个层级有序建构国家形象。另一

方面，领袖肖像作为政党和国家外在的、可视的政治象征，能够将其最为隐秘的信仰和观念直观地加

以呈现，新中国纪念仪式中广泛适用领袖肖像，其直接功效无疑是表达尊敬、崇拜与忠诚，但其根本

价值却胜在征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改造及其道路选择的正当性，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的科学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新中国获取政治认同和政治权威的依据所在。① 再

一方面，领袖肖像是一种人格化、情感化和形象化的非语言政治叙事符号，能够发挥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的政治功效，因而在政治鼓动、思想渗透和理论教化等方面价值斐然。事实上，但凡经

历过新中国重大国家纪念活动的历史当事人，无不从声势浩大的游行抬像以及所处的特定纪念氛围

中，感受着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获得、中苏友好同盟的稳固以及世界各国人民

的团结②，这是新中国肖像政治据以整合各方力量和协调国家关系的价值表现。概言之，以领袖肖像

为中心，以纪念仪式为依托，中共全力推进新中国肖像政治，既有效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承续、中央

与地方的联络、中国与域外的沟通、领袖与群众的互动，也成功促成领袖肖像所蕴含的政治 “价值

和意义”被 “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进而在常态化的国家纪念中持续地 “重复”和 “延

续”③。

总之，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的新中国肖像政治，既寄寓着中共实施思想引导、价值灌输、认同寻
获、权力生产等多维诉求，也契合了转型时期中共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当前，再次与领袖

肖像面对面而立，它为我们提供了 “直面历史”的可能④，但此处还应辩证地吸收莱辛对以图画形式

表达普遍思想之意图的批评，谨防由此产生的 “各种怪诞的寓言形式”及其遗害⑤。究其缘由，实因

肖像政治既与权力生产相关，亦与权力操演关联，须臾离不开坚定的政治理性以及严肃的科学精神，

这是中共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形象政治必须谨记的。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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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仅就 “中苏友好月”相关纪念而论，各界群众在经历盛大的仪式操演后，逐步形成 “热爱苏联、向苏联人民学习，走 ‘俄国人

的路’”的基本政治共识，积极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 “已经成为北京各阶级人民的努力方向”。参见 《市委宣传部

关于北京市中苏友好月宣传工作情况向市委、华北局、中央的报告》（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００１－０１２－
０００９９；《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３卷，第２９１、４２５、４３１、７５２、９１６页。
《庄严的庆典———国庆首都群众游行纪事》，第６７、９２、４８１页；树军编著：《天安门广场历史档案》，第２３０页。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０页。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第９页。
转引自 ［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４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传播的个案研究

童建军　刘亦芳

【摘要】学校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课程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教材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

体。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教材是观察和理解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窗口。从１９８２
国家教委颁发 《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到２０１１年教育部颁布修订后的
《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修订版）》，我国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教材在知识内容生活化与

书写形式童趣化上都发生了重要改变。以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典型性小学思想品德教材为研究文献，

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是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变迁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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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童建军，江西鹰潭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亦芳，广西贵港人，（贵港 ５３７１００）中共广西贵港市委员会办公室。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 “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 《传统典故在 “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１５ＪＤＳＺＫ０３３）、２０１７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 “十三五”规划马哲专项一般课题 “新媒体新技术融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与前景”

（２０１６ＧＺＭＺＹＢ０３）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色，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小走向强大的宝贵智

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

局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世界秩序新格局和人类文明新趋势的宏大历史背

景中，以意识形态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和规律性的科学把握为前提，以因时顺势创新意识形态工作

的理念、手段和载体为重点，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前

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的根本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传播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上虽然出现过失误，但是更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以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教材、１９９９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教材、２０１５年版 《品德与生活》和

《品德与社会》教材为文本分析对象，借鉴社会科学定性研究和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这三套教材在

知识内容与书写形式上的变更，管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变迁的基本经验，前瞻

性把握新时代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力的主要规律。

一、思想品德教材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

为什么要研究教材？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在法国社会学家和教育

学家涂尔干看来，教育就是使年轻人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承担着将个人同化于社会以及将社会内化

于个人的双重使命。社会化的内容就有多维性，但是，其核心是意识形态的教化，使人由 “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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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状态完成向 “应是”的社会状态的演变。关于教材与意识形态之关系的学理研究，国外学者

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以阿普尔为代表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基

础，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集中分析了课程和教材中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霸权现象。阿普尔

以教材为研究切入点，经由历史分析法，在其标志性著作 《意识形态与课程》中明确指出，“我们必

须至少在学校生活的三个领域里提问这些问题：（１）学校基础的日常规范如何使学生学习这些意识
形态；（２）这些特殊的课程知识形式在过去和现在是怎样来反映这些结构的；（３）这些意识形态怎
样被反映为教育者自身的基本理念，并控制和指导他们的行动，给他们的行动赋予意义。”① 在阿普

尔看来，教材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受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学校基础的日常规范、课程知识及教师理

念都必须围绕实现教材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设置或者调整。阿普尔认为，“学校实际上满足许多个体的

学习兴趣，但同时从经验来讲，学校同时充当了在分阶层社会中阶级关系的经济和文化再生产权力机

构的角色。”② “如今围绕教科书的热点是：教材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在决定我们应该教什么

的问题上究竟扮演怎样的核心角色？教材的真实效力和设计是怎样的？”③

因此，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而选择和组织学校教材，使学校教材集中体现国家意志，是

古今中外普遍通行的规律。“教科书的目的在于按照年龄和发展水平，以适当的方式呈现内容。它们

阐述那些被认为是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它们将一整套价值观和预设加以符号

化地表现，这些价值和预设关系到某个民族及世界，也关系到个人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④ 这段引

文的核心观点说明，教科书不能也不该 “价值无涉”。恰巧相反，教科书事实上是且应该是承载特定

的价值观。教材文本的选择以特定价值观为依据，“是统治者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本体现，所选

的文本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以教科书为载体传达国家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通过对教科

书中的价值取向的控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⑤。因此，教材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美国

著名教育学家埃利奥特·Ｗ·艾斯纳把 “课程的意识形态定义为关于学校应该教什么，为什么目的而

教，及因什么原因而教的信念”⑥。２０１４年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意见》指出，“课程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集中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学习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为什么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是观察和理解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传播变迁的重要窗口。描摹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变迁存在着不同的视

角。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间化、社会化和实践化的集中表达，

内容更具有系统性，受众更具有广泛性。我国学校直接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的

教材，主要是各级国民教育系列使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或者泛称德育教材。它在小学阶段被称为思

想品德课教材，在中学被称为思想政治课教材，在大学被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尽管在名称上有

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当代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课程教

材，是当代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教

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必然引发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工作重

心的变革，从而要求思想品德教材因时顺势地改革和调整，以紧扣和紧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和大众化的教育使命，以有效回应社会意识领域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变化。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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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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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Ｗ·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化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页。
［美］迈克尔·Ｗ·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化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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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页。
［瑞典］胡森主编：《教育大百科全书》第１卷，丛立新、赵静等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页。
张三花：《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研究评述》，《教育科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美］埃利奥特·Ｗ·艾斯纳：《教育想象———学校课程的设计与评价》，李雁冰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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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各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总能适时地变革，以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

新要求。

为什么要研究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就其教育客体而言，有

小学、中学和大学之分。研究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的根本原因在于，小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决定了他

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洛克认为，初到世界时，人的心灵如白纸一

样，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人类后天的经验性习得成为思想观念成长的根本性途径。教育作

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愿望和要求。它必须由年长一代有

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把人们积累的有关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知识和技能，系统地有步骤地传

授给年轻一代。”① 但是，不同的教育内容有着不同的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任何一个

思想观念，要在全社会树立起来并长期发挥作用，就要从少年儿童抓起。”② 这句话可以从个人成长

和社会发展两个维度去解释。从个人成长来看，少年儿童是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具有易受

影响性，可塑性强，容易经过教育养成良好的品行和习惯。少年儿童接受的价值观念会深刻影响着他

们成长后的社会生活，“幼小时所得的印象，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小到几乎察觉不出，都具有极重大

极长久的影响”③。从社会发展来看，少年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当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成长为社

会的中坚力量后，那么，他们幼时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就会成为社会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着社

会发展的方向。可见，少年儿童时期传导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以及如何传导价值观念至关重要。换言

之，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来说，价值观念的传播必须从少年儿童开始就精心设计。我们党充分认识到

少年儿童价值成长的根基性意义，因此，始终高度重视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建设。

为什么要研究本文选定版本的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建设随着改革开放

的进程而与时俱进。１９８２年我国颁布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大纲 《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

纲 （试行草案）》，全国各地小学逐渐开设思想品德课。１９８６年我国正式颁布 《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

课教学大纲》。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式确立的第一个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根据 《全日制小

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我国组织编写了１９８６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１２册教材。１９９２年正式确立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为适应新的时代背景，１９９７年国家教委颁布 《九

年义务教育中小学思想品德课程和初中思想品德课课程标准 （试行）》，并据此编写了１９９９年版 《小

学思想品德》１２册教材。在新课改的基础上，２００２年我国颁布了 《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

课程标准 （实验版）》，将原来的小学思想品德课划分为小学低年级的 《品德与生活》课和小学高年

级的 《品德与社会》课。经过十多年的实验与改革，２０１１年颁布了修订版的 《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

和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修订版）》。它成为编写２０１５年版小学 《品德与生活》和 《品德与社会》

１２册教材的指导性文件。因此，１９８６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教材、１９９９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教材

以及２０１５年版 《品德与生活》和 《品德与社会》教材，基本对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时间节

点或者三段重要的历史进程，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的早期探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２１世纪全面深化改革时期。

二、思想品德教材知识内容日益生活化

改革开放以来，小学思想品德教材的知识内容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１９８６年版、１９９９年版及
２０１５年版这三套教材都设置了行为习惯、道德品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历史文化、规则纪律、
科学技术、民主法治、健康安全、劳动、环境保护等知识内容。尽管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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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１日第２版。
习美娟：《洛克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内容的篇幅和比例有差异，但是，无论教材如何变化，它们始终未退出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在这些

知识内容中，不同版本的教材都比较重视行为习惯、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的知识设置。它们构成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最主要的知识内容。１９８６年版教材中排在前三的知识内容依次为行为习惯占所有内容
的２５３％；道德品质占所有内容的２１８％，爱国主义占所有内容的１４８％。１９９９年人教版教材中排
在前三的知识内容依次为行为习惯占所有内容的２７６％，道德品质占所有内容的２５０％，爱国主义
占所有内容的 １２２％。２０１５年人教版教材排在前三的知识内容依次为文明习惯占所有内容的
２５４％，爱国主义占所有内容的１９０％，道德品质占所有内容的１１７％。

１９８６年版、１９９９年版及２０１５年版这三套教材虽然体现出明显的知识内容上的承接性，但是，它
们彼此之间在知识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异性。理解这种差异性的主线就是知识内容变化的生活化趋

势。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的知识内容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和成人化价值倾向，

严重忽略了对受教育者生活的认识和尊重。彼时的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中，以小学生的生活作为

题材的课文所占比重为４６８％，不足５０％。即便这部分知识内容看似来自生活，但实质上其中很多
知识内容与小学生的生活并没有必然的、独特的紧密关系，不是小学生所能感受到和观察到的生活，

更不是他们正在过着的生活，而是描写出来的关于生活的文字、符号或故事。当受教育者的生活与

《思想品德》教材描写的生活严重脱离时，教材难读、教师难教和学生难学，就是情理中的必然结论

了。２１世纪以来的小学思想品德教育提出要回归儿童生活世界，引导儿童在自己的生活中培养良好
的行为习惯、生活态度和探究等实践能力，为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共处打下基础。２０１５年版小学思
想品德教材中，学生生活题材占９０８％，教材取材于儿童生活，紧紧围绕儿童生活，从儿童在生活
中可能遇到的人物、事情来安排内容。其 《品德与生活》课程性质定位在小学１至２年级开设的以
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具有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一门活动

型综合课程，围绕健康安全地生活、积极愉快地生活、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和动手动脑有创意地生活

这四个方面谋篇布局。其 《品德与社会》课程的性质定位为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

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围绕我的健康成长、我的家庭生

活、我的学校生活、我们的社区生活、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共同世界这六个方面，从个人、家庭、学

校到社区、家乡、国家、世界，按儿童逐步扩大的生活领域为教材框架来确定知识内容。

我国最早提出生活教育思想的是陶行知。“回归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编写理念是针对以往

教材脱离学生的生活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无效提出来的重要理念变革，旨在从根本上克服思想政治教

育无效的困境，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切实推动学生的发展。这种理念认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注

重基本概念的讲解和重大理论的灌输，往往脱离了受教育者真实的生活世界，“长期以来，我国传统

的学校德育课程就是以成人生活为背景，以成人文化为导向，并按照学科逻辑编制的知识系统来教授

在儿童看来只是僵化死板的教条和抽象的规则”①。生活德育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向生活世界的

回归，并以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裁剪或者增加知识内容，或者改变既有知识内容的诠释视角，使教材

立足、尊重、回应和引领受教育者的生活，从而使教育是为了生活的教育，是在生活中教育，是有关

生活的教育。

第一，小学生难以精确理解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和概念逐步不再直接出现在教材，而是将其精神

弥散性融合在教材的相关章节中。这在 “共产主义”和 “集体主义”的教材使用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１９８２年 《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中 “共产主义”总共出现 ７次，
１９８６年 《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中 “共产主义”总共出现６次，１９９３年 《小学德育纲

要》中 “共产主义”只出现１次，１９９７年 《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

准 （试行）》、２００２《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实验稿）》及２０１１《小学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修订稿）》中不再出现 “共产主义”的概念。与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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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修订组：《义务教育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解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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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材中关于 “共产主义”的表述不断细化。根据１９８６年 《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编

写的小学 《思想品德》 （试用本）教材中，课文 《时刻准备着》介绍了关于 “共产主义”的知识，

并在课后练习第一题要求学生回答 “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的科学理论是谁创立的”以及 “时刻准备

着”这一句中国少年先锋队呼号的来历。此后，在１９９９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教材和 ２０１５年版
《品德与生活》和 《品德与社会》教材中， “共产主义”的表述不再出现。有关集体主义的内容在

１９８６年版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中所占的比重为６３％，在１９９９年版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中中所占的
比重为７１％，在２０１５版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中教材中所占的比重为３３％。１９８６年版和１９９９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有多篇直接以 “集体”作为标题的课文，但２０１５年版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则不
再出现直接以 “集体”作为标题的课文，而是将集体主义的精神融合在 《我升入了二年级》《我们班

里故事多》《不一样的你我他》《分享快乐》以及 《大家的事情大家做》等相关篇章中。

第二，小学思想品德教材中榜样人物逐渐由高大上向近平实演变。思想政治教育是教与示的统

一，而且同教相比，示的影响更直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①。因此，发挥榜样人物的示范性引领

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选取什么样的榜样人物关系到教育成效。小学思想品德教

材选用作榜样的人物类型包括近代以来的政治家 （政治领袖和革命家）、古代历史名人、现代行业楷

模 （科学家、作家、运动员及其他）和现代普通人物等。１９８６年版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中，共计

出现榜样人物１１２人；１９９９年版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中，共计出现１１５人；２０１５年版 《品德与生

活》和 《品德与社会》教材中，共计出现７６人。在榜样人物的类型上，１９８６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

教材中，近代以来的政治家计４１人，占３７３％；１９９９年版教材为３９人，占３３９％；２０１５年版教材
为１０人，占１３２％。１９８６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教材中，普通人物计２人，占１８％；１９９９年版教
材为１人，占０９％；２０１５年版教材为２３人，占３０３％。１９８６年版 《小学思想品德》教材中，行业

楷模计４４人，占４００％：；１９９９年版教材为５２人，占４５２％；２０１５年版教材为２１人，占２７６％。
可见，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重视政治家和行业楷模相反，２０１５年版的小学思想品德教材更重视贴
近日常生活的普通人物的榜样示范性。１９８６版和１９９９版小学思想品德教材除了政治人物的广泛出
场，利用政治人物的事迹教育小学生之外，即使是以普通人物作为教材榜样的课文，最后结尾也是要

升华到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政治高度。例如课文 《要负责任》以学生日常生活故事为例，教育学生

懂得责任，课文结尾的 “点睛”之处在于，“从小培养负责任精神，长大后才可能负责地完成人民交

给的各项任务，使人民放心”。

第三，生命教育逐步进入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１９９７年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中 “生命”一词

出现３次，要求在小学低年级和中年级进行生命教育，但 《思想品德》教材中生命教育内容的比重

仅为０６％，直接与生命教育有关的课文就是１９９９年版教材中的 《珍惜生命》。该文的结尾是，“父

母养育我们，国家培育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健康成长。我们要学会自我保护，注意安全，珍惜自己的

生命。”随着时间推移，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中 “生命”的词频增加，２０１１年小学德育课程标准中
一共出现８次 “生命”，以学生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相应地，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中

生命教育内容的比重上升到２６％，同时，教材里不再出现要求小学生学习英雄人物自我牺牲的精
神。如果将传统上健康安全方面的知识内容纳入生命教育的范畴，那么，在１９８６版教材中健康安全
方面的知识内容所占的比重为１４％，１９９９版教材中所占的比重为３８％，在２０１５版教材中所占的比
重为７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小学德育教材对小学生的健康安全教育内容不仅所占的比重低，而且知
识不够丰富，主要教育小学生锻炼身体、防火触电等，心理健康教育还没有出现。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健康安全教育内容不仅涉及小学生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还注重培养小学生牢记交通安全，防

止上当受骗，不玩火触电等安全习惯。同时，心理健康教育开始受到关注，逐步弥补了学校德育以往

这方面的空白。２１世纪以后，健康安全教育不仅注重培养小学生注意卫生预防疾病的良好习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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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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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牙齿、保护眼睛、夏天注意防蚊感冒，还注重培养小学生如何自我保护，如拒绝公共危险，当危

险发生时懂得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平时养成健康休闲的生活习惯等。与此同时，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已经成为小学德育课程中的重要内容。

第四，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的知识内容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增加。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全球
化的趋势中守护民族精神的家园，去过一种有传统文化之根的现代生活；在享受物质文明丰硕成果的

同时，去过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生活，成为强劲的呼声。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因应新时代对新生

活的期待，加大了传统文化知识和生态文明知识的比重。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内容在１９８６年版和
１９９９年版教材中比重不大，但在２０１５年版教材中急剧增加。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内容在１９８６版教
材中所占的比重为０７％，在１９９９版教材中所占的比重为１３％，在２０１５版教材中所占的比重为
７８％。生态文明方面的知识内容在１９８６版教材中所占的比重为４２％，在１９９９版教材中所占的比重
为４５％，在２０１５版教材中所占的比重为１０５％。

三、思想品德教材书写形式逐渐童趣化

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认为，人的道德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递进过程，具体表现为三水平六阶

段。在不同水平和不同阶段，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推理体现出不同的倾向，道德动机有着不同的来

源。尽管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受到了以吉利根为首的关怀伦理学的批评，但是，他在揭示道德发

展的阶段性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引导方式的差异性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他提醒人们注意，

道德教育的形式必须根据教育对象所处的道德认知水平而变化。卢梭在 《爱弥儿》中反复强调，教

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征，根据儿童的个别差异选择不同的方法，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教育者把

自己放在儿童的地位，并设身处地为儿童考虑，“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从最初就要把

他们放在应处的地位上，而且要保持他在这个位置上”①，否则，“我们唯把承认的观念给予儿童，而

且当我们循着自己理性的线索施教时，那只有把各种错误和荒诞的思想充塞儿童的头脑而已”②。

坚持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内容改变了，形式就应该做出相

应的调整，以更好地服务新内容。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知识内容的生活化，必然要求教材的书写形式

因之而变。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书写形式日益童趣化，努力贴近小学生的认知
特点和接受规律。

第一，在图文编排上，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日益重视 “图片 ＋短句”的编排方式，降低直接理
论说教的色彩，增加间接理论灌输的空间。１９８６年版、１９９９年版及２０１５年版这三套教材均采用图文
结合的方式进行知识书写，但重视程度有差别。小学生为６－１２岁的儿童，识字量不大，图片的恰当
使用可促进儿童对知识的理解。１９８６年版教材中 “图片＋短句”的数量为５２０处，说理故事共有１３９
篇。“短句＋图片”和说理故事均使用叙事的形式，不同之处有在于：“短句 ＋图片”纯属记叙、描
述事件，不带有议论性质，且短句不构成文章的载体，通常随着图片而出现，用来解释图片内容。说

理故事则构成文章载体，字数在２００－１０００之间，说理故事最大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夹叙夹议的性
质。因此，“短句＋图片”的数量越多，小学思想品德课程的直接说理性质越弱；相反，说理故事越
多，小学思想品德课程的直接说理性质就越强。与１９９９年及２０１５年两个本教材相比，１９８６年版教
材中 “短句＋图片”的数量最少，但故事说理数量最多。虽然１９８６年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大纲要求
“课本图文并茂，故事性强”，但实际上，说理故事比重偏大，极少出现图片。１９９９年版教材中 “短

句＋图片”的数量为５８９处，仍集中在低年级 （１－４册），５－１２册的课程正文全部是夹叙夹议的故
事说理文，一共有１３１篇。２０１５年版教材的知识书写采取版块为主，课程正文不再是夹叙夹议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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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４页。
［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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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全部以 “简单句＋图片”作为正文呈现知识，“短句 ＋图片”的数量为２１６９处，同时增加了许
多实拍的图片。实拍图片于来源生活，把知识内容还原到其真实的、相互关联的情境当中，更能让学

生感受到传授的知识内容之真实性，较之纯粹说理的故事，更具有可接受性。

第二，在书写语气上，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不断减少命令的语气而增加平实的语气，由强硬向柔

和转换。１９８６版教材倾向于使用感叹句、祈使句和反问句等表达强烈情感色彩的语气。一段说理故
事结束后，编写者往往会在文尾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升华故事的意境，希望引起受教育者的情感共鸣，

“对！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现在起，就学着关心父母的生活，体贴他们的辛劳吧！”

“准备着吧，祖国的更大腾飞，等待着你们去实现！”“啊！当我们与老一辈人的童年一比，就会感受

到在今天是多么幸福，我们可要身在福中要知福啊！”除了出现这些情感色彩强烈的句子，文本用词

上大量出现 “要”、“不”、“为”、“我要”、“不要”、“应该”、“遵守”、“必须”、“反抗”、“斗争”

等具有要求、命令语气的字词。１９９９年版教材中同样出现情感色彩强烈的句子，文本同样使用要求
语气的字词，如 “不”、“要”、“应该”等。但是，１９９９年版教材书写语气的强硬程度相比１９８６年
版教材，已经显得柔和，例如，同样是传播保护环境和诚实的知识内容，１９９９年版教材相应的标题
书写分别为 “珍惜稀有动物”、“说谎话，害处大”，这比１９８６年版教材的标题 “要保护环境”、“不

说谎话”要更为柔和。１９８６年版教材和１９９９年版教材都有课文 《刻苦学习》。１９８６年版教材选取匡
衡 “凿壁借光”、车胤和孙康 “囊萤映雪”的故事，借此向小学生直接灌输效仿古人刻苦学习的精

神。１９９９年版教材选取的是冼星海的例子，正文中插有一个问句 “假如你在寒冷的屋子里学习，会

有什么感觉？你会怎么做？”让儿童体验主人公的感受。２０１５年版教材采用主动语气进行书写，文本
通常出现 “我”、“我们”、“我爱”、“我和”、“大家”、“请”等字词，这样的书写使用的是儿童的

语言，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使用儿童语言，往往将学生置于情景之中，赋予事物生命力，使教材内容

变得生动活泼，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容易理解与接受。

第三，在书写角度上，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越来越重视从儿童的立场书写知识内容，增加第一人

称 “我”的使用，营造更加有利于学生将自己摆进教材的氛围。１９８６年版教材１４２篇课文中，仅有
１２篇以第一人称 “我”进行书写；课后练习形式单一，全部是传统的问答题，总共３４０道，遵循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想－怎么做”的逻辑形式，往往预先设定好 “标准的”、 “正确的”答案。

１９９９年版教材１５６篇课文中，也仅有１０篇以第一人称 “我”进行书写。课后练习仍然以传统问答题

为主，总共６５０道。但是，１９９９年版教材已经开始关注儿童的体验和感受，这表现在课后练习除了
传统的问答题形式，还增加了５道调查题、６道资料收集题和３处留白。２０１５年版教材１５３篇课文
中，有１４０篇以第一人称 “我”进行书写，占９１５％。课后练习形式多样，不仅保留有传统的问答
题２７０道，还增加了 “资料卡”１４５道、资料收集３０道、 “望台”３７道、调查３９道和留白１２３
处。留白是为了鼓励学生通过自主探究、调查、采访、资料查找、画画等方式将空白填补。它实质上

是尊重了学生在德育课程中的主体地位，给学生自由学习，为学生表达思想和感情、进行创造活动留

出空间，使学生真正拥有对话的主动权，产生自主学习的愿望。

第四，图文编排、书写语气和书写角度等知识书写方式的改变，暗含了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方式

的革命。因为知识的传授方式实际上是与知识的书写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书写方式影响着知识传

授方式。１９８６年版和１９９９年版的教材以直接的理论灌输为主。１９８６年教材所有课文中，９７２％涉及
直接的理论灌输；１９９９年教材所有的课文中，９５７％涉及直接理论灌输。教师通过德育课堂，向学
生传授书本理论知识，强调学生记忆、背诵。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 “你讲我听”、“你说我

做”，学生没有主动权，只能单向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这种方式侧重从外在知识体系而不是从学生

真实需要出发，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智力训练和应用题解答。２０１５年教材的所有课文中，只有
３３３％涉及直接理论灌输，且主要是针对那些较难理解的知识，需要教师灌输讲解才能领会，例如儿
童权利和义务、基本法律知识、地理常识、世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与直接理论灌输构成此消彼涨关

系的是情感体验式教学。就如鲁洁所说，小学德育课程离开学生的现实生活和自身体验，可能成为与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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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无关的客观知识对象，成为学生厌烦、逆反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德育课程传播的知

识，要处理好 “在场”与 “不在场”的关系。①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由于比

较重视直接的理论灌输，因此，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学就相对比较少，而且从属于直接的理论灌输，是

作为直接理论灌输的 “副手”而出现。２０１５年版的教材更加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通过设置特
定的场景，让儿童体验他人的心情和需要，培养同情、以及助人为乐的品德。与情感体验式教学相关

的是活动探究式教学。因为情感体验往往是安排在活动探究中，因此，重视情感体验通常更重视活动

探究。１９８６年教材中涉及活动探究的课程仅占 ０６％，１９９９年版教材中涉及活动探究的课程仅有
０７％，但是，２０１５年教材中涉及探究的课程占３２５％。

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的思考

个案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个案研究不等同于研究个案。正

如格尔兹提出，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在乡村里做研究不等于研究乡村。但是，如何走出个案，

挖掘个案所蕴含的普遍性学术价值，是个案研究无法回避的难题。涂尔干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认为

人类社会同样严格遵循着自然界客观的因果律，基于个案的研究结论合乎逻辑地具有普遍性，可以适

用于其它类似的场合。涂尔干无疑忽视了人类自由意志和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而夸大了个案的普遍性价

值。但是，如果因人类自由意志和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而完全否认个案的普遍性价值，同样不具有合理

性。个案研究的特点是研究对象 “只有一个或还不足以构成样本的少数几个 ‘典型’，研究者通过对

典型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达到对事物性质的深入了解”②。以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为个案研

究，其深层的学术目标是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经验，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固然不构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传播的所有文本，但是，从编制机构、使用群体和知识内容等诸方面来看，它确实可以作为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典型文本，通过对小学生思想品德教材的个案研究，就可以有

效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经验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难点。

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价值目标不能变，但是，其具体内容应该随着党意识形态工

作重心的转移而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③，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的根本价值目标和正确政治方向，是编写小学思想品德课

教材、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和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普遍的规范性指导思想。“没有正确的政治观

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④ 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就像海上航船失去了罗盘、失去了方

向，就容易走错路、弯路和邪路。但是，众所周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鲜明特色。中国共产党在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问题上始终坚持 “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⑤ 的原则和策略。“事”指的是当下具体的任务，“时”指的是宏大

的时代背景，“势”指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向。具体任务不同，时代背景有异，发展趋

向改变，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工作做出相应的调整。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是灌输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

要介质，其知识内容必须随着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重点难点和主要任务的转变而转移，以体现其政

治属性，实现其政治功能。面对新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和要求，即使知识内容不需要改变，但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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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洁：《德育课程的生活论转向———小学德育课程在观念上的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３页。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第１版。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６页。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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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视角也可能需要因应新变化而做出调整。教育不能孤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社会

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改变了，知识内容必须做出新的调整或者必须具有新的诠

释视角。

第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既要尊重受众的生活世界，更要引领受众的生活世界。事实的生活

和应该的生活，是理解生活的两个重要维度。事实的生活就是当下客观的生活实际，而应该的生活就

是未来理想的生活追求。在事实生活实际的基础上追求应该生活的理想才是真实的生活。因此，真实

的生活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受动性与能动性、适应性与超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真实生活的范畴在思想

政治教育教材上的意义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教材要立足于受教育者事实的生活，引导受教育者应该的

生活。只有以事实的生活为基础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才具有可接受性，其传导的价值观才能为

受教育者所理解和认同；只有以应该的生活为目标为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才具有发展性，实现对

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和优化。否则，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就容易沦为自说自话的说教，难以取得真

正的教育效果。平衡事实的生活和应该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塑造受教育者真正的生活，是改革开放

４０年以来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生活化趋向的实质。它意味着，即便生活化是当前小学 《思想品

德》教材的重要特征，这也并不表明此前的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无关于生活或者脱离了生活，而

是要反思即使 “去生活化”的指控成立，究竟无关于何种生活或者脱离了谁之生活。改革开放初期

小学 《思想品德》教材 “去生活化”的症候，不是教材简单地无关于生活或者脱离了生活，而是教

材严重地以应该的生活替代了事实的生活，使得教材偏离了受教育者真实的生活。时代不同，学生生

活的内容必然不同。因此，教材适应学生的生活，就是要求教材保持与时俱进的姿态，始终紧跟时代

的步伐，始终把握学生生活的节奏，在正确认识和理解受教育者事实生活的基础上，前瞻性把握和引

导受教育者应该的生活，在真实生活的框架内重新审视和细致安排知识内容，使教材在充分贴近学生

生活的基础上变成学生心目中可亲可信可爱的文字，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第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要重视知识性，但是，更要强调人本性。改革开放虽始于经济领

域，但却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带来深刻的改变。人民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

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①。社会流动在加

快，身份体系慢慢弱化，社会主体的独立性在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权利观念、主体地位和主体需

求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材的编写就必然出现由知本化向人本化的转变。知本化以知识

为中心，坚持以优先传导正确的思想政治知识为重点，受教育者被理解为知识的容纳器，教育者的任

务就是将正确的思想政治知识灌输给受教育者；坚信只要教育者传导的思想政治知识具有科学的真理

性，那么，受教育者就必然会接受这些知识并且产生功利性的教育效果。人本化以受教育者为中心，

从对现实的人的需要与现实的人的理解出发，尊重教育教学的双主体性即教育者 “教”的主体性和

受教育者 “学”的主体性，遵循受教育者的接受心理和认知规律，回应受教育者的思想疑难和精神

成长，通过艺术的和智慧的教学再设计与教学再组织，使正确的思想政治知识转化成教育教学上合理

的思想政治知识，传导给受教育者；否则，再正确的思想政治知识，如果脱离了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

尊重，违背了受教育者的接受心理和认知规律，无法实现关爱学生的生命价值和引导学生的精神成

长，就必定是在教育教学的意义上不合理的知识，注定无法产生相应的教育效果。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认为，学习不能被片面地理解为教师向学生的单向知识传递，而是儿童自主建构的过程。因此，学生

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的根据自己先前的知识经验来衡量他人所提供的各种知识并赋予意

义。因此，建构主义主张，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真正的理解只能由学习者自身基

于自己的经验背景而建构起来的，它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学习活动的过程。否则，就不叫理解，而是

叫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是被动复制式的学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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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页。
孙娟莹：《建构主义德育模式初探》，沈阳：白山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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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要体现做人的统一性，但是，也要反映做人的阶段化差异性。思想

政治教育 “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①。“做成一个人”② 是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最本质的指向。从外

科手术上做人的工作，指向的主要是人的生理疾患；从心理咨询上做人的动作，指向的主要是人的心

理卫生；从意识形态上做人的工作，指向的主要是人的境界操守，是有关人的精神世界的革命。这就

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教材要将教育内容落在实处。预定的目标空洞无物，设计的方法大而无当，很难起

到提升境界操守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往往不缺乏宏大叙事与豪迈气概，但精雕细琢细节同样重

要，需要将宏伟的目标细化为具体的要求，将美丽的口号落实为坚定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

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③ 不同学段和不同年级学生的接受心理和认知特点不同，

因此，这就要求编写教材时必须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将统一的根本性

价值目标和普遍的规范性指导思想，落细、落小和落实为教书育人的具体要求。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质是价值观教育，必须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④。作为学生，“我”为什么要理解这些

社会意识形态；“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这些社会意识形态同 “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些社会

意识形态即使是真实的，也是科学的，但是，如果它们不同受教育者的生命成长相联系，就难以唤醒

受教育者的价值认同。这种教育就是无效的教育，就成为名副其实的说教。因此，为了避免社会意识

形态传播沦为无效的说教，就必须将它们落实到学生的生命成长的路径上。这就不能空泛地讨论社会

意识形态的正确，而是将它们化解成学生成长所必须的内在品德要素，使学生认识到，社会意识形态

不是数字、图像或者文字，而是召唤着或者承载着一种美德承诺，而这种承诺也是人生成长的要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⑤。实现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完成两项重大任务：一是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二是研究和改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

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瓶颈难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形式

上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否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再好，如果缺乏有效的传播形式，那么，它的

凝聚力和引领力就不能有效发挥。习近平总书记论及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时，形象

而生动地提出 “讲好中国故事”。它逻辑上包括两层内在有机联系的部分。一是故事的内容很重要，

必须是好故事；二是讲故事的技巧要到位，故事要讲好。因此，故事虽好，但是讲故事的技巧欠缺，

那么，故事本该有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就得不到体现，难以充分发挥鼓舞人和激励人的作用；反之，讲

故事的技巧虽然精湛，但是，故事不好，虽然短时期内也会产生让群众爱听爱看的效果，但于长远必

定是有害的。因此，讲好故事一定是好的故事质量和高超的故事讲解水平的统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要有好故事，而且要有讲故事的技巧，要实现 “内容为王”

与 “流量为王”的辩证统一。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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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第１版。
鲁洁：《做成一个人：道德教育的根本指向》，《教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５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５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１版。



从 “地理枢纽”到 “革命枢纽”

———新民主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历史意义

龙其鑫

【摘要】新疆作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自古以来就有 “欧亚十字路口”的地理枢纽作用，有着地缘性的

战略地位，因而在近代成为帝国主义侵夺的对象。抗日战争打响后，国内外各方势力为争夺 “新疆问题”

的解释权和政治主导权，从各自的意识形态与立场出发，对 “新疆问题”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述。新民主

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其基本理念及其关于 “新疆问题”

的科学阐释，在向新疆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新疆政局各方的普遍认同，有力推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为

结束新疆政治社会动荡奠定了基础，也为重塑新疆地区作为 “革命枢纽”的地缘特性创造了条件，补充与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新疆；民族解放

中图分类号：Ｄ６９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７１－０９

作者简介：龙其鑫，广东廉江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民族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新疆南部兵团团场建设与边疆治理研究”（２０１８Ｍ６４３２６９）

自古以来，新疆在亚欧内陆就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性战略地位，因而自晚清以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的侵夺对象。清朝灭亡之后，新疆又一度陷入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之中，在帝国主义干涉下不时发生

民族纷争与冲突。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各方势力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 “新疆问题”进行了不同的阐

述，并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以争夺新疆的政治主导权。其中，中国共产党也积极联系新疆的革命进

步力量，并传播党的政治和革命理念。以往学界多集中于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革命

活动①，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历程②。但是，关于新疆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传入新疆的理论形态及其关于新疆问题的诠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效应、历史意义等

问题还较少论述。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希冀以此补充相关历史与理论内

容。

一、新疆战略区位与新民主主义的使命

新疆作为中国 “亚洲内陆边疆”（ＩｎｎｅｒＡｓｉ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的一部分，是由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

１７

①

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革命斗史》，《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汉文版）》１９８１年第１期；阿吾提·托乎提、张宏超：《抗战时期的新疆与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在抗日
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新疆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杜瀚、杜飞雁：《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早期革命活动》，《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４月 （第２１卷第２期）。
古丽孜拉、胡阿提、欧阳山：《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西域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李霞：《马克思主义在近代新疆的
传播及影响》，《新疆日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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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在西方关于中国版图的传统认知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而在上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提出的观点，近年
来逐渐为国内学界所接受。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包括满洲 （东三省）、蒙古、新疆与

西藏等地区，具有不同于内地汉族地区的区域社会特性。其中，新疆位于内地农耕社会与北方游牧社

会的过渡地带，在古代是后两者相互争夺的区域①。而且，因为新疆有 “亚洲枢纽” （ＰｉｖｏｔｏｆＡｓｉａ）
的地缘区位，所以近代以来又沦为英国、沙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争夺对象②。詹姆斯·米华健则

从世界史角度指出：新疆位于中亚地区，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交往中起到 “欧亚十字路口”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或 “丝绸之路十字路口”（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的地理枢纽作用③。

综合拉铁摩尔与米华健的观点，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经验上看，相对于中国的其他亚洲内陆边疆地

区，新疆的战略区位重要性更为突出。

但是，从中国国家立场与历史角度看，新疆不仅战略区位显要，而且其主权得失反映着国家力量

的强弱消长———国力强则得新疆，国力弱则失新疆。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与半封

建社会，国力随之下降，从而诱使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入侵和渗透。其中，新疆的外

患尤为突出，加上内政衰败，民族纷争层见叠出。同治年间，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催动下，新疆也爆发

了规模浩大的武装起义，而中亚浩罕国与沙俄趁机侵占新疆大片疆土。直至光绪年间，左宗棠才上书

清廷指出，“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的实际情况，并认为清朝前期西北之所以能够

“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而新疆的战

略区位重要性在于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

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

无晏眠之日”④。也即是说，新疆作为中国亚洲内陆国土的国防屏障，具有牵动东、西两翼国境的战

略区位功能，其安稳平定有利于拱卫蒙古、内地地区与保障国家统一，其动荡分离则会危及西北、华

北地区与破坏国家版图完整。据此，左宗棠主张，由于新疆主权得失关系国家根本利益，因而务必收

复新疆并推行行省制。

对于左宗棠关于新疆战略区位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有很高的共鸣感，且历来重视对新疆的经

营。抗战期间，新疆继续发挥其作为 “亚洲枢纽”的作用，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和国际反法西斯交

通运输线。新疆各族军民为抗日前线地区募捐，筹备大批物资支援抗战前线，安置内地民众等等，特

别是安置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以及为相邻的陕甘宁边区培养军事人才和干部提供基地———给当时

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⑤，中共中央多次赞誉新疆是最稳固的抗战大后方。新疆解放初

期，时任新疆党政军 “一把手”的王震将军也常常以左宗棠驻守新疆为例，向人们说明新疆的战略

重要性，以此鼓励人们 “在祖国西北边陲建功立业”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很清楚，晚清以来

新疆在英国、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与挑拨下，不时爆发民族纷争与冲突。辛亥革命以后，新疆

还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之中。对于新疆的内忧外患，举国上下难成有效的对策。特别是１９４３年
３月新疆 “三区革命”⑦ 爆发，军阀盛世才随后倒台，国民党当局趁机主政新疆，不仅没有实现新疆

的和平稳定，而且一度加剧境内的政治分裂。对致力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实现新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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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１９—３２１页。
Ｏｗｅｎ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ＰｉｖｏｔｏｆＡｓｉａ：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ｓｉ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５０，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ａｍｅｓＭｉｌｌｗａｒｄ，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Ｘｉｉ．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刘泱泱校点，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４８—６４９页。
谢敏：《新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抗战中的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３７页。
《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７页。
１９４３年３月，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强迫各族牧民捐献军马，而捐马负担主要落在伊犁、塔城、阿山地区民众身上，于是三区民
众掀起武装起义，随后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于伊宁建立政权。盛世才下台及国民党主政新疆之后，新疆形成伊、塔、阿 “三区”和国

民党新疆省政府的相持局面。国民党当局称 “三区革命”为 “伊宁事变”，称三区政权为 “伊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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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的解放和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其必须肩负的历史任务。

在中共党史的叙述中，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标志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为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
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成果，其理论、纲领与政策基本成型于

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发表的 《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就在

于革命领导权由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念主张联合一切民主阶级而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包括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并以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主要的革命对象，其革命纲领包括

“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总路线，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七
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就是要 “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

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①，其中在边疆民族方面则承诺 “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

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②，从

而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涵括了实现广大少数民族解放的内容，在向新疆传播过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传

入新疆的具体理论形态。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完成反对帝国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改善新疆民族关系与维护国家版图完整，必然成为新民主

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二、“三区革命”后各方关于新疆问题的立场

新疆作为 “问题”而为国人和国际社会所广泛和高度瞩目，主要是因为新疆在抗日战争期间发

挥了大后方与对外交通主线的战略作用。１９４３年为反抗军阀盛世才的残暴统治，伊犁、塔城与阿勒
泰的少数民族发动起义，促成了 “三区革命”，令抗战之际的国人更加意识到新疆对全国政局的重要

性③。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当局、与新疆接壤的苏联、三区革命政权以及代表民间舆论的知

识界，成为参与 “新疆问题”争论及博弈的主要涉事力量和关注方，并分别持有迥然不同的认识与

立场：

其一，国民党当局及其 “中华民族宗族论”。抗战时期，为了强化全国控制，国民党当局抛出了

“中华民族宗族论”，认为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 “小宗”，未来应当 “同化”到作为 “大宗”的

汉族中去。三区革命爆发后，吴忠信赴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就立即发表 《告新疆民众书》，首要宣扬

蒋介石的 “中华民族宗族论”，将各少数民族贬低为 “宗族”，试图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维护对

新疆的统治④。“中华民族宗族论”在政治文化上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中央集权欲望，在其看来，新

疆问题主要源于新疆军阀割据导致的 “政治独立”，不但违反 “中华民族宗族论”宗旨，致使新疆及

境内少数民族未能得到中央的有效管理，而且为外国势力干预新疆政务和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了机会。

因此，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措施是推进新疆主权、治权的 “中央化”，以及行政上的 “国民党化”⑤。

其二，苏联及其在新疆的革命策动。１９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基本完成对中亚地区的吞并，对
新疆西部与西北边境线构成地缘压力，并借新疆与内地交通艰难之机而利用经济贸易渗透新疆地区，

不时介入干预新疆政治事务与民族关系。十月革命后，沙俄倒台，苏俄／苏联取而代之，继承了沙俄
时期对新疆的政治与经济贸易关系。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军阀都曾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

治地位。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由于苏联在与纳粹德国作战中一度失利，盛世才见风使舵，投靠蒋介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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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０４页。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１３页。
陈斯英：《伊宁事变前后的新疆政局》，《中国青年》１９４７年复刊第９号。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８—９９页。
王川、张启雄、蓝美华、吴启讷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１３卷 （边疆与少数民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２３８—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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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并驱逐苏联在新疆的经济与军事势力，自此与苏联关系破裂。逢１９４３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山
三区发生少数民族抗争，苏联对其实施策动与军事支持，以此作为 “与中国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①。

其三，“三区革命”内部保守势力及其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三区革命政权内部成分

复杂，前期政权一度由艾力汗·吐烈②等保守的民族与宗教上层所把持，他们成立所谓的 “东突厥斯

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对三区军民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宣传，主要包括：把新疆问

题归咎于 “异教徒”和汉人的统治，将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 “三区革命”歪曲成对抗

“异教徒”和 “汉人统治”的 “圣战”③，主张在伊斯兰教和大突厥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政教合一

的民族国家，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其四，中国知识界的学术认知和政治立场。当时中国知识界通过学术研究，主要从历史角度阐述

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动乱肇源于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民心背向，而关键在民族政

策的失误，“累疣于今日”而酿成了当前的消极局面④；有的学者认为，虽然 “过去国内的不统一，

交通的阻滞，视新疆如化外，民族关系的不条整，国际势力的因利乘便”是新疆问题的起因，但帝

俄侵略和苏联干涉才是主要原因⑤；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矛盾是新疆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以往新疆割

据军阀及汉人军官负有很大责任，因此 “民族间的谅解”，尤其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的 “同情之感”是

新疆问题解决的前提⑥。

以上是当时对于新疆问题的主要认识，各方都有各自的看法和立场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由于各

方未能达成认知和立场一致，从而也不可能为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一个周全的政治方案。其中，三区政

权与国民党当局之间不时发生政治斗争与军事冲突，而苏联出于政治考虑不便公开介入，知识界则因

缺乏政治与军事实力而逐渐退出论争舞台。期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主革命中的实力与作用日

益增强，因而逐渐以积极姿态参与到新疆事务中去，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新疆各方朝和平方向发展，另

一方面是为了积极争取新疆的政治与革命领导权，而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传入新疆的。

三、新民主主义视角下新疆的民族问题与 “革命枢纽”地位

抗战以后，许多关心边疆局势的人士无不对新疆问题进行思考，或分析其成因，或提出相关对

策，或预测新疆的发展走向等等。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解决以上问题还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视角

出发，理清两个问题———新疆问题的性质是什么？新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一）新疆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话语中，中国民主革命发端于１８４０年的 “鸦片战争”，这是因为中国人民

由此而开展了近百年的反对外国侵略的革命斗争⑦，因而如西达·斯考切波所言，“中国革命进程中

具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⑧。在此过程中，由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地区，帝国主义对中国形成了全

方位的侵略态势，而作为西北边疆战略要塞的新疆则成为主要的侵略区域。但帝国主义需要在新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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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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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 （１９４４—１９５０）》，《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艾力汗·吐烈，苏联乌兹别克人，出身宗教世家，鼓吹泛伊斯兰主义而被苏联逮捕，逃往中国新疆伊宁、库车等地经商讲经。期

间，他将穆斯林的苦难遭遇归咎于异教徒统治，号召在新疆发动 “圣战”赶走汉人。１９４４年，他趁伊宁民众反抗军阀盛世才之
机，鼓动武装暴动，成立 “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和军队元帅，主张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１９４６年之
后，三区革命政权改组过程中下台，被苏联押返阿拉木图。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页。
陈澄之：《新疆伊宁事件之分析———西北近闻摭萃》，《新中华》１９４６年复刊４卷第１１期。
丁瑞馨：《新疆现状怎样改变》，《突厥》１９３７年４卷３、４期。
周东郊：《论新疆问题》，《西北通讯 （南京）》１９４７年第５期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７页。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４４页。



从 “地理枢纽”到 “革命枢纽”

内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才能维持侵略统治，而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

他们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新疆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其具

体方式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对新疆少数民族实行 “分而治之”的族际制衡策略。“分而治之”是历任新疆地

方统治者的族群治术，试图通过制造新疆民族隔阂而缓解自身的统治危机。对此，赛福鼎·艾则孜①

回忆指出，解放以前，新疆地方统治者常挑起各族之间自相残杀，乐于看到各族之间的分裂，因为这

样他们就可以 “坐山观虎斗”，“融蚌相争，渔翁得利”②。

其二，在军事上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抗争采取残酷的镇压与屠杀。由于历史上新疆少数民族曾多次

发动起义斗争，因而一直被历代中央政府和新疆当局视为 “难驯之民”，在 “平定”过程中可任意捕

杀，“清乡、剿匪、搜店、搜山等等皆为屠杀之别名……更常有籍剿匪不得，而乱杀无辜者”③。

其三，在文化上采取民族歧视政策，贬抑新疆少数民族的地位。以持有大汉族主义立场的国民党

统治当局为代表，其通过把各少数民族定为 “宗族”而贬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地位④，特别是

把新疆少数民族 “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血腥军阀统治，要求自治权利”的政治诉求污蔑为 “叛

民”行为，并以此为由拒绝少数民族的 “民族自治要求”⑤。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中，以上民族压迫行为皆源于国内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统治

者 “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⑥，其背后则是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新疆

民族解放运动既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有反抗国内民族压迫的历史使命。简言之，新疆问题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民族问题。

（二）新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枢纽与主战场之一

在传统中国官方与社会认知中，新疆作为内陆边疆是一个边缘性的地域存在，在革命与抗战过程

中也不例外。但随着２０世纪初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苏俄共产党提出，俄国
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民族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的一部分，成为世界革命的主战场地区，其实质是 “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

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⑦，这一思想逐渐

向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传播开来，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同。１９３９年毛泽东继承列宁的观点，从
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中国抗战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⑧，同时主张中国要和亚非拉各民族、英美苏的反法西斯主义力量团结起来⑨。其中，中

国共产党又认为，苏联是当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支持力量，从而与苏联接壤的新

疆成为中国联系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战略大后方。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在给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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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福鼎·艾则孜，新疆阿图什人，１９４４年参加三区革命。新疆解放前夕，赛福鼎率新疆代表团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赛福鼎历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书记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

赛福鼎·艾则孜：《赛福鼎回忆录》，上海：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２—８６页
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新亚细亚》１９３４年第７卷第５期。（余贻泽是左翼学者，于１９４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见赵荣
声：《回忆卫立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４１页）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页。
新华社：《新疆谈判破裂，蒋介石拒绝民族自治要求，人民不承认麦斯武德主新》，《人民日报》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６日第１版。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１３页。
《斯大林全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８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３３页。
毛泽东：《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６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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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成立七周年的贺电中，就高度肯定了新疆作为 “抗战最巩固的后方”的战略地

位①。由此，中国革命不仅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获得了世界性意义，新疆在中国人民反

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枢纽性地位也逐渐显现出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内战，毛泽东由此提出，二战后，美国

帝国主义已经代替法西斯主义成为威胁全世界和平的反动力量，于是他主张 “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

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

的统一战线”②。美国方面，为了对抗苏联与支持国民党当局，从而加紧在新疆的渗透活动，不仅指

使麦斯武德、乌斯满等民族分裂分子开展反共活动与宣扬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③，而且妄

图支持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在新疆建立 “大穆斯林国家”④，破坏新疆和平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１９４９年６月，斯大林在中苏两党会谈上向中国共产党代表证实了美国策划在新疆建立 “突厥斯坦共

和国”的阴谋，从而建议解放军尽快进入新疆，并表示提供军事物资支援⑤。

为了反击美国的阴谋，中共中央向新疆三区方面发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９月７
日周恩来在会上对少数民族代表指出：“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的挑拨。”⑥ 另一边，中共中央解放军下达紧急进军新疆

的指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委则在９月２８日发出指令，对将士们指出，“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一个行
省，油源及其他矿藏极其丰富，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我们必须充分做好作战准备，以防万一，消

灭反动派在西北的残余势力，解放祖国边疆，以便开发油源，修建铁路。这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

有极其重大的意义”⑦。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疆接壤苏联与作为 “亚洲枢纽”的战略区位。在新民主主义

的理论诠释下，新疆的边疆区位不仅没有在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中成为边缘力量，还被定位为反对法西

斯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枢纽与主战场之一，这一诠释在向新疆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革命整

合作用，这将在下文予以论述。

四、三区革命与新疆革命枢纽地位的彰显

２０世纪之后，国际上的民族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在新疆历次民族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传入与发展，一些狭隘的民族与宗教上层趁机将民族斗争导向民

族分裂，给新疆各族人民造成了相当长时间的政治困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陆续进入新疆。开

始有计划地宣传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三区和国民党当局在省联

合政府问题上的破裂以及三区革命的进步领导人的积极传播，新民主主义在三区广泛传播开来，促进

了三区军民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一）成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

１９４６年冬季，三区革命代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利用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之机与董必武会
面，表达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区革命，承认并接纳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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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０—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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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董必武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一意愿，而中共中央则复电表示愿意 “与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

系”，除原则上欢迎新共同盟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外，还特地安排 “将毛主席著作、党章、少奇报

告及其他印发文件”交给阿巴索夫，并要求他带回新疆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董必武转

告阿巴索夫并指出，“新疆的进步组织能合并的话经过协商合并起来这样有利于形成力量，更好地斗

争”①。１９４８年８月１日，三区通过分析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
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以作为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组织，并在１１
月１２日发表 《告全省人民书———纪念三区革命四周年》，号召各族人民同麦斯武德、艾沙等反动分

子进行斗争。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由阿巴索夫任代表作题为 《目前政治形势和

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 《论联合政府》的基本精神，号召全

疆人民动员起来，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战争②。

（二）涤除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宣传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感召，三区方面通过开会、广播、报刊等方式，推动新民主主义理念

及其民族政策有规模地在三区的传播，其中，三区革命进步领导人的积极宣传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

是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与民族政策在三区军民中的传播达

到了空前力度。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阿巴索夫通过讲话、发表报刊文章等方式，向三区军民宣传了毛泽东 《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的基本精神，并呼吁新疆民族解放运动应争

取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阿巴索夫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为少数民族人民群众 “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现阶段就是正在开展

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更大成就；新疆各本地民

族人民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帮助下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的

条件下，新疆人民的解放和新疆的民族问题才一定能够彻底的正确的得到解决”③。

另一方面，针对三区社会内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３日，阿合买提江召集三
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群众组织代表，召开会议并反思指出：“在革命开始时，是为

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而开始的。革命的目的和方向是 ‘民族独立’……他们把 ‘自由’、‘解放’和

‘民族独立’联系起来，认为有 ‘民族独立’的地方才有 ‘自由’，没有 ‘民族独立’的地方就没有

‘自由’”④。６月６日，阿合买提江继续指出，“在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曾把全体汉族人民同
国民党强盗等同起来，把全体汉族人民同一小撮腐败的国民党汉族贪官污吏、匪兵和警察混淆起来；

而认为所有的汉族人都是敌人，结果，我们便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地打击和枪杀了自己的朋友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不正确的政策”⑤，因此三区军民应当 “迅速克服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的

第一阶段，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那些错误，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应该不分民族，来建立没有国民党、

没有帝国主义统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事实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⑥。至８月，为
了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参与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阿合买提江向三区军民宣传了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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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 “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① 的政治思想，他指出，

“保障各民族真正平等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所以，任

何一个人如果希望自己民族获得解放，那他就应该为实现民主政治而斗争。民主政治只有通过各民族

共同进行反对专制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实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只

会适得其反。因此 “谁希望自己的民族获得解放，谁就必须为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谁就必须无情

地反对民族主义者”②。

（三）牵制国民党西北军事力量，配合全国人民解放战争

为了响应与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区革命政权宣布：在军事上支持中国共

产党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认同新民主主义关于反帝、反官僚和反封建的革命路线。于

是，三区革命领导人通过大会讲话和报刊宣传等形式，对三区将士进行思想动员，一方面涤除民族军

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另一方面树立与培育民族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积极配合全国人民解放战

争。其中，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就发表文章指出，三区民族军之所以是反抗封建
军阀统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革命军队，其主要原因是 “民族军本身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种

政治目的是民族军所有将士具有爱国主义觉悟的精神力量所在”③。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及其理

念在民族军中的传播，民族军动员起来，“在玛纳斯河西岸修筑坚固工事，坚守防线，武器弹药也不

断增加，对国民党形成威慑力量，使之不能入关支援甘、青等省作战，以牵制国民党的有生力量”④，

为解放军的西北作战赢得良好的局面。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８日，基于三区革命的政治地位与三区民族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毛泽
东向三区方面发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信，信中明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

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⑤，

由此而确认了三区革命的人民民主性质，充分肯定了三区民族军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遗憾的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与穆努诺夫等三区革命领导人在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随后，由赛福鼎·艾则孜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和三区革

命代表，代替他们出席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明确指出，
“全新疆人民经过了长期的武装与和平的斗争，已清楚的了解了新疆人民的解放，一定要和全国人民

解放同时解决，所以一直的拥护和期待着全国的胜利解放”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２日，赛福鼎·艾则孜
在 “三区民族革命八周年纪念会”和新疆、乌鲁木齐各族代表集会上继续指出，“三区民族革命运动

虽然存在着缺点，主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革命遭受了不少曲折。但这一革命运动给了我们

很大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到 “新疆人民的革命事业，只有和全国人民革命事业共同进行，才能得

到彻底胜利”⑦。

综而言之，三区革命之所以被承认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原因在于其接受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认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特别是认清民族解放不等于民族独立。而且，三

区军民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有效牵制，使解放大西北战役形成东西两翼遥相呼

应的有利局面，促进了全国、全疆各族人民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上向全国展现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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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一部分的革命形象。由此，此前一直被视为新疆事务的介入性力量的苏联也彰

显了其支持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国际主义性质，而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也充分彰显了自身促进中国人民

民主革命联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枢纽作用。

五、余论：新民主主义传入新疆的后续效应及其意义

随着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特别是解放大西北的胜利推进，以陶峙岳、包尔汉为代表的

新疆国民党主和将领和开明政要产生了起义意愿，因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新疆有望实现和平解放。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陶峙岳代表驻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向中共中央表示认同新民主主义革
命理念，“深愿在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和 “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

放军总部之命令”①。９月２７日，赛福鼎代表三区革命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表示欢迎，认为 “这种

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同时也宣告 “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疆人

民的自由而奋斗的三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

底”②。于是，在三区民族军与苏联方面的支援下，解放军挥师西进，并于１２月１７日在乌鲁木齐与
三区民族军、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宣告新疆和平解放以及新疆军区和省人民政府成立。新疆和平解放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疆的基本胜利，由此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新疆的政治社会动荡，而作为

“亚洲枢纽”的新疆也将迎来新的局面。

首先，晚清以来的内忧外患暂时缓解，新疆成为新中国联系亚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哨站。新中国

成立以后，在外交上实行 “一边倒”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如此一来，

由于与苏联中亚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新疆成为亚洲大陆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交往联系的区域枢

纽，而苏联也以新疆为区域媒介支援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这一良好的地缘互动关系一直维持到上

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地区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新疆的地缘压力
随之缓解，作为当代中国联系中亚、西亚、欧洲等亚欧内陆国家与地区交往的区域中枢，继续发挥

“亚洲枢纽”的作用，承担新时代 “一带一路”总规划的前线任务。

其次，新疆纳入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加强与内地及其他边

疆地区的联系。三区革命与国民党起义人士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认同，有力推进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历

史进程。而新疆和平解放后，经过建党建政，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秩序在新疆得以

建立起来，为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创造了积极条件，促进了新疆在政治、经济上与全国各地

的接轨。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和 “兰新铁路”及其他交通路线的开建，大大促进了新

疆与内地地区的交流、交往、交融进程。新疆和平解放后，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新中国对新

疆地区的治理都达到了空前水平，而新民主主义为此铺平了道路。

最后，新疆的和平解放，标志新民主主义在新疆的基本胜利，补充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

边疆地区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基本理念在新疆的

传播过程中，得到了新疆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党起义人士的认同，为整合新疆政治格局与和平解放奠

定了政治基础，实现了其他主义所难以实现的目标。这在实践上佐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理

性，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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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陶峙岳：《驻新将士通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第１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页。
《政协新疆代表声明 陶峙岳、鲍尔汉通电脱离国民党残余政府，符合新疆人民要求；伊犁等三区人民愿和全疆人民一道建设新新

疆》，《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第４版。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历史争论及其原因

黄启祥

【摘要】“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是西方近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在斯宾诺莎生前还是在

其身后都有许多人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但是斯宾诺莎生前坚决拒绝这一称谓。他不仅通过其哲学论证神的

存在，论证人的最高幸福在于对神的理智的爱，还通过其生活方式来证明自己不是无神论者。通过考察批

评者的观点、斯宾诺莎的著作以及无神论的含义，我们看到关于 “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的争论，既

源于人们对神与无神论所具有的不同观念，也源于他们对斯宾诺莎著作的不同解读。由于不同人心中神的

观念可能不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人们对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仍会做出不同的判断。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不断促进人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与研究。

【关键词】斯宾诺莎；神；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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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这是西方哲学史上充满争议的一个问题，这种争议不仅存在于斯宾诺

莎的批评者之间，而且首先存在于斯宾诺莎与其批评者之间。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都在谈论神，都肯

定神的存在，从其早期的 《神、人及其幸福简论》到后期的 《伦理学》莫不如此。他在许多书信中

也探讨与神有关的问题，其中没有一处否认神的存在。可是斯宾诺莎却被很多人称为无神论者。斯宾

诺莎生前坚决拒绝这一称谓，并撰写 《神学政治论》予以反驳，然而这部著作却被更多人看成他宣

扬无神论的证据。是斯宾诺莎的众多批评者误解了斯宾诺莎？还是斯宾诺莎没有理解他自己的学说？

他们之间的分歧究竟何在？争议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对于这些争议的系统研究似乎尚未见到。本文将

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对这场历史争论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一、无神论者：斯宾诺莎的生前身后名

斯宾诺莎生前在许多人眼里是个嘲笑一切宗教的无神论者。既有人私下指责他的哲学是无神论，

例如，一位基督徒学者凡尔底桑 （Ｖｅｌｔｈｕｙｓｅｎ）在信中说，“他 ［斯宾诺莎］用隐蔽的伪装的论证教

授十足的无神论”①，他的学说 “取消和绝对推翻了一切信仰和宗教，偷偷地贩卖无神论，或至少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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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ｄ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ｏｆＳｐｉｎｏｚａ，Ｖｏｌ．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ＥｄｗｉｎＣｕｒｌ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
３８５．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历史争论及其原因

构了一个不能使人对其神性产生敬畏的上帝”①；也有公开出版物谴责斯宾诺莎宣扬无神论，例如，

１６７２年荷兰有一本小册子说斯宾诺莎的 《神学政治论》是 “堕落的犹太人斯宾诺莎从地狱中制作出

来的。此书以前所未有的无神论方式论证神谕必须通过哲学来阐释与理解”。② １６７４年 《神学政治

论》被荷兰总督奥伦治三世以 “污蔑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罪名禁止发售和传播，随后欧洲其他国

家纷纷效仿，天主教会和加尔文教会也将其列入危险书目。

对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指责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终止。１６７７年即斯宾诺莎去世的当年，他的
朋友出版了其遗著 《伦理学》。第二年这部著作受到荷兰和西弗里斯兰当局审查，被认为是一本 “渎

神的、无神论的和亵渎宗教的书”。③ 在西方近代，斯宾诺莎成了无神论的主要代表。正像有的学者

所说，在很大程度上，“无神论与斯宾诺莎主义变成了同义词”。④ 加尔文教徒、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

都把斯宾诺莎哲学看成明显的无神论的自然主义。⑤ １８世纪的一位学者约翰·弗兰兹·冯·布迪厄斯
（ＪｏｈａｎｎＦｒａｎｚｖｏｎＢｕｄｄｅｕｓ）不仅认为斯宾诺莎 “公开宣扬无神论”，而且认为他是 “我们这个世纪

的无神论者的领袖和导师。”⑥ 在欧洲各国，“无神论这顶帽子在他死后多年没有摘掉”⑦。

１７世纪后期斯宾诺莎的著作进入英国， “一开始，斯宾诺莎就被看作…… ‘真正的’无神论

者。”⑧ 萨缪尔·克拉克 （ＳａｍｕｅｌＣｌａｒｋｅ）认为斯宾诺莎是 “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无神论代言人。”⑨

贝克莱称斯宾诺莎的学说为 “无神论体系”瑏瑠、“现代的无神论”瑏瑡。休谟称斯宾诺莎为 “著名的无神

论者”瑏瑢，称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为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瑏瑣。斯宾诺莎对英国无神论还产生了重要影

响。例如，人们在雪莱的思想历程和著作中可以感受到斯宾诺莎对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启示，雪莱所写

的 “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曾受到斯宾诺莎的启发。瑏瑤 查尔斯·布拉德劳 （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ｒａｄｌａｕｇｈ）明确
表示斯宾诺莎的 《伦理学》对他影响颇深，他的许多无神论思想都可追溯到这种影响。

在法国，皮埃尔·贝尔对斯宾诺莎的评价颇负盛名，他在 《历史的批判的辞典》“斯宾诺莎”词

条的一开始写道：“斯宾诺莎生为犹太人，后来脱离犹太教，最后成了无神论者。”瑏瑥 贝尔称斯宾诺莎

的 《神学政治论》是 “一部恶毒可憎的书，他在这部书里播下了他的遗著中明白昭示的无神论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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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子。”① 他说：“所有批驳 《神学政治论》的人都在该书中看到了无神论的种子。”② 深受贝尔影

响的伏尔泰在其著作中明白地说： “斯宾诺莎实质上不承认任何神”③， “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

———他教授无神论”④，他称斯宾诺莎为 “大名鼎鼎的无神论者斯宾诺莎”⑤。他说：“所有著作中最

危险最有害的是斯宾诺莎的著作。他不仅以犹太人的身份攻击新约，而且以学者的身份瓦解旧约；他

的无神论体系在写作与推理上胜过斯特拉顿 （Ｓｔｒａｔｏｎ）和伊壁鸠鲁的无神论一千倍。”⑥ 狄德罗在
《百科全书》中也明确地将斯宾诺莎视为无神论者。⑦ 霍尔巴赫在 《自然的体系》中称斯宾诺莎的哲

学为无神论体系。⑧ 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 （ＮｉｃｏｌａｓＭａ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ｅ）认为斯宾诺莎的无神论与中国哲
学家的无神论有很多相同之处。⑨

有学者说，在１８世纪 “每个德国朝臣都知道斯宾诺莎是最重要的，最臭名昭著的，也是最危险
的 ‘理论无神论者’。”瑏瑠德国的知识阶层则 “将斯宾诺莎主义谴责为一种异端式的、无神论的和无政

府主义的学说。”瑏瑡 在著名的门德尔松—雅可比泛神论之争中，雅可比的第一个观点是 “斯宾诺莎主

义即无神论”瑏瑢。就像利奥·施特劳斯所说：“１８世纪最后几十年对斯宾诺莎主义的接受首先意味着
无信仰状态一下子突飞猛进起来。”瑏瑣 费尔巴哈称 “斯宾诺莎是现代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的摩

西。”瑏瑤 罗森茨威格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 “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等同于无神论”瑏瑥。

近代欧洲学者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无神论批评可谓林林总总，其中有两点格外值得注意。其一，斯

宾诺莎被看成不同于古代无神论的近代哲学无神论的创立者。西尔维亚·贝尔蒂 （ＳｉｌｖｉａＢｅｒｔｉ）说，
１８世纪早期的启蒙主义者认为斯宾诺莎在历史场景中的出现代表着与传统的不信神模式在概念上的
真正决裂，“为了粉碎信仰的世界，需要与一种新的 《圣经》解释方法相结合的坚实的无神论的哲学

基础。斯宾诺莎代表着这种突破，在这方面他是唯一的，他提供的哲学工具使得作为创造者的神的存

在成为不可能；哲学无神论由此达成了，并通过动摇 《圣经》权威的 《圣经》批判而表现出更大的

破坏性。这不只是理论上的成就，它宣布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威之基础的所谓神圣性是不合法的”瑏瑦。

其二，斯宾诺莎的无神论被看成基于新方法的体系化的无神论。伏尔泰认为：“他 ［斯宾诺莎］

似乎不同于古代所有的无神论者，……他与他们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方法。”瑏瑧 贝尔说：“斯宾诺莎……

是一个体系化的无神论者，尽管他的理论基础与其他几位古代的和现代的、欧洲的和东方的哲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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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是他运用了全新的方法。我认为他第一个将无神论简化为一个体系，依照几何学家的方式将

它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学说。”① 不仅如此，斯宾诺莎甚至被称为西方近代世界中唯一成体系

的无神论者，②

当代西方哲学界将斯宾诺莎哲学视为无神论的学者也为数不少。例如， 《黄金时代的荷兰共和

国》一书的作者马尔滕·波拉称斯宾诺莎是现代无神论的奠基者。他说：“人们也许会吃惊地发现，

一个作为现代无神论奠基者而闻名的哲学家竟然会选择上帝作为自己论述的出发点，并且把他的全部

哲学都建立在对上帝进行定义的基础上。”③ 德勒兹说，从绝大多数宗教所说的 “神”即道德立法者

和道德法官的含义来看，“斯宾诺莎显然是个无神论者。”④ 乔纳森·伊斯雷尔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Ｉｓｒａｅｌ）在
《激进的启蒙》一书中认为斯宾诺莎是１８世纪无神论的根源。罗伯特·普拉茨纳 （ＲｏｂｅｒｔＬ．Ｐｌａｔ
ｚｎｅｒ）则将犹太人中的无信仰潮流追溯至斯宾诺莎。⑤

一些中国学者也把斯宾诺莎看成无神论者。例如，贺麟认为：“斯宾诺莎是１７世纪伟大的荷兰
唯物论哲学家和无神论者。”⑥ 洪汉鼎认为斯宾诺莎的 《神学政治论》是无神论者的 《圣经》。他说：

“如果 ‘无神论’这一名称是在我们现在的意义上加以理解，那么应当说，这是斯宾诺莎当之无愧的

光荣称号。”⑦赵敦华认为：“他 ［斯宾诺莎］的学说虽然披着神学外衣，但主题是人和自然，全然没

有对人格神信仰和崇拜的位置，并闪烁着无神论的光辉。”⑧ 卓新平像费尔巴哈一样称斯宾诺莎为

“无神论和唯物论者的 ‘摩西’”。⑨

从近代到当代，从西方到中国，无论是谴责斯宾诺莎的一方还是赞扬斯宾诺莎的一方都有许多人

认为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这是否坐实了斯宾诺莎的无神论者称号？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关于斯宾诺

莎的无神论批评？或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斯宾诺莎本人的看法。斯宾诺莎当然不能

对其身后的批评做出回应，但是他生前对这种批评表达了非常清晰的立场与态度。

二、斯宾诺莎对无神论的拒斥

尽管有许多人谴责斯宾诺莎的无神论，也有许多人称赞他的无神论，但是斯宾诺莎从未声称自己

是无神论者，他的任何著作和书信都不曾公开主张或赞同无神论。对于外界所加于他的无神论者的称

号，他坚决予以拒绝，正如纳德勒所言：“对于说他是无神论者的指责，斯宾诺莎总是深感气愤。”瑏瑠

不仅如此，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他根本不能容忍无神论。瑏瑡 关于斯宾诺莎对于无神论的态度，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斯宾诺莎反驳对于他的无神论指责。他在致奥尔登堡的一封信中说：“普通百姓不断指责

我是无神论者，我不得不尽我所能予以反驳。”瑏瑢 这是他写作 《神学政治论》的缘由之一。他在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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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治论》第十二章声明： “我可以确定地说，我没有说任何不敬神之语，亦未做任何不敬神之

事。”① 斯宾诺莎认为不是他的哲学而是那些自以为信神而指责他的人所信仰的教义，会导致无神论。

他在论述神迹的时候说：“我们认为自然次序是确定不移的，是合乎神的律令的。因此，如果自然中

发生的某件事不遵循自然法则，它必然与神通过自然法则在自然中确立的永恒次序不相容，因而是违

反自然及其法则的，因此相信这样的事情会使我们怀疑一切，并导致无神论。”② 在斯宾诺莎看来，

有神论者必定对神有清楚明白的认识，那些对神没有真正认识的人可能是无神论者，而犹太教徒和基

督徒就是这样的人。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那些公开承认没有神的观念，只通过被造物 （他们不知其

原因）认识神的人竟然毫不脸红地责难哲学家是无神论。”③ 这里所说的哲学家指斯宾诺莎本人。

其次，斯宾诺莎在理论上明确主张一神论。他在 《伦理学》中清楚地说：“认为神不作为与认为

神不存在，在我们是同样不可能设想的。”④ 神是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起点。系统表述斯宾诺莎哲学

体系的 《伦理学》分为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是论神。斯宾诺莎为什么要从神的概念出发构建其

哲学？他说这是遵循哲学思考的必由之路，“因为神的本性本来应该首先加以考察，因为就知识的次

序和就事物的次序说来，神的本性都是在先的。”⑤ 没有神的概念，斯宾诺莎哲学就没有了基础。

神也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归宿。斯宾诺莎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引导人走向最高幸福。人的最高幸福

在于对神的理智的爱，也就是通过认识神而爱神。在斯宾诺莎看来，凡是从神的知识出发来认识一切

的人，他的心灵和德性能够达到最高的完满，因为此时 “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

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决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

足。”⑥ 人达到了这种境界，就能 “在永恒的形式下”观认一切，同时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彻底的解

放，成为永恒的心灵。

当然，斯宾诺莎所认识的神既非犹太教的神，也非基督教的神，也非任何其他建制性宗教的神。

《伦理学》第一部分从几个角度论证了神的本质与特征：神是自因，它必然存在；神是唯一的实体；

神是永恒的；神是绝对无限的存在，具有无限多属性，其中每一个属性都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神是

自由因，它只按照自己本性的法则而存在和行动，不受任何其他东西强迫；神不但是万物生成的原

因，也是万物存在的原因；万物都在神之内，都依靠神，因而没有神就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被理解；

万物都预先被神所决定，也就是被神的绝对本性和无限力量所决定。这个神也就是自然，它不只包括

我们所说的自然界，也包括精神性事物，还包括无限多其他事物。

第三，斯宾诺莎并没有否认宗教的意义。在他看来，能够通过哲学认识神的人是非常少的。如果

一个人对于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宗教或者对于神的信仰对于他来说便是必要的。针对那种认为他抛弃

了一切宗教的看法，他说：“我请问，如果一个人认为神必须被看成最高的善、必须作为最高的善而

为人们自由地热爱，他会主张抛弃所有宗教吗？如果一个人主张我们最高的幸福和至上的自由只在于

此，他会反对宗教吗？一个反对宗教的人会主张德行的报酬就是德行自身，愚蠢和软弱的惩罚就是愚

蠢自身吗？最后，一个反对宗教的人会主张每个人都应当爱他的同胞，服从至高权力的命令吗？我不

仅明确主张这一切，而且还以最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⑦

斯宾诺莎所说的宗教既非犹太教也非基督教，也不是其他任何建制性宗教，而是他所说的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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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或普遍宗教。他说：“根据 《圣经》的命令，我们唯一要相信的只是为履行这个命令所绝对必需

的。因此，这个命令自身就是整个普遍信仰的独一标准。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确定这个信仰的所有

信条，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接受的信条。”① 斯宾诺莎根据 《圣经》的目的，运用理性推出了普遍信仰

的七个信条或整个 《圣经》的基本原理。② 斯宾诺莎说，如果有人因为不相信神的存在而拒斥 《圣

经》，他是不虔敬的。如果有人不了解 《圣经》中的历史记述，也没有通过自然之光认识任何事物，

即使他不是顽固或不虔敬，也几乎与兽类无异，他不具有神所赋予的任何才质。③ 所以，从斯宾诺莎

的学说可以看出，他肯定神的存在，也并不一概否定宗教。

第四，斯宾诺莎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不是无神论者。一个人的学说与其生活中的信仰并非总是一

致。当我们判断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的时候，不仅要观其言，还要察其行，这也与斯宾诺莎的哲

学观点相一致。斯宾诺莎在２４岁时被犹太教会革除教籍，之后他既未加入基督教会，也未加入其他
宗教组织。就此而言，人们也许会说他不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斯宾诺莎并不认为不信仰宗教者就是

无神论者。在他看来宗教是信仰神的方式，而哲学是真正认识神的方式。这两种方式都能够使人具有

德行或幸福，但是那些不是通过宗教信仰神而是通过哲学认识神的人更幸福。④ 换言之，具有德行的

人或者是通过哲学认识神的人或者是通过真正宗教而信仰神的人，他们都不是无神论者。

人们虽然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分歧很大，但是根据斯宾诺莎的生活对他的德性做出的评价可谓

如出一口，就连那些最猛烈指责斯宾诺莎传播无神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道德上无可指责。伏尔泰

虽然认为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是错误的，但是他说斯宾诺莎诚实无欺，真挚可敬，温和淳朴，⑤ 是 “十

分贞洁的无宗教信仰者”⑥，“斯宾诺莎没有做任何坏事”⑦。至于诺瓦利斯 （Ｎｏｖａｌｉｓ）、海涅、黑格
尔、罗素等人对斯宾诺莎的人格与品行的称赞在哲学界已是尽人皆知。

根据斯宾诺莎的德性学说和他的生活方式，他无疑是一个真正具有德性的人。同样，根据他的德

性学说，一个真正具有德性的人必定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既然如此，斯宾诺莎便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也正因为如此，斯宾诺莎在致雅各布·奥斯顿 （ＪａｃｏｂＯｓｔｅｎｓ）的信中回应凡尔底桑对他的无神论指
责时说：“如果他了解我遵循的生活方式，他就决不会这样轻易地相信我在讲授无神论。因为无神论

者总是过度追求荣誉和财富，而我对这些东西历来都是鄙视的。认识我的人都知晓这一点。”⑧ 根据

斯宾诺莎的哲学，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生活中都不是无神论者。

我们阐述了斯宾诺莎的神观念以及他对无神论的态度。人们该如何看待斯宾诺莎对于无神论的拒

斥？有些学者认为斯宾诺莎是一个不想成为无神论者的无神论者。例如，大卫·博曼 （ＤａｖｉｄＢｅｒ
ｍａｎ）说：“有一些作家真诚地相信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撰写了无神论著作。斯宾诺莎的
《伦理学》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无神论著作的一个例子。”⑨ 费尔巴哈则根据斯宾诺莎所处的时代背景以

及无神论者当时的处境，来解释斯宾诺莎哲学被视为无神论的原因以及斯宾诺莎对待无神论的态度。

他说：“基督教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指责斯宾诺莎主张无神论。说的很对：因为，否定了上帝的和善、

仁慈、正直、超自然性、独立性以及创造奇迹时，简言之，否定了上帝的人性，那也就否定了上帝自

身。如果上帝不能创造奇迹，不能产生出一种与自然活动不相同的活动，因而不能显示出自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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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不同的存在物，那他其实也就不是
獉獉

上帝了。但是，斯宾诺莎不想成为无神论者，而且，从他的

观点和在他那个时代来说，他也不可能成为无神论者。”①

虽然斯宾诺莎在生前身后被许许多多的人视为无神论者，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也有学

者明确肯定斯宾诺莎不是无神论者，例如一位名叫米歇·翁福雷 （ＭｉｃｈｅｌＯｎｆｒａｙ）的学者曾这样说：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在哪里？无处可寻。我们可以仔细阅读他一生的著作，却不能找到一句断言神不

存在的话。”② 有的学者认为，斯宾诺莎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反对传统宗教信仰的神，例如埃罗尔

·哈里斯 （ＥｒｒｏｌＥ．Ｈａｒｒｉｓ）说：“无神论是与斯宾诺莎的意旨直接相反的”，“他否认的是那些他认
为对上帝的错误看法，他的全部努力是让传统宗教中预设的神的观念变得明白易懂和前后一致”。③

三、从 “无神论”观念看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

历史上有那么多人认为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而他极力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究竟孰是孰非？

如果斯宾诺莎的声明真诚不欺，我们似乎可以说他是无神论者。但是有些批评者认为斯宾诺莎或

许误解了自己的学说。例如，贝尔认为斯宾诺莎可能没有理解自己的学说的所有部分，没有清楚地意

识到自己的学说的所有后果。④ 伏尔泰在 《无知的哲学家》一书中说：“他 ［斯宾诺莎］非常诚实地

欺骗了自己。……他太自以为是了；他只顾埋头向前，没有注意到任何可能困扰他的地方。”⑤ 如果

斯宾诺莎没有理解自己的学说，他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声明可能会有问题。

斯宾诺莎的主要哲学著作像 《伦理学》和 《神学政治论》异常艰深。贝尔认为在斯宾诺莎哲学

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理解它，很少有人不为其中的难题和晦涩深奥的抽象概念感到沮丧。”⑥ 那些批

评者是否可能误解斯宾诺莎？伏尔泰曾说：“那些激烈反对斯宾诺莎的人中，有许多从未读过斯宾诺

莎的著作”⑦。例如，伏尔泰认为贝尔误解和歪曲了斯宾诺莎哲学，⑧ 他说：“斯宾诺莎一直使用神这

个词，而贝尔根据自己对它的运用来理解斯宾诺莎的学说。”⑨ 当代学者例如史蒂文·史密斯 （Ｓｔｅｖｅｎ
Ｂ．Ｓｍｉｔｈ）认为斯宾诺莎的一些批评者像贝尔对斯宾诺莎的一些基本理解是错误的。瑏瑠 乔纳森·伊斯
雷尔认为：“贝尔误解了无神论，而且他像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一样，既未仔细理解也未准确表述斯宾

诺莎的思想。”瑏瑡 显然，如果批评者误解了斯宾诺莎，他们对斯宾诺莎的无神论评价也不足信。况且，

不同批评者对于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的评价并不相同，许多人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但也有人认为

他不是无神论者，还有人认为他不能容忍无神论。

斯宾诺莎哲学的真义何在或者如何理解斯宾诺莎哲学？这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探讨的重要问题，

这里只想指出，对斯宾诺莎哲学的不同理解必定会影响对他是否是无神论者的判断。这里要强调的

是，无论人们认为那些断言斯宾诺莎为无神论者的人误解了斯宾诺莎，还是认为斯宾诺莎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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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历史争论及其原因

自己的学说是无神论，实际上都为 “无神论”设定了唯一确定的含义。这里的问题是斯宾诺莎及其

批评者心中的无神论观念是相同的吗？

事实上，无神论一词在古希腊就有不同含义，它在近代早期与在任何时代一样都是一个含义模糊

而颇多歧义的概念。从词源学上说，英语中 ａｔｈｅｉｓｍ源于古希腊语中的 ，意思是 “没有神”。

学者们一般认为比较明显的无神论在雅典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５世纪后半期。例如，波兰学者马立克
·维尼阿克齐克 （ＭａｒｅｋＷｉｎｉａｒｃｚｙｋ）认为：“作为一种拒绝所有神和超自然现象的无神论，可能在公
元前５世纪末期已在雅典出现。”① 柏拉图的 《法律篇》第十章以及 《申辩篇》 （２６ｃ）可以为此证
明。《申辩篇》中苏格拉底的指控者说苏格拉底不仅否认流行宗教中的神存在，而且否认所有的神存

在。

无神论的另一个含义指异端。伏尔泰认为，“无神论者”一词最初并非指不相信神存在的人，而

是指另一种不同的非正统的或异端的有神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无神论者不过是异端哲学家。西

方近代的无神论一词仍然保留了这个含义。加文·海曼 （ＧａｖｉｎＨｙｍａｎ）认为：“１６世纪，无论在英
国还是在法国，‘无神论’一词通常都是指异端而不是指断然否认有神论。”②

无神论的另外一个含义指一个人不仅不信神而且不道德，因此对某个人的无神论指责经常意味着

对他的诋毁乃至侮辱。这种用法在古希腊就已存在。乔纳森·伊斯雷尔说，在近代早期，“无神论不

仅被普遍认为是对宗教因而对绝大多数人的信仰的威胁，而且被认为是对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与自然法

的否定。因此 ‘无神论者’还有 ‘自然神论’ （程度轻一些）被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看作公共敌人，

违背道德和法律秩序、权力结构、教育和文化的叛逆者，敌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原则的

人。”③ 在斯宾诺莎生活的１７世纪，无神论是一个普遍不受欢迎的词，它意味着应受诅咒的思想和生
活方式，受到教会和世俗当局的普遍反感和压制。斯宾诺莎在信中关于 “无神论者总是过度追求荣

誉和财富”的表述也清楚地显示了无神论一词的这层含义。

在１８世纪的欧洲，在一些前卫思想家心中无神论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加文·海曼认为，作为自
我界定的 （ｓｅｌｆ－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无神论者直到１８世纪中期才在巴黎的知识分子中出现。④ 巴克利认为：
“从许多方面看，狄德罗都是第一个无神论者，不仅从时间顺序上如此，而且他是最早的最重要的倡

导者与影响者。”⑤当然，在狄德罗之前无神论者早已存在，确切地说，“狄德罗被认为是第一个公开

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哲学家”⑥。

至于 “无神论”一词究竟有多少含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除了以上所述，无神论

的含义会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不同。一些宗教的信仰者在坚信自己所信仰的神的同时，会指责其他宗

教是无神论。《苏格拉底的审判》的作者斯东曾说：“世界上宗教的不宽容都是一神教所造成的。犹

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否认除了他们的神以外有别的神”⑦ 事实上，多神教也未必对其他宗教宽容，例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ａｒｅｋＷｉｎｉａｒｃｚｙｋ，ＤｉａｇｏｒａｓｏｆＭｅｌｏｓ：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Ａｔｈｅｉｓ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ｏｌｉｓｈｂｙＷｉｔｏｌｄＺｂｉｒｏｈｏｗｓｋｉ－
Ｋｏｃｉａ，Ｂｅｒｌｉｎ／Ｂｏｓｔｏｎ：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ＧｍｂＨ，２０１６，ｐ．７４．又见 ＪａｎＮ．Ｂｒｅｍｍｅｒ，“Ａｔｈｅｉｓｍｉｎ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
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Ａｔｈｅｉｓｍ，ｐ．１２．
ＧａｖｉｎＨｙｍａｎ，“Ａｔｈｅｉｓｍ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Ａｔｈｅｉｓｍ，ｐ．２９．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Ｉ．Ｉｓｒａｅｌ，“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ｉｎＡｔｈｅ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ｉｓｍＲｅｖａｌｕｅｄ：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１６５０－１８００，ｅｄ．ＷａｙｎｅＨｕｄ
ｓｏｎ，ＤｉｅｇｏＬｕｃｃｉａｎｄＪｅｆｆｒｅｙＲ．Ｗｉｇｅｌｓｗｏｒｔｈ，Ｆａｒｎｈａｍ：Ａｓｈｇ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４，ｐ．ｘｉ．
ＧａｖｉｎＨｙｍａｎ，“Ａｔｈｅｉｓｍ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３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Ｂｕｃｋｌｅｙ，Ａｔ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ｈｅｉｓｍ，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４９．
ＧａｖｉｎＨｙｍａｎ，“Ａｔｈｅｉｓｍ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３０．根据大卫·博曼的描述，早在狄德罗之前，１７世纪晚期罗切斯特伯爵 （Ｅａｒｌｏｆ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约翰·威尔莫特 （ＪｏｈｎＷｉｌｍｏｔ）就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至少，他非常接近承认。”而且罗切斯特伯爵的神的观念与
斯宾诺莎的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ＤａｖｉｄＢｅｒｍａ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ｔｈｅｉｓｍｉ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ｆｒｏｍＨｏｂｂｅｓｔｏＲｕｓｓｅｌｌ，Ｖｏｌ．３，ｐ．５２，ｐ．５５．）但
是与狄德罗不同，他不是以自我肯定的方式坦承自己为无神论者，而是为自己的无神论言行责备自己。

［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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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信仰多神教的罗马人也曾将基督教信仰视为无神论，并排斥和迫害基督徒。①

不同时期的人会具有不同的无神论观念。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早一时期被允许的可以接受的

关于神或宗教起源的理论在后一时期可能被看成无神论。”②即使在同一个时期，不同人也可能具有不

同的无神论观念。以当代西方学界为例，

有的学者认为：“无神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神或诸神不存在。……无神论者拒绝相信神，

他们通常也拒绝相信任何超自然的或超越的实在。”③

有的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无神论……表示一种立场 （而非 ‘信念’），它包括或声称神不存

在”④。

有的学者认为：“无神论者即不信仰神的人；他或她不一定认为神不存在。”⑤

有的学者认为：“无神论者不相信有神论赞同的神”⑥。

有的学者认为：“确切地说，我认为 ‘无神论者’这个词就像人们一直所理解的那样，指一种原

则性的有根据的拒绝信仰神的决定。”⑦

一个批评别人为无神论者的人，也可能被他人看作无神论者。狄德罗曾记述一桩著名的轶事。休

谟第一次在霍尔巴赫的沙龙做客时说他从未见过一位无神论者。对此，霍尔巴赫回应：“数一数我们

这里有多少。我们是１８个 ［无神论者］。”⑧ 贝尔批评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但是乔纳森·伊斯雷尔

认为：“贝尔……本质上是无神论者。”⑨ 伏尔泰指责斯宾诺莎是无神论者，但是利奥·施特劳斯认为

伏尔泰也是无神论者。瑏瑠

加文·海曼曾说：“如果我们对于神的定义与理解发生变化或改变，我们对于无神论的定义与理

解也会发生变化或改变。由此，有多少种有神论，就有多少种无神论。因为无神论总是拒绝、否定或

否认某种具体
獉獉

形式的有神论。”瑏瑡 情况的确如此，一个学说是否是无神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判断者

具有的神的观念和无神论的观念。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评价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黑格尔认为斯宾

诺莎既可以说是有神论者，也可以说是无神论者。他说：“有人说，斯宾诺莎主义是无神论，从一个

方面说，这是正确的，因为斯宾诺莎不把神与世界、自然分开，因为他说，神就是自然、世界、人的

精神，———个体就是神以特殊方式的显现。因此可以说它是无神论；人们这样说，是就他不把神与有

限物分开这一点来说的。……斯宾诺莎的实体的确没有满足神的概念的要求，因为神是应当被理解为

精神的。”瑏瑢 但是黑格尔说：“如果有人仅仅因为斯宾诺莎主义不把神与世界分开，就愿意把它称为无

神论，那是很愚蠢的”瑏瑣。他说斯宾诺莎并没有把神与自然对立起来，在斯宾诺莎哲学中， “神是统

一，是绝对的实体，世界、自然倒是没入、消失于神之中的……那些说他是无神论、申斥他是无神论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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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历史争论及其原因

的人所说的话的反面倒是真的；他那里大大地有神。”① 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主义是与通常意义下

的无神论相去甚远的”②，只有在不把神理解为精神这个意义下，它才是无神论。

既然不同时代、不同宗教、不同群体甚至不同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神观念和无神论观念，并且人

们总是根据自己心中的神观念和无神论观念来判断他人是否是无神论者，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斯宾诺莎竭力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却有那么多人称其为无神论者；为什么 “斯宾诺莎在１７世纪和
１８世纪早期被看作理论无神论者，１８世纪后期的学者像莱辛和诺瓦利斯却很难同意这个看法”③；为
什么尽管歌德心中的斯宾诺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哲学上的异教徒，但是他却称斯宾诺莎为

“十足的基督教徒”④；为什么基督教会将斯宾诺莎视为对基督教信仰有害的无神论者，而赫尔曼·柯

亨 （ＨｅｒｍａｎｎＣｏｈｅｎ）、撒母耳·泰勒·柯勒律治 （ＳａｍｕｅｌＴａｙｌｏｒ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库诺·费舍尔 （Ｋｕｎｏ
Ｆｉｓｃｈｅｒ）、海涅、施莱尔马赫、马修·阿诺德 （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赫尔德、冯·达尔伯格 （ＶｏｎＤａｌ
ｂｅｒｇ）等学者却将斯宾诺莎看成基督教哲学家或倾向于基督教立场的哲学家，⑤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
耶维奇·索洛维耶夫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ＳｅｒｇｅｙｅｖｉｃｈＳｏｌｏｖｙｏｖ）甚至认为，斯宾诺莎的著作使他重新皈依了他
曾经抛弃的基督教信仰，他说：“斯宾诺莎哲学提供的神的概念……回应了人们对于神的真正观念与

思想之原初的不可或缺的需求。许多宗教人士都在这个哲学中找到了精神支柱。”⑥同时，我们也就不

会感到惊讶：即使那些同为批评斯宾诺莎哲学是无神论的人，他们的理由也不尽相同。

从以上所述，我们当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勒兹说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取决于人们所具有的有神论

与无神论的主观定义。⑦ 此外，即使在神和无神论方面具有相同观念的学者，如果他们对斯宾诺莎著

作的理解不同，也会在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上见仁见智。可以预见，关于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会持续

下去。因为不同人心中的神观念可能不同，他们对于斯宾诺莎著作的解读也可能不同，对斯宾诺莎哲

学是否是无神论仍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无疑会促进人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与

研究。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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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的崇高概念及其道德心理学疑难

董滨宇

【摘要】在康德的美学与实践哲学中，“崇高”概念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本文将指出，从道德心

理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崇高”概念却因其自身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而导致诸多理解上的困难，主要是，崇

高感是愉悦的还是不愉悦的？而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作为道德情感的 “敬重”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

理感受？或者说，道德行为者应该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本文首先通过考察美与崇高的关系，指出二者对

于道德情感具有同等的促进作用；其次，针对崇高感与道德情感的复杂关系，指出必须认识到二者的本质

性区别；第三，就其道德动机与情感体验而言，综合康德不同时期的观点，本文认为，“道德平静”才是

康德伦理学中道德主体最应该具有的健康的心理状态，它是一种 “消极的愉悦”，而且，这种复杂的心理

状态也为崇高感所蕴涵。

【关键词】敬重；崇高；愉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９０－０９

作者简介：董滨宇，黑龙江哈尔滨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研究”（１７ＢＺＸ０９４）

作为一种规范性伦理学，康德的道德哲学一直被人们视为义务论的典型代表。它的基本观点是：

行动者应该出于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而行动，而且只有这样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为此，康德认为，

只有基于纯粹实践理性基础上的 “绝对命令”，才能作为道德主体的行动法则。作为一种形式化原

则，“绝对命令”以其普遍性要求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应该无条件地遵守。而在康德看来，人们之所

以会做出违背道德法则的事情，在于其感性欲望没有受到理性的约束，从而产生了 “根本恶”，对

此，我们应该通过 “控制感性欲望”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道德

法则采取的应是 “敬重”的态度。由于理性对于感性的压抑相当于一种 “自制”，在康德看来，它并

不能被称之为 “愉悦的”情感体验，甚至于可以说是 “痛苦的”。但是，在康德的美学理论中，同样

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崇高”却能够带来某种程度的愉悦感，由此，在本文看来，康德的理论出现了

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这一问题，本文认为极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行动者在施行道德行为时，究

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在此，本文依据康德文献的相关表述，试图提供一种比较融贯的解

释。

一、美与崇高

作为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一支，康德的道德哲学一直广受重视。若从整体性进行考察，康德的美

学无疑也是其道德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本文认为，如果站在道德与情感的关系的角度，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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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康德的道德理论是在其美学理论中逐渐趋于完善的。因为如果说康德在其专门的伦理学著作，

如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构建了著名的义务论，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

在 《判断力批判》中，这种以 “理性”及其 “法则”为核心特征的伦理学，就通过美或者崇高的鉴

赏活动，将其从理智性的本体世界 “拉回”到感性的经验世界。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梁，就是康

德所说的、作为一种反思性判断力的鉴赏判断，它能够依据 “自然合目的性”概念，将自然概念与

自由概念融贯起来，从而使得 “从纯粹的理论理性到纯粹的实践理性、从按照前者的合法则性到按

照后者的终极目的的过渡成为可能。”（１９６）① 这样，人的认识能力、欲求能力，通过情感的感受能
力形成为一个整体。在这里，康德表明，与知性和理性不同，判断力 （主要是反思性判断力）关乎

的是 “愉悦
!

不愉悦”的情感体验，因为它是 “在特殊的经验性表象之上寻找普遍性法则”，并在主

体自身而非客观对象之中形成某种 “自然合目的性”概念。简而言之，鉴赏判断就是一种愉悦体验，

是主体自身各种认识能力的相互协调，在这一意义上，它既不像知性那样能够形成关于自然现象的理

论知识，也不像理性那样能够形成关于实践领域的道德理念。主要以先验想象力为核心，在审美活动

中，知性或者理性与其相互融合，从而产生相应的愉悦感。前者形成了美感，后者形成了崇高感。

作为鉴赏判断，美与崇高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就相似性而言，它们都符合审美的 “四个

契机”：首先，在量上都是单称判断，但又都具有普遍有效性；其次，在质上都是无关乎功利的，即

都是纯粹的判断；第三，在关系上都是令人愉悦的，即都具有主观的合目的性，同时，这种愉悦感既

不是一种经验性感觉，又不是像对善者的愉悦那样依赖于一个确定的概念；第四，在模态上，基于

“共通感”，二者所表现的主观合目的性都是必然的。除此之外，在康德那里，美与崇高都与道德情

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作为审美判断，美与崇高都是不涉及任何实际利益的纯粹的愉

悦，而康德的义务论则主张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而行动，并不考虑任何外在的目的或者现实功利。然

而，虽然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二者的差异又是明显的。首先，相对于美的对象，崇高的对象是无限制

的，而由这种无限制还能联想到总体性；其次，美者是由不确定的知性概念展现的，崇高者则是由不

确定的理性概念展现的；第三，就与愉悦的关系而言，由于与游戏着的想象力相结合，美的愉悦是一

种直接的促进生命的情感，而崇高感因其是理性对于受压抑的感性的突破，因而产生的是一种间接的

愉悦感，康德称之为 “消极的愉悦”。（２４４－２４５）作为审美活动，美与崇高都与道德情感具有极强
的亲缘关系，正如康德本人所说：“美者是道德上的善者的象征；而且也惟有在这方面 （在一种对每

个人都很自然而且每个人都作为义务而要求于别人的关系中），美者才让人喜欢而提出每个他人都赞

同的要求，此时心灵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高贵化和对一种通过感观印象的愉快的纯然感受性的超

升。……判断力就一种如此纯粹的愉悦的对象而言给自己立法，正如理性就欲求能力而言所做的那

样。”（３５４）可见，作为 “道德的象征”，审美活动首先是能促进无功利性的自由的愉悦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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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本文所用引文，全部基于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秋零主编的中译本 《康德著作全集》。本文同时参考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ＭａｒｙＪ．ＧｒｅｇｏｒａｎｄＡｌｌｅｎＷ．Ｗｏｏ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两种译本均是根据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版 《康德

著作全集》译出，为简便起见，除个别地方需要同时注明引文的页码外，正文中所用引文将只标出康德著作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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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的善也是因其无功利性而被激发起的 “实践性关切”。① 与作为后天的、感官的、享受性的

“病理性关切”不同，它是由道德法则所导致的先天的、理性的愉悦体验；其次，就这种愉悦感而

言，鉴赏判断和道德判断都是主体心灵能力的自我融洽，即前者是想象力与知性的相互协调，而后者

是判断力与理性的一致；第三，鉴赏判断与道德判断都是一种普遍性判断，只不过区别在于，道德判

断是基于一个明确的客观概念而成立的，而鉴赏判断则是在想象力的作用下，通过知性 （或者理性）

的 “合法则性”而发生的，或者说，美是 “无概念的合目的性”。（２４１）
正是由于美与崇高所具有这些内在特征，在康德那里，它们与道德情感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

盖耶认为，在 《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美与道德联系起来，似乎与其早期关于 “二者并无直接联

系”的看法相冲突，为了使其理论前后更为贯通，盖耶指出，在康德那里，美和崇高应该表征着人

的自律的不同方面，前者由于侧重于 “认识能力脱离于感官冲动”，因此主要象征着心灵的自由，而

后者由于侧重于 “理性对感官冲动的压制”，因此主要象征着道德。② 阿利森也认为，就其与道德的

关系而言，美与崇高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在第三批判中，康德主要是运用美的概念来说明人的认识

能力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而崇高概念则给了我们一种相反的 “审美教育”，因为它激发了我们相对

于自然的独立性感受，甚至于要求我们通过否定自然的局限而获得某种满足，因此，阿利森断言，崇

高理论并不符合 《判断力批判》的主旨。③

应该说，盖耶与阿利森的观点具有一种共性，那就是都看到了美与崇高在与道德的关系方面并不

是对称的。美的体验主要体现了心灵的自由游戏，而崇高的体验则主要体现了心灵的超越性。本文认

为，在康德的文本中，美与崇高究竟哪一个与道德具有更强烈的 “亲缘性”？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在

其早期的论文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康德写道：“在道德品性中，惟有真正的德性是崇高

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好的道德品质是可爱的和美的，就它们与德性和谐一致而言……”

（２１５）④ 可见，在这里，康德认为美与崇高都是重要的道德品质，而且它们都是 “惬意的”，并且都

与高贵性相关。就二者的区别而言，康德此时主要是从它们的具体表现方面加以区分。首先，就内涵

而言，崇高是伟大的、淳朴的、令人激动的。而美则是可爱的、小巧的、温暖的、令人迷恋的、可以

修饰和装扮的；其次，就外延来说，崇高属于黑夜、悲剧、知性与勇敢。美则属于白昼、喜剧、机智

与狡黠。不过，即便如此，在这篇论文中，康德也指出，在与德性的具体关联方面，美与崇高的内在

性质仍然有着一定的差别。即崇高的品性激发的是敬重，而美的品性则引起爱与同情。（２１２）进一
步地，康德强调，就作为道德情感而言，人性的美感是普遍仁爱的根据，而与崇高相关的尊严感则是

普遍尊重的根据。因此，虽然都具有德性之名，但具有美感的同情或者仁爱不能作为德性的直接原

因，故称之为 “嗣养的德性”，它们 “美且动人”，而基于原则之上的崇高的情感才是 “真实的德

性”，它们是 “可敬的”。不过，康德又认为，这种 “嗣养的德性”与 “真实的德性”之间具有极大

的相似性，而且，具有美感的人可以称之为 “善良的”，而具有崇高感的人可以称之为 “正直的”。

２９

①

②

③

④

这里的 “关切”，其德文是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本文将其理解为 “关切”，主要基于韩水法的翻译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首先，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称之为 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在 《判

断力批判》中，康德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并指出鉴赏判断并不具有包括 “道德关切”在内的任何一种关切。对此，中文译本有

不同的译法，像邓晓芒和李秋零均译作 “道德兴趣”。本文认为，由于中文的 “兴趣”有较多的感官经验色彩，因此，像韩水法

将其译为更为中性化的 “道德关切”更为恰当，而这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论极为重要。因为康德指出，一般

性的 “愉悦”只是属于感官享受，理性法则所带来的体验不属于这一范畴。但是，理性又能导致一种特殊的体验，即作为 “敬

重”的道德情感，它能够产生一种与感官的愉悦完全不同的感受，康德将这种特殊的愉悦感称为 “实践的关切”，它是纯粹形式

化的，即不掺杂任何后天的质料性经验。而在康德的美学理论中，作为鉴赏判断的崇高，与美一样，却不与任何一种 “关切”

相关。据此，如果将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译为 “兴趣”，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２５３－２５４．
ＨｅｎｒｙＥ．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ａｓｔｅ－Ａ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３０６．
康德：《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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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似乎仍然可以认为，在根本意义上，美感和崇高感一样都属于道德情感，它们的差别是极

其细微的。

在 《考察》一文中，康德已经将崇高感与敬重的情感联系起来，而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道德情感明确地确定为 “敬重”，如此一来，我们也许得出了另外一种

结论：只有崇高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情感，而美感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但是，本文认为，综合

而言，在康德那里，在与道德情感的亲缘性上，美感与崇高感的差别是很小的，即便是到了其理论更

为成熟的 《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也仍然没有明确地认为崇高感比美感更应该被我们视为道德情感。

相反，康德始终是在表明，无论美还是崇高，作为审美活动，都是 “道德的象征”，它们使得 “从感

官魅力到习惯性的道德兴趣的过渡无须一个过于猛烈的飞跃就有可能”。（３５４）
在与道德情感的关系上，美与崇高不仅同样重要，而且还具有互相补充的作用。康德指出，从道

德动机的角度来看，虽然崇高感更能激发行动者，但是由于美感的交替或者伴随，使得出于崇高动机

的行动者才不会感到心灵疲累。 （２１１）① 这样的观点虽然出现于康德的早期著作中，但是，本文认
为，在 《判断力批判》的表述中仍然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因此，像盖耶和阿利森的论断，都是有所

偏颇的。美与崇高并不应该被我们分别对待，它们对于道德情感的构建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

在对待自然欲望时，崇高与美都是通过其抵制作用而实现了自由的愉悦，因此也同时象征着道德；另

一方面，崇高感也绝不像阿利森所说的那样，由于是对自然与自由和谐关系的否定而跳脱于第三批判

的整体思路，因为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最终意义上，崇高仍然是一种 “自然合目的性”的表

现，与美一样，属于反思性的判断力。②

二、崇高与道德情感

在康德那里，崇高和美虽然是其美学中的基本概念，但实际上与其道德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在

《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几乎是将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直接地加以类比，而就崇高而言，由于其以理

性的运用为核心，因此更是被康德几乎视为道德情感本身。尤其是，崇高的对象同样能够激发对于理

念的敬重之情，而这与人们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几乎是一样的。正如康德所言：“感到我们的能力不

适合达到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法则的理念，这种情感就是敬重。……对自然中的崇高者的情感就是对我

们自己的使命的敬重，我们通过某种偷换 （用对于客体的敬重替换对于我们主体里面人性理念的敬

重）对一个自然客体表现出这种敬重，这就仿佛把我们的认识能力的理性使命对感性的最大能力的

优越性对我们直观化了。” （２５７）在这段引文中，如果说康德还只是表明，崇高感是通过一种 “偷

换”才被我们视为相当于对于道德义务的敬重的，那么，在另外一处，康德则比较清楚地指出，崇

高感就是 “对 （实践的）理念的情感，亦即道德情感的禀赋”，因为它的基础就在于人的本性，是只

有以道德情感为前提才可能发生的想象力与理性的统一。（２６６－２６７）
可见，崇高感就是一种敬重之情，而在康德那里，“敬重”则被视为对于道德法则的主要心理状

态。应该说，在康德确立起先天的、作为义务法则的 “绝对命令”之后，构建其相应的情感运作机

制，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首先，为了奠定一种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康德认为必须在先验哲学的

框架内，通过纯粹理性的推理进行建构，因为基于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都不可能形成为普遍化法则。

然而，对于先验伦理学而言，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先天的、纯粹的实践理性法则转化

为真正的现实活动？也就是说，理智性概念如何与经验性感官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实际的道德行为？对

此，康德在其文本中似乎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方面，康德表明，义务论的道德动机就是理

３９

①

②

康德：《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第２１２页。
宫睿：《论 “崇高”在康德哲学中的位置与作用》，《哲学动态》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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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则本身；另一方面，康德又认为，“对于法则的敬重”是最重要的道德心理状态，也是真正的道

德动机。① 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一般形成了两种看法：一是理性主义解读，以瑞思、阿利森等人为

代表，认为在根本意义上，惟有理智性法则才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因为任何一种情感状态都是经

验性的，若以此为根据则必将违背义务论的形式主义前提，据此，所谓的道德情感只是作为动机的法

则的现象性效果而已；另一种是情感主义解读，以麦卡蒂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以 “对法则的敬

重”为核心，道德动机既依赖于其理智性方面，也依赖于其情感性方面，敬重的情感为人的行为提

供真正的动力，而它与理智性法则是同一的关系。② 本文认可后一种观点，因为也正如康德本人所

言，法则是作为客观根据的 “动因”（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ｇｒｏｕｎｄ），而作为其主观性根据的道德情感，则属于
“动机”（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③ 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虽然道德法则提供了根本的行动原因，但它与感性
体验不能是相互割裂的。理性化法则不仅提供指导，也同时作为动力，但必须是以情感的状态呈现出

来。另一方面，也只有围绕情感主义视角，康德才能在其先验的道德认识论基础上建立起道德心理

学。正如盖耶所揭示的，这种道德心理学是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以及其他后期著作中主要的讨论对象，

而关于崇高的分析，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④

　 在康德那里，最基本的道德情感就是 “对于法则的敬重”。在 《奠基》一书中，康德首先提

出了这一概念：针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敬重”是唯一与义务相对应的情感。到了 《实践理性批

判》，康德则在 “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一章中具体论述了这种道德情感。但是，这些论述似乎并没

有使这一概念更为清晰，那就是，就其根本性质来说，这种敬重感究竟是愉悦的还是非愉悦的？首

先，康德指出，敬重所带来的必然是一种痛苦的感受，因为它是意志在理性法则的命令下对于欲望与

情感的压制。在康德看来，人的所有偏好都可以称之为 “自利”，而道德法则会击毁这种 “自利”，

从而产生一种否定性情感－－谦卑，因此，“很难说敬重是一种愉快的情感，以至于人们就一个人而
言只是不情愿地听任自己的敬重”。但是，康德随即又说道，尽管如此，如果人们一旦放弃了那种自

利及其所带来的自负与自爱，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并对法则的壮丽与宏大有所领悟，在体验到灵魂升

华的同时，最终产生一种 “自我认可”，那么，原来的谦卑之情就会转化为 “肯定性情感”，对感性

欲望与自然情感的压抑随即会得到释放，因此，“这里面毕竟也又很难说有什么不快”。（７８）可见，
在这里，“敬重”显然是一种非常含混而且复杂的心理体验。本文认为，大体上，康德已经将其分析

为三种基本感受：痛苦、愉悦与非愉悦。⑤ 如果采取更为一般的说法，那么就是 “愉悦
!

非愉悦”这

两种基本的感受。然而，根据康德本人的论述，我们的确很难说清究竟哪一种感受才是 “敬重”最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在康德的 《实践理性批判》中，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两种 “矛盾的”说法。如 “道德法则以何种方式成为动机，以及由于动机是

道德法则…”（７２）；“我们将要先天地指出，不是道德法则在自身中充当一个动机由以出发的根据，而是就道德法则是这样的动
机而言，这动机在心灵中所起的 （更准确地说，必然起的）作用”（７３），“道德法则作为动机的作用仅仅是否定的，而且作为这
样的动机，这动机是能够被先天地认识的。”（７４）但在另一方面，敬重的情感又成为这种动机：“对法则的敬重是惟一的、同时
无可怀疑的道德动机…”（７９），“这种情感 （以道德情感的名义）是仅仅由理性造成的。它并不用来评判行动，或者干脆去建立

客观的道德法则本身，而是仅仅用作动机，以便使道德法则在自身中成为准则。”（７７）
关于 “道德动机”的两种解读，本文主要取自麦卡蒂的分析 （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ｃＣａｒｔｙ，Ｋａｎ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６７－１７７）。不过，麦卡蒂实际上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解读：理智主义的、情感主义的，而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则属
于一种中间性立场。限于篇幅，本文为简便起见，仍将麦卡蒂的观点归为情感主义阵营。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也给予了比较

深入的探讨，参见宫睿：《康德 “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初探》，《德国哲学》２０１４年卷，第４０—５９页，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主
要是持理智主义立场。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第４３５页。
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３６．
一般而言，人们习惯于否定康德试图建立任何一种道德心理学的努力，但是，受到近年来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人们也开始挖

掘康德伦理学的经验主义层面，并认为康德也有其道德心理学理论，这主要体现于其美学、实践哲学以及人类学著作中。

本文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主要基于 “愉悦
#

非愉悦”这样的二分法来分析 “敬重”的具体性质，而将 “非愉悦”一般等同于

“痛苦”，即 “愉悦
#

痛苦”，但本文认为，其实在这一对范畴之外，还有第三种情况，我们可以根据康德的整体思路将其称为

“非愉悦”状态，本文后面所谈及的 “道德平静”就属于这种状态的典型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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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本的性质。或者，这两种性质的混合状态才是真正的答案？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虽然康德

的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启示似乎是，对于法则的敬重包含着不快，但实际上，它最终仍然是通过理性的

“提升”而产生的一种愉悦的体验。（８１）不过，综合几处相关的论述，本文认为，康德始终没有明
言，作为最为重要的道德情感，敬重本身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状态。而这一问题并不能被轻易地忽略，

因为它关涉到真正的道德动机究竟应该是愉悦的、还是非愉悦的。

虽然 《实践理性批判》一书并不能提供清楚的结论，但我们仍然能够在 《判断力批判》中继续

寻找答案。正如本文之前所言，崇高感从审美意义上体现着道德情感。但是，同样的问题似乎也出现

了。针对崇高感，盖耶指出，康德的论述有一点是模糊的：愉悦与非愉悦是同时居于一种单一的体验

之中，还是以不愉悦为开端，而以愉悦为终点？也就是说，二者是同时发生的，还是次第发生的？①

初看起来，盖耶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本文认为，其实在 《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通过崇高感

的论述恰恰已经较为明确地指出：崇高的审美体验在根本意义上是 “愉悦的”，这不仅体现在其内在

性质上，也体现在其时间序列上。康德在对崇高的质进行分析时，直接将 “愉悦”视为其基本特征：

“对一切感性尺度不适合于理性的大小估量的内在知觉，就是与理性法则的协调一致，而且是一种不

愉快，它在我们心中激起我们的超感性使命的情感，按照这种使命，发现任何感性尺度都与理性的理

念不适合，这是合目的的，因而是愉快的。”（２５９）在另外一处，康德将这种体验阐释为 “通过其对

感官兴趣的阻抗而直接令人喜欢的东西。” （２６８）不过，如果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我们又能看到，
在康德那里，实际上，与能够直接促进生命情感的美感不同，崇高感产生的是一种 “间接的愉悦”：

“它乃是通过一种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以及接踵而至的生命力更为强烈的涌流的情感而产生的，因

此它作为激动显得不是游戏，而是想象力工作中的认真。所以，它也不能与魅力相结合，并且由于心

灵不仅被对象所吸引，而且也交替着一再被对象所拒斥，对崇高者的愉悦就与其说包含着积极的愉

快，倒不如说包含着惊赞和敬重，也就是说，它应当被称为消极的愉快。” （２４５－２４６）显然，通过
“间接的”、“消极的”这些词汇，崇高感确实在基本性质上与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并无二致，而且在

其美学著作的诸多地方，康德几乎就把崇高感等同于敬重。据此，本文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就

‘敬重’概念本身究竟是愉悦的还是非愉悦的？这一问题可以借助对于 “崇高”的理解给予回答：对

于法则的敬重，它所产生的心理状态先是一种压抑，甚至伴随着痛苦，但随即将在理性的超越之中实

现更高级的满足，相对于感官意义上的积极的快乐，它应该是一种理智上的消极的愉悦。

正如前述，在盖耶眼中，崇高所导致的道德心理状态在康德的文本中是不清楚的，不过，经过以

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第二批判中关于敬重的概念上，而并不真正属于第三批判

中的崇高感。后者已经比较清楚地表明，虽然期间必然渗透着并非愉悦的感受，但愉悦感仍然属于崇

高的审美体验的最终特征。不过，重要的是，这种体验是 “高级的”，因为它并不是感官欲望的满

足，也不是自然情感的释放，在康德那里，它是形式化的理智的轻松和愉悦。就这一方面而言，崇高

就基本上等同于实践哲学中所强调的敬重，而康德也一再表明，崇高感的发生必然基于一种 “道德

基础”。（２９３）在很多地方，康德也明确地将崇高感等同于 “道德情感”。（２４６、２６７、２７２、３５７）但
是，问题并没有就此完全得以解决，因为其他一些地方表明了康德另外一种态度，即审美情感与道德

情感并不是同一的关系，正如美者是作为 “道德的象征”，崇高感其实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才能够被

我们视为一种对应于 “敬重”的道德情感。对于这一问题，学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方面，以

阿利森为代表，认为二者仅仅是类比的关系，因为不像道德法则，崇高并不能规定意志，同时也不能

给意志提供相应的动机力量；② 另一方面，以瑞曼为代表，认为崇高本身就等于道德情感，因为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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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起源还是在运作机制上，它与敬重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它同样能够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相比

而言，美由于自身仅仅立足于心灵能力自由游戏的愉悦，因此只能作为 “道德的象征”。① 针对这样

两种不同的意见，本文的观点是，康德在这一问题上确实是不明确的，但若依据其主要的看法，我们

还是应该持有阿利森式的传统主义解释：作为审美情感的崇高感只是在类比性意义上才与作为道德情

感的敬重相一致，因为二者的根本性区别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前者是一种无确定性概念的、主观合目

的性的心灵游戏，而后者却是依据明确的理性概念而产生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性情感。正如康

德在第三批判中所言：“对于美者的情感 （如它实际所是的那样）与道德情感有类上的区别，而且人

们能够与之结合的那种兴趣，也很难与道德的兴趣相协调，更绝对不能通过内在的亲和性相协调。”

（２９９）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具有极强的亲缘性，但二者毕竟仍然是不同的。本文认为，首先，并不
像瑞曼所说的那样：二者的起源是相同的，相反，康德已经指出，崇高感其实只是在近似的意义上受

到了道德理念的激发，但并不是道德理念本身；其次，就二者的产生方式来说，崇高感依据的是反思

性的审美判断力，而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依据的是规定性的理智判断力；（２６８）第三，从效果角度
来说，康德也表明，善者激发的道德情感是 “实践的愉悦”，它可以产生某种 “关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
而鉴赏判断激发的愉悦情感是纯然自由的，即与任何一种 “关切”无关。（２０８、３００）基于这一基本
的立场，本文进一步认为，虽然无论美者还是崇高者，作为鉴赏判断确实与道德情感具有极为切近的

关系，尤其是崇高感更加接近于实践理性下所产生的敬重之情，但是，崇高感最终仍然以愉悦为心理

感受的终端，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被视作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之情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就真正作为道

德情感的敬重而言，关于崇高感的分析虽然极为重要，但是由于二者本质性的差别，后者始终不能被

视为对于前者的替代性说明。因此，从实践哲学的范畴看，关于 “敬重”本身是否是以愉悦感为道

德主体心理体验的最终形式，仍然不能说拥有了一个完满的答案。

三、崇高感与道德平静

从文本角度来看，康德关于崇高感和道德情感真实关系的论述始终晦暗不清。综合以上的分析，

我们仍然不能通过崇高感而确定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必然是以愉悦感为旨归的，即便它只是属于一种

“理性的兴趣”。因此，暂时抛开其美学理论，就康德的道德心理学而言，行为者的道德动机与情感

体验究竟是否是愉悦的？或者说还有第三种情况？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并不能因

此而绕开它，因为这直接关系到道德主体所应该具有的真正的心理状态。

按照康德的说法，只有 “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作为理性存在者，行动者具有实

践自由，通过理性对于感性情感以及欲望的控制，在道德法则的指引下，应该而且能够做出具有道德

价值的行为。既然是对于感官欲望的 “控制”，那么就应该与任何一种感性的快乐无关。不过，如果

说这样的意思在 《奠基》之中是明白无误的，但是到了 《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的态度却似乎发

生了某种变化。在这里，他提出了 “理智性的愉悦”，它是由理性存在者通过道德实践造成的主观感

受。对于这种先天的、形式化的快乐，康德将其严格区分于后天的感官快乐。同时，康德指出，这种

愉悦感只是敬重法则时的 “效果”而绝不能成为行为动机的根本原因，否则的话，实践主体就会成

为他律而非自律的。可见，在康德那里，无论是感官的还是理智的，任何一种愉悦感都不适于成为道

德行为的动机，甚至也不能成为道德心理的最终状态，因为这也仍然可能会破坏道德行为的纯粹性。

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康德的义务论的道德动机与心理体验只能是非愉悦的，甚至是痛苦

的？

初看起来，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表明，出于义务而行动的意志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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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偏好的压制，包含着 “不情愿的强迫”，因此主体的心理是不快的。虽然在同样的地方，康德随

即又说，由于最终通过遵守法则而提升了自我，所以最终会升华为一种肯定性情感。 （７９－８０）但
是，我们几乎仍然可以认为，道德行为的初始动机应该是在 “自我约束”下的一种比较 “痛苦的”

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行动主体是在有意识地遵循法则，并用理性去规制感性冲动，这也正

符合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对于 “德性”的定义，即一个人在遵从其义务时意志的力量，是在

冲破自然偏好时的道德决心。（３９４）一切义务必然包含着强制，对此，康德具体描述道：“作为理性
的自然存在者的人，人还不够神圣，他们虽然承认道德法则的威望本身，也可能会一时感到违背它的

愉快，甚至当他们遵从它时，也仍然不乐意 （借助抵制他们的偏好）这样做，而这正是强制之所

在。”（３７９）由此可见，只有在理性约束下的克制隐忍之人，才能称得上是道德的，也是值得称赞
的。然而，如此一来，它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又会产生矛盾，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强迫自己去履行职

责，以至于内心感到压抑甚至痛苦的人，反而能够被视为具有道德价值的行动者。这一问题早就受到

了学者们的重视，赫斯特豪斯就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其 《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区分了 “自制

之人”与 “充分美德之人”，前者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遵守义务之人，后者则是指渴望做其所做之

事，并在道德行动中感到快乐之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后者在道德上明显优越于前者。然而，在康德那

里情况却相反，道德价值反而被赋予了 “痛苦的”自制者。对此，赫斯特豪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并且站在同情的立场上指出，其实，康德的自制之人仍然是具有美德的，其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因其

压抑的心理状态而受到损害，因为 “‘妨碍’其美德行为的那种 ‘困难’为更大的美德 ‘提供了展

示的机会’。正是他的忧伤，使得他特别难以注意和顾及他人的需要；而且，正像富特正确论述的那

样，如果他依然成功地做出了仁慈的行为，那便是 ‘在最大的程度上展现了美德’，因为 ‘这是一种

如果一个人想做得好则需要更多美德的情况’。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忧伤，他不仅很难去做任何事

情，而且不可能从中获得快乐；这个人的行动困难以及快乐的缺失都源于忧伤的本质，而不是源于他

的品质。”①

本文认为，赫斯特豪斯的解释最大程度地解决了这一困难：出于义务的强制而行动的主体，不仅

并不因其消极的心理而削弱其行为的道德价值，反而由此会更加提升这一价值。究其根源，正像赫斯

特豪斯所准确揭示的那样：理性的约束所导致的忧伤或者痛苦并不有损于其品质。比较而言，亚里士

多德所谓的 “充分美德之人”，相对于康德的 “自制之人”，只不过更会处理内心中理性与情感的关

系而已。② 然而，本文进一步认为，对于康德的道德心理学的理解，赫斯特豪斯走到这一步仍然是不

完全的，因为实际上，康德也确实在其 《道德形而上学》的 “德性论”中，将理性与情感的相互一

致视为 “德性”的又一重要的特征。在 “伦理的修行法”中，康德指出，心情沮丧地服从义务没有

任何内在的价值，德性的训练必须制服自然的冲动，人在逐渐变得顽强时体验到重获自由的快乐。总

之，“人自己加给自己的管束 （纪律）只能通过伴随管束的愉悦感成为值得称赞的和示范性的。”

（４８４－４８５）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康德已经将愉悦的体验视为道德主体必要的心理状态。这一观点
与其此前的伦理学著作如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论述似乎有所冲突，但实际上，它恰恰意味着康德

经过长期的思考，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道德行为的主体应该以愉悦的态度履行义务。不过，

康德对此又附加了重要的限制：这种愉悦感不能是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即便是纯粹的 “理性的愉

悦”，也不能作为道德行动的初始根据，否则就不会是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如此说来，我们是

否又必须回到原来的假定，即如赫斯特豪斯所理解的那样，康德的理性行为者是以忧伤或者痛苦之心

来履行道德义务呢？

其实，回到康德的文本之中，情况并非如此。同样是在其更为成熟的 《道德形而上学》中，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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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李义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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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提出 “道德平静”应该被视作德性的前提。本文认为，这意味着出于义务而行动的主体，其初始

阶段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既非痛苦亦非快乐的第三种状态，即 “心灵的平静”。作为德性的真正力量，

它是一种 “深思熟虑的和果断的决定”，是 “实施德性的法则”，也是 “道德生活中的健康状况”。

（４０８－４０９）据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 “道德平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中道”状

态，它既不那么冷漠，也不那么狂热，因为前者容易导致我们之前所说的痛苦或者忧伤的心态，而后

者则容易导向道德沉溺，对于这种情况，康德在诸多地方给予了严厉的批判。①

最后，当我们再回到 “崇高”的问题上时，一切就变得更为清楚了。虽然本质上仍然不属于道

德情感，但是，崇高感的内在机制恰恰完全对应于以 “敬重”为核心的道德心理学。首先，和敬重

的道德情感一样，它们都是在面对道德理念时所激发起的 “愉悦
!

不愉悦”的复杂感受，而且，它

们都是起始于不愉悦的心态，但最终以一种愉悦感 “认可”了这一理念。本文认为，尤为重要的是，

就具体的道德心理状态而言，如果说康德在第二批判中所呈现的是一种模糊的态度，那么到了第三批

判中，实际上就借助于 “崇高”概念，逐渐明晰化了自己的观点：就像类似于道德情感的崇高感一

样，行为者起初是以一种压抑的、甚至痛苦的心情面对道德法则，但是，在真正服从法则的要求并履

行职责之后，行为者将会体验到更为高级的愉悦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他才能被称为真正的 “道

德主体”，而这同样是崇高感的运作方式，虽然严格说来后者仍然只是一种审美活动。不过，正像康

德最为认可的道德初始情感应该是 “道德平静”一样，崇高感实际上也是一种 “玄思静观”，（２６３、
２６９、２９２）② 有时，又被康德称之为 “纯朴的”感受，是 “没有做作的合目的性”。（２７５）作为一种
“消极的、理性的愉悦”，它既预设了某种道德理念，但又没有明确的法则和目的，与此同时，它也

并不以痛苦或者激昂的心情为初始动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以此既回避了宗教式的苦行主

义，也回避了任何一种形式的狂热主义。正如他在论述崇高感时所说：“道德的这种纯粹的、提升灵

魂的、纯然否定的展示并不带来任何狂热的危险，狂热是一种想要超出感性一切界限看到某种东西，

亦即按照原理去梦想 （凭理性飞驰）的妄念…如果热忱可以和狂想相比的话，那么狂热就可以与荒

唐相比，其中后者是一切事物中最不能与崇高者相容的，因为它是想入非非和可笑的。” （２７５）当
然，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康德有时也将这种 “平静”赋予美者，而通过对比，崇高的特征则是

“激动”。（２４７、２５８）但是，本文仍然认为，这只是康德将两者进行直接对比时所持的观点。其实，
作为鉴赏判断，崇高和美都是 “静观的”，是 “一种对一个对象的存在漠不关心，仅仅把对象的性状

与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加以对照的判断。”（２０９）然而，也正是因为具有 “激动”的特质，崇高比美

更接近于道德情感，因为在对法则的敬重之中，毕竟可能会有痛苦、谦卑乃至畏惧。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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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学界一直有人认为康德的义务论其实很容易导向某种 “圣贤”的理想，因为康德以其严格的形式主义标准构建了一

种 “道德完美主义”。然而，事实上，康德在其著作的很多地方对于 “道德楷模”这一现象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都是道德狂热

主义的典型表现，而它将导致十分危险的后果。本文认为，康德的义务论恰恰是对于任何一种道德狂热主义的防制，因为它主要

意在建立最为一般化的约束性原则。当然，康德在其德性理论中也曾提倡一种完善的人格，但他仍然表明，这只是一种 “理

想”，是人们努力的方向而已。

康德将 “崇高感”阐释为 “玄思静观”，最明显地表达于 《判断力批判》中的这两段话：“对自然的崇高者的愉快，作为玄思静

观的愉快…”（２９２）以及 “与此相反，对美者的愉快却既不是享受的愉快，也不是一种有法则的愉快，也不是按照理念的玄想

静观的愉快，而是纯然反思的愉快。”（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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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问题为核心的一个考察

王福生

【摘要】海德格尔对自由的理解是和他对存在论问题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的，也是从中得到其解释原则的。

因为在他看来，道德、伦理以及政治生活中的自由问题虽然重要，但还不够源始，而只有对自由之本质有

了更为源始的理解，才能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自由问题有更为透彻的把握。这种更为源始的理解即在于，

自由并不是人的属性，相反人却是自由的所有物，因而自由作为超越着的世界筹划乃是此在之深渊，是存

在之既澄明又遮蔽的敞开。正是出于这种最高的两义性，描画了诗意的栖居作为其形而上学最终指向的海

德格尔却在现实中陷入了其特定的政治时刻。海德格尔同政治权威达成的妥协基于他自己学说的最深刻的

缺陷之中。

【关键词】存在；此在；自由；决心；政治时刻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９９－１０

作者简介：王福生，内蒙古赤峰人，哲学博士，（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

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自觉”（１７ＪＪＤ７２０００３）

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 （即使不是整个西方传统）的伟大哲学家之一，可以说是世所公认，其

思想和著作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并将继续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那桩以 “海德格尔事件”闻名

的政治丑闻也确定无疑地影响着人们对海德格尔及其著作的接受，这些问题先是由法里亚斯、德里

达、奥特等相关著作的发表，最近又因海德格尔 “黑色笔记本”的出版问世而引起热烈的讨论与争

执。我们无力也无意介入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而只是想以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自由问题为核心做些相

关考察。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直接讨论不多，１９３６年对谢林 《自由论文》的诠释已经是比较系统

的了，但像他对其他哲学家的诠释一样，对谢林自由思想的诠释是和他对存在论问题的独特理解密切

相关的，也是从中得到其解释原则的。因此，从海德格尔对存在论问题的长期探索中比单纯从其谢林

诠释中理解其自由思想更为重要和基本。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展示出海德格尔对自由问

题的 “无法理解”和 “无力把握”① 及其特定的政治时刻与其关于存在论问题的形上思考密不可分：

“他同政治权威达成妥协正是基于他自己学说的……最深刻的缺陷之中。”②

９９

①

②

理查德·沃林和雅斯贝尔斯语，参见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周宪、王志宏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３页。
马克思语，转引自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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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在、存在与自由

雅斯贝尔斯和理查德·沃林之所以说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 “无法理解”和 “无力把握”，实际上

是着眼于人的自由，着眼于人在道德、伦理以及政治生活中的个人自由选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特

别是考虑到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那就更是如此了。但同样有道理的是，道德、伦理以及政治生活中

的自由问题虽然重要，但还不够源始；只有对自由之本质有了更为源始的理解，我们才能对现实社会

生活中的自由问题有更为透彻的把握。而这，可能正是海德格尔理解自由问题的思路。存在，或存在

与人之本质关联，是海德格尔终生用力之处，他所理解的自由植根于他的这种存在之思。

《存在与时间》以重提存在问题为己任，其基本思路是从此在———唯一能够进行这种提问的某类

特殊存在者———的生存论分析入手，展露一种解释一般存在意义的视野，在这一视野中，时间与存在

之本质关联得以显现。本书给人印象最为突出的部分是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而需要说明的是，它不

是人类学或人道主义的，恰恰相反，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正是其论争对象。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之后的康德研究、与卡西尔的达沃斯论辩等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著作引发

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一次转向”，在这次转向中，康德努力在主体性中，而且唯有从这个主体性而

来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但与此同时，康德却没有深究主体之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从而并没有真正

实现这一任务，而 《存在与时间》正是接着康德的思路往下做的，它因揭示出 “唯从人能够进入其

中的那个此之在而来，历史性的人才得以临近于存在之真理”而完成了这一任务，但这已经是属于

“对形而上学的克服”了，因为在其中，“一切人类学和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都被遗弃了”。①

此在的在世结构，即 “在世界之中存在”构成了 《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的生存论分析的核心所

在。就此在与世界、此在与他人关系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作为现成存在者

的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没有预设任何存在者现成存在的完完全全的相互构

成关系。就此在与其自身的关系而言，本质上就是此在本身与它的 “此”之间的关系：此在 “这个

存在者在它最本己的存在中秉有解除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个词意指着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

通过这一展开状态，这种存在者 （此在）就会同世界的在此一道，为它自己而在 ‘此’。”② 也就是

说，此在以是它的 “此”的方式存在，“此”本身就是澄明，唯在这一澄明之中，现成的东西在光亮

中通达、在晦暗中掩蔽，一句话，此在携带着它的 “此”而存在。此在去是它的 “此”的两种同等

源始的组建方式是 “现身”和 “领会”。因为此在既然是敞开和掩蔽了什么的存在者，那么此在就总

是会发现自己处在某种现身情态之中，而且总是以某种非反思、非认识的方式对自身的这种现身情态

有所领会。这就引出了海德格尔对 “怕”作为现身情态，领会、解释和人的其他各种语言活动的现

象学描述。而正是在这种描述中，海德格尔给出了此在日常在世的非本真状态的细致规定，如 “闲

言”、“好奇”、“两可”等等。对于这种此在之沉沦，海德格尔强调：“非本真或不是本真绝不意味

着 ‘真正不是’，仿佛此在随着这种存在样式就根本失落了它的存在似的。非本真状态殊不是指不再

在世之类。它倒恰恰构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在世，这种在世的存在完全被 ‘世界’以及在常人中的他

人共同此在所攫获。”③ 既然非本真状态指的并非是不再在世，而是正好相反，指的是此在的最切近

００１

①

②

③

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３页。关于海德格尔的康德研
究与 《存在与时间》的关系，可参见海德格尔自己的 《论根据的本质》以及张祥龙：《海德格尔传》，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年，第２１７、２２２—２２６页和 ［美］理查德·维克利：《论源初遗忘———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与哲学的前提》，谢亚洲、杨永强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２５—１２９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４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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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方式，那么从非本真的生存状态转向本真的生存状态就只能靠着此在在世的构成方式的调整来

获致；而这种调整，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也就是 “把此在作为整体置入先有之中”，进而揭示出 “这

一存在者的能整体存在”①。

“把此在整体置入先有之中”说的是把此在从任何现成存在者的包围中解放出来而使其自构成本

性得以完全彰显，这使得此在不会被 “常人”所左右，能够在 “畏”、“向死存在”、“良知”和 “决

心”等存在方式中最终赢获自己的本真存在。死亡是此在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是此在本

身向来最可畏者。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将陷入完完全全的存在不可能性。但死亡乃是 “悬临”②，而

且随着死亡 “悬临”自身之际，此在与其他此在、与世界的一切关联都被解除了，此在之最本己的

能在就被充分地指引出来了。这种被指引出来的此在之最本己的能在在世界中的体现就是所谓 “良

知”现象。良知乃是呼唤，而 “良知的呼唤具有把此在向其最本己的能自身存在召唤的性质，而这

种能自身存在的方式就是召唤此在趋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③ 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有罪责存在是一

切道德善恶 （自由选择）之所以可能的根据，但又比它们更本源。按此分析，良知的呼唤作为一种

话语方式，与常人之间的 “闲言”不同，虽然不传达任何具体信息，但它并不 “模棱两可”，而是清

楚明白、有着明确指向的，即指向自己的最本己存在。而这种最本己的存在之所以是 “罪责存在”

乃是因为 “首先，它参与了自身的构成，对自己的实际处境负有责任；其次，它并不完全局限于任

何实际处境，而是从根底处悬欠着、有待进一步构成。”④ 而且，良知的呼唤作为此在向此在自身的

呼唤，甚至不需要借助物理声音的存在而常是无言和静默的，但这并不引起 “好奇”而只是需要倾

听、领会和实行。“与良知的呼唤相应的是一种可能的听。对召唤的领会展露其自身为愿有良知。而

在愿有良知这一现象中就有我们所寻找的那种生存上的选择活动———对选择一种自身存在的选择。我

们按照其生存论结构把这一选择活动称为决心。”⑤ 但需注意的是，决心这一本真自身存在并非从世

界的隐退或撤离，并非把自身隔绝在一个漂浮无据的 “我”中；而是恰恰相反，决心之为本真的展

开状态乃是本真的在世，亦即解放自己、自由地面对世界，并让与其一道存在的他人也在他们自己的

最本己能在中存在，即本真的共处。也就是说，此在的本真存在也是一种 “为它自己而在 ‘此’”，

只不过此种境遇下的 “此”已然不再是常人中的 “两可状态”，而是被断然朝向其自身的决心打开为

“处境”了。正是通过对 “处境”的分析，海德格尔抵达了 “理解存在的视域”的边缘，并由此展

开了他那著名的 “时间性”分析，此不赘述。

就自由问题而言，关键是决心作为 “对选择一种自身存在的选择”而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决心

的选择活动并非一个主体面对诸多可能性的选择，而是比这更为源始的选择自身存在，也就是说，只

有在决心这一 “选择”、这一 “缄默的、准备畏的、向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自由筹划”⑥ 之后，传

统所理解的主体以及主体性的意志自由才能出现。按照后来 （１９３８年） 《世界图象的时代》中的解
释，现代的主体自由作为新的自由，开始于人的解放，在这种解放中，人摆脱了基督教的启示真理和

教会学说的束缚，而成为以自己为准绳的立法者，成为自由的人；而笛卡尔以 “我思故我在”的命

题为这种 “作为自身确定的自我规定的自由”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但是，思维作为表象是与被表

象者的表象关系，而这种表象行为并非是最源始和最本源的，它总是以在场者之无蔽即敞开状态为前

提的，因而它所确证的主体自由也并非是最源始和最本源的，而是派生于此在决心以某种方式存在的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２６９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２８７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３０９页。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３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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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筹划。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朝向自身最本己存在之决心的 “为……而自行解蔽”，表象作为

“对……的把捉和掌握”，是一种计算，是 “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并在其后的突飞猛进之中，

“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化帝国主义中”，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

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融于与主体性相应

的客体性之中了。”① 也就是说，作为向自己解放自身的主体性自由最终在其后继发展中走到了自己

的对立面，人被困于现代及其自由的本质的命运之中而无力挣脱或中断之。实际上，这也正是 《存

在与时间》竭力反对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虽然海德格尔在进行此在的生存

论分析之际确实大量使用了诸如 “自我”、“我”以及 “我性”等传统哲学术语，但 “此在”因其纯

粹的构成性也确实并不直接就是传统哲学所讲的作为 “主体”的人；而且，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大概

会同样适用于中古和现代，但在中古时期，“主体”却并不曾像现代这样局限于人；因此，理查德·

沃林所指认的 “《存在与时间》的逻辑总是在赞成和反对哲学主观主义的遗产之间摇摆不定”② 就显

得不确切了，倒是本节开始时所引用的海德格尔关于 《存在与时间》已经超越人类学和人道主义的

自我声明更为可信一些。

《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中的决心作为 “自由筹划”的 “困难”是在别处。前面讲过，良知呼唤

作为通向本真决心的途径和前提，是超越道德善恶的自由选择的，但它是否同时超越了真假呢？或者

说，决心究竟如何保障自己趋向本真存在而不是非本真存在呢，如果非本真存在的状态与本真存在的

状态之间的坚硬区分如 《存在与时间》中所显示的那样不可逾越？实际上，正是这一情况 “使得海

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时而讲缘在的真态使它的不真态可能，人从根本上就在真理之中；时而

又讲缘在的不真态一点也不比缘真态更少本源性，后者只是前者的变式。”③ 当然，海德格尔对此也

有其解释和说明，那就是其关于决心不确定性的分析，但这一分析与其视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还不

如说是这一困境的又一例证：“但此在下决心之际是向什么方向作决定？此在应为何作决定，只有决

定本身能提供回答。人们要是以为决心现象只不过是把提交出来的、推荐出来的可能性取来抓住，那

可就完完全全误解了决心现象。决定恰恰才是对当下实际的可能性的有所展开的筹划与确定。此在的

一切实际被抛的能在都具有不确定的性质，而这种不确定性必然属于决心。决心只有作为决定才吃得

准它自己。但决心的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生存上的每次只有在决定中才得到确定的不确定性，却正具

有其生存论上的确定性。”④ 在这里，为了强调决心趋向的能在的纯粹构成性，海德格尔将决心的自

由筹划与现代性主体的自由选择明确区分开来，这无疑是合理的；但说 “只有决定本身”才构成或

提供了 “为何作决定”的回答，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这真的够得上一种 “回答”的话，因

为这样的一种 “不确定性”究竟如何与陷入沉沦中的常人们的 “两可”及其相伴随的 “无决心”相

区别呢？

解决之道在于困难所在之处，因而在于 《存在与时间》中非本真状态与本真状态的坚硬区分的

破除，在于重新理解真理，这在后来也即从１９３０年的 《论真理的本质》开始得到实现。其基本思路

如下：从流俗之真理概念的 “符合”的内在可能性开始，追溯到陈述之 “正确性”的内在可能性，

进而追溯到作为其 “根据”的 “让存在”⑤ 之自由，而这个绽出的自由的本质开端就在作为遮蔽与

迷误的真理之中。也就是说，流俗的真理作为陈述与事情的符合一致，只有当存在者在一个敞开领域

中作为所是和如何是的存在者向表象性陈述呈现自身，以至于后者服从于指令而如其所是地言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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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世界图象的时代》“附录九”，《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９１８—９２２页。
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第５３页。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第１９５页。引文中的 “缘在”是张祥龙教授对Ｄａｓｅｉｎ的独特翻译，即本文中所用的 “此在”。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３４０—３４１页。
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路标》，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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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际，才是可能的，而存在者在一个自行开放的敞开领域作为如其所是的存在者而自行开放出来就

是自由，从而 “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①。

海德格尔明确指出，要真正明了此一论断，需要破除诸多先入之见，其中 “最为顽冥不化”的

一个就是 “自由是人的一个特性”。② 在海德格尔眼中，自由既不是出现在选择中的 “或偏向于此、

或偏向于彼”的主观任意，也不是对行为的可为和不可为的不加约束，还不是对任何必需之物和必

然之物的准备，“先于这一切 （‘消极的’和 ‘积极的’自由），自由乃是参与到存在者本身的解蔽

过程中去。被解蔽状态本身被保存于绽出的参与之中，由于这种参与，敞开域的敞开状态，即这个

‘此’，才是其所是。在此之在中，人才具有他由之得以绽出地生存的本质根据。”③ 也就是说，不是

人作为主体占有自由因而自由成了人的思想或意志的某种属性，而是反过来，自由占有人，因为自由

乃是参与到敞开域及其敞开状态中去，而这也就意味着 “让存在”。正是在这种参与和让存在中，历

史性的人的绽出的生存、对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原初解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才被允诺、才被端

呈出来：“是自由，即绽出的、解蔽着的此之在占有人，如此源始地占有着人，以至于唯有自由才允

诺给人类那种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整体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才首先创建并标志着一切历史。”④ 在

别的地方，海德格尔也曾求助于谢林和尼采的权威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在 《谢林论人类自由之本质》

中，海德格尔曾以赞同的口吻谈到谢林 《自由论文》的核心要点是在于 “自由并非人的属性，而是

人是自由的所有物”，“自由是有容括和贯通作用的本质，人反过来置于这一本质，人才会成为人。”⑤

而在１９３０年代，海德格尔还曾借助于尼采的思想构想过一种所谓 “更高的自由”。⑥

一旦自由作为真理之本质并非人的属性这一点得以明了，那么作为真理之非本质的遮蔽与迷误也

就并非是来源于人的纯然无能和疏忽，而是和存在的敞开及其敞开状态本质地联系在一起了。就遮蔽

而言，“让存在总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者存在，对存在者有所动作，并因之解蔽着存在者；正是因

为这样，让存在才遮蔽着存在者整体。让存在自身本也是一种遮蔽。在此之在的绽出的自由中，发生

着对存在者整体的遮蔽，存在着遮蔽状态。”⑦ 不仅是遮蔽，而且还有对遮蔽的遮蔽：“这一对于遮蔽

的姿态却同时自行遮蔽，因为它一任神秘之被遗忘状态占了上风，并且消隐于这种遗忘状态中了。”⑧

这就是所谓 “存在的遗忘”的漫长历史，其中尤以技术统治的现代图象的时代最为突出，所以海德

格尔后期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对这一遗忘史的考察以及对于技术作为座架的批判，其中无不隐含

着对存在、真理与自由、遮蔽与解蔽之本质联系的说明和分析。比如，“自由掌管着被澄明者亦即被

解蔽者意义上的开放领域。解蔽 （即真理）之发生就是这样一回事情，即：自由与这种发生处于最

切近和紧密的亲缘关系中。一切解蔽都归于一种庇护和遮蔽。……自由乃是澄明之际遮蔽起来的东

西，在这种东西的澄明中才有那种面纱的飘动，此面纱掩蔽着一切真理的本质现身之物，并且让面纱

作为掩蔽着的面纱而显现出来。自由乃是那种一向给一种解蔽指点其道路的命运之领域”；“解蔽之

命运总是贯通并支配着人类。但是命运决不是一种强制的厄运。因为，人恰恰是就他归属于命运领域

从而成为一个倾听者而又不是一个奴隶而言，才成为自由的。”⑨ 就迷误而言，“对被遮蔽的存在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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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路标》，第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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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遮蔽支配着当下存在者的解蔽过程，此种解蔽过程作为遮蔽之遗忘状态而成为迷误。”① 由此来

看，迷误同样归于敞开域及其敞开状态，只不过是作为本质性真理的对立面而敞开自身罢了，所以迷

误并非错误，而是错误的敞开之所和根据所在。解蔽之命运因为必然伴随遮蔽，所以解蔽总有陷入迷

误之危险，但 “使人迷失道路的迷误同时也一道提供出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人能够从绽出之生存

中获得的可能性，那就是：人通过经验迷误本身，并且在此之在的神秘那里不出差错，人就可能不让

自己误入迷途。”② 这也就是海德格尔后来总是引用荷尔德林：“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所要说

明的意思，也是强调即使是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现在以座架的方式宰制了存在和人类，但其本质

“在一最高意义上是两义的”③ 的根据所在。

就海德格尔而言，人不误入迷途而迷失道路的自由存在方式乃是 “诗意的栖居”，因为 “自由”

一词意味着防止损害和危险，即保护，而 “真正的保护是某种积极的事情，它发生在我们事先保留

某物的本质的时候，在我们特别地把某物隐回到它的本质之中的时候，按字面来讲，就是在我们使某

物自由的时候。栖居，即带来和平，意味着：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

中。”④ 人作为终有一死者活在大地之上，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活在天空之下，两者一道意指着人在

神面前的持留，于是，天、地、神、人 “四方”源始地归属于一体，但这不是松散的组合，而是

“出于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而共属一体。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着其余三方的现

身本质。同时，每一方又都以它自己的本质映射自身，进入它在四方的纯一性之内的本己之中。……

映射在照亮四方中的每一方之际，居有它们本己的现身本质，而使之进入纯一的相互转让之中。以这

种居有着－照亮着的方式映射之际，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与其它各方相互游戏。这种居有着的映射把四
方中的每一方都开放入它的本己之中，但又把这些自由的东西维系为它们的本质性的相互并存的纯一

性。……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我们称为世界。”⑤ 可以看到，早期的 “在

世界之中存在”变成了现在的 “在四重整体中存在”，一如现代形而上学中的 “理性的生物”变成了

现在的 “终有一死者”，这里显示了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区别与联系，此不赘述。重要的是其不变

的方面，那就是对自由的问题、亦即意义的问题，亦即筹划领域的问题，亦即敞开状态的问题，亦即

存在之真理的问题，亦即诗意的栖居的问题的持续追问。在这里，自由在诗意的栖居的意义上得到最

终的刻画，即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即 “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伴送终有一死

者。”⑥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诗、思、以及筑造都归属于栖居：筑造建立位置，位置为四重整体设

置一个场所从而允纳和安置、聚集和保藏着四重整体，比如一座桥；诗作为一种有所带来和有所带出

的解蔽，把真理带入美的光辉之中，比如 《如当节日的时候……》；思与诗乃是近邻关系，同样归属

于栖居，比如对技术的追问等等。

二、决心与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

如果说诗意的栖居呈现了海德格尔关于自由的形上之思的最终面相，那么决心作为 《存在与时

间》中所说的 “自由筹划”，或 《哲学论稿》中所说的 “自由的必然实行方式”⑦，就构成了海德格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路标》，第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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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由这一沉思走向其特定政治时刻的一个枢纽。虽然整部 《存在与时间》只有第７４节才简要地将对
天命 （一个共同体或民族在其本真决心中的源始演历）的肯定与一个民族的历史链接起来，而且并

未赋予德意志民族以任何特殊的角色和位置，整个分析明显是在用一种普遍的甚至永恒的方式来处理

人之生存处境，但实际上理查德·沃林、卡尔·洛维特、马尔库塞等人都倾向于把海德格尔的政治失

误追溯到 《存在与时间》还是有其道理的：海德格尔的政治失误源于其自身学说最内在的缺陷之中。

这一点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发展将会越加清晰地显示出来。

因为事关自由，我们从１９３６年的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开始，它毕竟是海德格尔较为系统

的关于自由问题的论述。虽然海德格尔在其 “结论性看法”中明言谢林 《自由论文》关于人类自由

之本质的探讨只是在很少的地方专门谈到人，整体而言，“毋宁说所谈的是绝对，是创世，是自然，

是存在的诸本质环节”①，然而即便如此，《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却是从对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

帝国不再存在、以及作为 “精神国家”的 “普鲁士 －德国”的重新崛起的深情回忆开始的。这种令
人震惊的反差不得不让人想到如下政治形势：１８７１年无比辉煌的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之后同样是 “消

失了”的，而当希特勒摆出强硬姿态攫取权力的时候，海德格尔必然和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对他充

满了希望，即像 “精神国家”的重新崛起一样为德国重新赢回 “自由”的命运。实际上，正是如此

这般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才使海德格尔对谢林的 《自由论文》不吝夸赞，说它是 “谢林最大的成

绩，它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②，虽然骨子里海

德格尔对谢林的真实评价可能更是其１９２９年时的如下看法，即 “谢林的后期作品并不具备贯彻到底

的内在力量和严肃性，这些东西也是谢林的各种著作里一贯缺乏的，尽管它们另一方面包含着许多突

然兴起的令人惊讶的洞察和预见。”③ 其实不止是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海德格尔从１９３３至
１９４５年间的所有著作实际上都可以解读为一种论证，其核心就是德意志民族的使命问题，而这恰好
构成了他走向其特定政治时刻的内在根据：他对西方历史的哲学阐释是由其关于德国命运的一种宏大

的形而上学图景建构起来的，而德国命运则被视为某种扎根于土壤中的事物，因而具有一种民族－政
治性的原生性 （ａｕｔｏｃｈｔｈｏｎｙ）。④

在明显充满政治意味或政治意图的１９３３年的校长就职演说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海德格

尔直接就是围绕民族、德意志民族、民族共同体、人民、大地和鲜血的力量、追随者和领袖、命运、

使命、困难和困境等概念展开演讲的：“这个开端 （希腊哲学的觉醒，引者注）仍在。它并不作为遥

远的过去而在我们身后，毋宁说，它就在我们前面。……这个开端已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未来之中，它

就在那儿，就像是来自遥远的深旨，我们再次领略了它的伟大”，因此，“我们希望我们德意志民族

实现它的历史使命，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而 “教师的岗位意味着始终处于对世界没有

把握的危险之中，大学全体教师们必须在这样的岗位上切切实实地向前推进”，具体而言就是，“意

志和思想的所有能力，心灵和肉体的一切力量都必须通过斗争来得到展现，在斗争中得到加强，并作

为斗争而加以保存。”⑤ 可以看出，其实不只是内容本身，而且演讲所用的修辞也是和国家社会主义

所鼓吹的 “斗争风暴”隐喻直接结合在一起的，而这正是其具有鼓动性而容易 “深入人心”的原因

所在。

在１９３５年的弗莱堡演讲 《艺术作品的本源》这样一个看上去与政治相距甚远的 “美学”文本

中，海德格尔提到了希腊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性此在及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希腊是西方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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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艺术重回本源，亦即艺术让真理再一次脱颖而出的时候，历史将 “重又开始”①。实际上，正是

为了寻回历史 “重又开始”的契机，才有了这次关于艺术之本质的追问，而其寄予厚望以承担此一

历史使命的正是德意志民族。演讲是以下述言辞结束的：“我们追问艺术的本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追问呢？我们做这样的追问，目的是为了能够更本真地追问：艺术在我们的历史性此在中是不是一个

本源，是否并且在何种条件下，艺术能够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本源。这样一种沉思不能勉强艺术及其生

成。但是，这种沉思性的知道却是先行的，因而也是必不可少的对艺术之生成的准备。……在这种只

能缓慢地增长的知道中将做出决断：……对于这种或此或彼的抉择及其决断，这里有一块可靠的指示

牌。诗人荷尔德林道出了这块指示牌，这位诗人的作品依然摆在德国人面前，构成一种考验。荷尔德

林诗云：依于本源而居者／终难离弃原位。”②

与此类似的是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在１９３６年的罗马演讲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

德格尔解释了他为何钟情于荷尔德林诗歌。他说：“历史地看来，荷尔德林所创建的诗之本质在最高

尺度之中，因为它先行占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时代。而作为历史性的本质，它乃是唯一本质性的本质。

这个时代是贫困的时代，……然而诗人坚持在这黑夜的虚无之中。由于诗人如此这般地在对他的规定

性的最高具体化中保持于他自身，所以诗人具有代表性地因而真正地为他的民族谋求真理。那首题为

《面包和酒》的哀歌的第七节昭示出这一点。”③ 而且与 《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样，在另一个关于荷

尔德林的演讲中，海德格尔也是把诗 （艺术）的本质与历史的 （重新）开端、国家的建立 （者）直

接联系在一起了：“各民族的历史此在———其起源、昌盛和衰落———起源于诗歌；诗歌中 （产生）了

哲学意义上的本真的知识；从这两者出发，一个民族作为民族便通过国家———政治而得以实现。因

此，民族起源的历史时期，就是诗人、思想家和国家奠基者的时期，亦即那些本真地奠定民族的历史

此在的根据并使之确立起来的那些人的时期。他们是本真的创造者。……存在者的存在是作为存在而

被领悟和安排的，由此最早为思想家所揭示，……由适合于其本质的国家的国家奠基者通过创造而完

成的。”④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海德格尔是把诗人 （荷尔德林）、思想家 （他本人）与国家奠基者

（希特勒）本质性地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和思想家 “揭示”一个民族历史性此在的本真性真理，国家

奠基者的任务则是去 “完成”它。实质上，后期海德格尔惊人的———既在数量上，也在质量上———

“存在历史”阐释内在包含明显的政治结论的根源就在于此，就在于确立自己本真性思想家和本质性

创造者的身份和地位，以与诗人和国家奠基者鼎足而三。

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完成的 《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这部海德格尔后期最为重要的全面而 “系

统”的著作，也是在其思想道路中占据突出位置的著作中，虽说海德格尔自称是在进行 “一种要质

朴地道说存在之真理的尝试”⑤，但其中的历史 －政治诉求昭然若揭：人们不会否认 “一个民族的哲

学”，因为作为西方哲学的伟大开端的不就是希腊民族的哲学，而作为西方哲学的伟大终结的不也就

是德意志民族的哲学吗？但是，问题在于 “１．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２．这个或那个民族是什么？
３．我们本身是什么？”答曰：“对于民族性因素的沉思乃是一个本质性的通道。我们切不可错认这一
点，同样十分要紧的是，我们要知道，如果要掌握一个 ‘民族原则’，并且使之作为历史性此 －在的
尺度而发挥作用，那就必须已经争得了一个最高的存在等级。只有当民族中最独一无二者到来，并且

开始预感时，这个民族才成为民族。于是，这个民族对于它的法则而言才变得自由———它必须夺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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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１页。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第６２页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赞美诗 〈日耳曼人〉和 〈莱茵河〉》，转引自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

想》，第１６２页。
１９４６年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作者边注，见海德格尔：《路标》，第３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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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法则，作为它的最高时机的终极必然性。”就这样，“我们”即德意志民族———通过 “争得一个最

高的存在等级”、“到来的最独一无二者”、“最高时机”等短语而得到刻画和勾勒———成了 “守护存

有之真理”的 “这个民族”。① 不仅如此，《哲学论稿》还顺道批评了占据主流地位的以虚假的 “自

身可靠性”为其内在本质的自由主义、以 “无根和自私”为特征的大众自由，并明确以 “新德国意

志”与之相对待。②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海德格尔居然以 “总体动员”为题写下了整整一节，即

７４节。其中，总体动员被赋予了掏空现今依然 “持存着的教育所具有的全部传统内容”的 “优先

性”，而其后面更为真实的意味则是 “强求人的一种全新类型”，虽然这一点 “从来不是 ‘目标’”

（目标之设定必然要从开端而来），而只是一种 “反结果”。③

众所周知，在对 “存在历史”的诸多阐释中，海德格尔极为关注古希腊特别是前苏格拉底哲学

和尼采哲学。然而，人们能够很容易地看到海德格尔对希腊哲学与尼采哲学所代表的西方哲学的开端

与终结的执著诠释，但却不能同样容易地看到海德格尔如此眷顾前苏格拉底哲学与尼采哲学的真正指

向。事实上，所有的这些诠释都是在指向新的历史／哲学开端，指向新国家的奠基。在１９４６年的论文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海德格尔就曾明确讲到：“如果说我们是如此执著地坚持要以希腊方式

思希腊思想，那么，我们这样做绝不是要在某些方面更适当地塑造出作为一个消失了的人群的希腊人

整体的历史画像。我们寻求希腊的东西，既不是为希腊人的缘故，也不是为了完善科学，甚至也不只

是为了达到一种更清晰的对话；相反，我们唯独着眼于此种对话想表达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东西是

从自身而来达乎语言的话。这东西就是那个同一者，它命运性地以不同方式关涉到希腊人和我们自

己。”④ 显然，这个 “同一者”就是西方哲学所一直关注的 “存在”，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整个西方

哲学都是根据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即 “存在之澄明的自身遮蔽”来加以思考问题的。由此而来，作

为存在开显自身又遮蔽自身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迷途，这一迷途由希腊开端，而现时代的使命则在于

在迷途中走向希腊，走向历史的另一个新的开端。结论因此就是，“我们既不在一种与希腊的东西的

大距离中，也不在一种与希腊的东西的小距离中。不如说，我们在迷途中走向希腊的东西。”⑤

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２年间，战乱的喧嚣声中，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做了六个尼采专题讲座，内容
没有一点重复，大师做派十足。为什么要这样做？为容易被轻薄的尼采正名，弄清尼采哲学的 “真

实面目”肯定是一个目标，但其最终目标无疑是通过与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之终结 （完成）的尼采形

而上学的争辩，而在 “存在历史”的意义上为 “另一开端”做 “准备”。海德格尔在１９３９年开始其
夏季学期课程 “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时讲到：“尼采，这位强力意志思想的思想家，乃是西方的最

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在尼采思想中展开其完成过程的这个时期，即现代，乃是最后一个时代。这意思

就是说：它是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出现了一种历史性的决断———要决断这

个最后时代究竟是西方历史的终结，还是另一个开端的对立面。把尼采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经历

一遍，意思就是：去洞察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决断。”⑥ 由于巴姆巴赫的工作，现在大家都清楚的是，

海德格尔自己的 “把尼采通向强力意志的思想道路经历一遍”，既是对西方 “存在历史”的形而上学

解释，也是把尼采哲学作国家社会主义的解释，至少是分享了这样一种解释的很多东西⑦，而其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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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第４７页。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第５９、６７页。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第１５２—１５３页。这不是孤证，在１９３８年的演讲 《世界图像的时代》（当时演讲的标题

是 “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海德格尔同样赞扬了荣格尔的 《总体动员》，认为它是一种比单纯肯定技术 “无可比拟

地更本质性的态度”，见海德格尔：《林中路》，第９４页。
海德格尔：《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林中路》，第３４３—３４４页。
海德格尔：《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林中路》，第３４５页。
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４７０页。
参见 ［美］Ｃ．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际社会主义和希腊人》，第４０７—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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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洞察到的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决断”无非是向领袖致敬，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联姻，虽然海德格

尔自己后来在接受 《明镜》记者采访的时候还在坚持说：“所有当时能够听课的人，都听到了，这是

一次和纳粹主义的分手。”①

当然，理解海德格尔这一特定政治时刻的一个关键无疑是他在１９３５的演讲 《形而上学导论》中

做出的那个区分，即 “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与伟大”和 “今天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哲学正在宣传

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与对立。② 这一区分是合理的和有说服力的，但我们还是要问：如果说 “正在宣

传”“今天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东西”的是领袖或国家奠基者的追随者们，实践 “国家社会主义

的内在真理与伟大”的无疑是领袖或国家奠基者，那么，海德格尔的位置在哪儿呢？在准备就任弗

莱堡大学校长之际，海德格尔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就我所能判断事物的范围看来，只还有一种可

能性，就是和确实还有生气的有建设能力的人物一起来试图掌握未来的发展过程。”③ 在其校长就职

演说中，海德格尔就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务总理一事的评价是 “此次破晓的庄严伟大。”④ 在１９３３年秋
天，海德格尔还说过：“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的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

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⑤ 综合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无疑是一名国家社会主义

的追随者，但又自认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追随者，特殊就特殊在他通过对存在历史的深沉思考理解了

“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与伟大”；而这既是他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追随者们区别开来的地方，更

是他与国家元首本质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只是这种联系的结果竟是，本想与元首 “一起来试图

掌握未来的发展过程”却与元首 “一起”坠入了深渊，本想引导元首却反过来被元首误导了，正如

海德格尔常说 “尼采毁了我！”或 “尼采把我弄坏了！”⑥，但实际上正是他毁了尼采，弄坏了尼采一

样。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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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海德格尔选集》，第１３００页。
海德格尔的评论原文如下：“所有这些著作都自命为哲学。尤其是今天还作为纳粹主义哲学传播开来，却和这个运动 （即规定地

球命运的技术与近代人的汇合的运动）之内在真理与伟大性毫不相干的东西，还在 ‘价值’与 ‘整体性’之浑水中摸鱼。”参见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８页。其中，评论中的 “这个运动”是海德

格尔在１９５３年在看这个演讲的清样时对 “国家社会主义”所做的事后修改，参见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

格尔的政治思想》，第２４２页注释⑨。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海德格尔选集》，第１２９０页。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海德格尔选集》，第１２９２页。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海德格尔选集》，第１２９４页。
据伽达默尔等人回忆，海德格尔晚年常常哀叹：“尼采毁了我！”、“尼采把我弄坏了！”参见 ［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

———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第１６２页；洪汉鼎：《世纪哲人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新华文摘》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这当
然可以视为一种自我批判与反思，即知道自己错了因而被毁掉了，但更可能是一种洗刷和漂白自己的行为，即洗刷掉他自己哲学

中的思想对其政治参与所应负有的责任。



海德格尔的康德解读能否成立？

———对 《康德书》的再考察

江午奇　李章印

【摘要】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反对者误解了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感性

和知性的共同根源不是 “生产”意义上的，他也不是要将图式化运用于伦理领域，理性的有限性也并非指

受限于作为 “现在序列”的时间。海德格尔的主张毋宁是：源出于源生性时间的超越论想象力使感性和知

性的运用得以可能、使图式化得以可能、使实践理性的运用得以可能，理性的有限性所从属的也是源生性

时间的有限性。海德格尔解读在根本上关涉的是康德之先天认识能力 （感性、想象力和统觉）在根基上的

统一性问题。他所发掘出的东西，虽然 《纯粹理性批判》未经言明或模糊不清，但确已蕴含其中，而且也

超出知识论而属于形而上学。

【关键词】海德格尔；卡西尔；康德；超越论想象力；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江午奇，湖南攸县人，（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李章印，山东莘县人，哲学博士，（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海德格尔 《康德书》① 的主旨就在于，不是把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 《纯批》）视

为一部认识论著作，而是解释为一部为形而上学奠基的著作。对 《康德书》的评价不仅事关海德格

尔的康德解读，而且也涉及对 《存在与时间》主导思想的评价，甚至还关联着如何看待康德哲学本

身的问题。但在如何评价这部著作的问题上，至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早在达沃斯论坛上，卡西

尔就已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提出反对意见。在 《康德书》出版后，卡西尔又进一步撰写 “康德与

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一文，更为系统地反驳海德格尔。② 此后，虽然也有肯

定性的评价，但否定性的态度更占上风。而且在反对声音中，卡西尔的观点一直颇受重视，乃至被视

为维护康德思想之正统的代表。卡西尔所认为的 《康德书》的主要问题就是，“强迫作者说出某种他

未曾说出的东西”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海德格尔所谓的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也就失去其正当性。

但问题也许并非如此简单。下面，我们将围绕海德格尔康德解读中三个争议较大的主题来对 《康德

书》进行再考察，并以此澄清康德是否为形而上学奠基以及海德格尔解读能否成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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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康德书》是指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

差不多同时，提出异议的还有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不过这些异议当时并没有公开。据 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ＰａｌｍｅｒＩ说，胡塞尔于１９２９
年夏天收到海德格尔寄来的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并在页边写下了大量评注，这些手稿以及其它的研究成果大约在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末被范·布雷达神父从德国带出，后保存在比利时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直到１９９４年在 《胡塞尔研究》上发表。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ＰａｌｍｅｒＩ从胡塞尔的评论中提炼出六个主题，具体内容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ＰａｌｍｅｒＩ，“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Ｄｅｂａｔｅｗｉｔｈ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ｆ
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Ｍａｎ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Ｖｏｌ．３０，１９９７，ｐｐ．５－２８．
［德］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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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

在海德格尔把康德 《纯批》解释为 “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做法中，首先引起争议的是，把超越

论想象力阐释为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卡西尔说：“康德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持有这种关于想象力的

一元论，他坚持一种明确而彻底的二元论，坚持关于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二元论。”① 孙冠臣也认

为，海德格尔在把超越论想象力阐释为感性和知性之根源的证明方面并没有成功，“虽然海德格尔在

解释康德的过程中，正确地坚持了知识的条件必须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性，主张通过先验想象力把我

们所有的认识功能联结起来，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想象力就是我们诸功能的共同根源。”②那么，海德格

尔是否意图发展 “关于想象力的一元论”？“共同根源”又是何意？是海德格尔误解了康德，还是海

德格尔被误解了？

实际上，海德格尔在 《康德书》中并没有任何发展 “想象力的一元论”的意图，“对于这种向着

超越的本质源头的回溯来说，再没有什么是比对从想象力生出的灵魂的其他能力进行一元论的经验的

说明更为不相干的事情了，”③ “相反，回溯到作为感性与知性之根的超越论想象力，这说的只有一个

意思：着眼于在奠基性的发问中所获得的超越论想象力的本质结构，不断地将超越的法相向着它的可

能性的根据去重新筹划。奠立根据的回溯活动在 ‘可能性’的，即可能的使之可能 〈ｍｇｌｉｃｈｅ
Ｅｒｍｇｌｉｃｈｕｎｇｅｎ〉的维度里进行。”④显然，在海德格尔这里，所谓 “共同根源”，并不是在 “生产”

意义上说的，而是指超越论想象力使感性和知性的运用成为可能。

我们首先看看超越论想象力何以使感性得以可能。海德格尔从感性的先天形式、即纯粹直观的本

质特征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作为纯粹直观的时间和空间是 “源生性的”，而 “‘源生性的’这

个术语源于 ‘ｉｎｔｕｉｔｕ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ｕｓ’〈源发性直观〉中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ｕｓ’，它的意思是说：让……生发”⑤，
即让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在我们之中以形象的方式给出外观 （图像）。在此外观给出之先，有一种纯

粹直观自身的源初 “成一活动”，这种 “成一活动”被康德称之为 “综观”〈Ｓｙｎｏｐｓｉｓ〉（这种作用不
是由知性带来的）⑥。纯粹直观貌似是纯粹接受性的，而综观却携带一种主动能力。这种主动力并不

是由知性带来的，而是源于超越论想象力，构成纯粹直观之本质的这种综观 “只有在超越论想象力

中才是可能的”⑦。康德在 《纯批》中说过感官或直观的作用是 “对杂多的先天概观”⑧，在 《康德手

稿遗稿》中又进一步说 “空间和时间就是在直观中的前象 〈Ｖｏｒｂｉｌｄｕｎｇ〉的形式”⑨。“前象”就是一
种带有 “综”之特质的形象活动。由于形象活动只有通过想象力才得以可能，所以综观必定是以想

象力为先决条件的。故而，纯粹直观作为 “前象”的形式，必定也是以想象力为其可能性条件的。

由此，通过想象力，纯粹直观就不仅具有接受性，而且还具有自发性特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

格尔说：“纯粹直观，究其本质的根基而言，也就是纯粹想象。”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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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孙冠臣：《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０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２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２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４页。
有关 “成一活动”和 “综观”的讨论，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５页。
“概观”与 “综观”的德文是同一个词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邓晓芒教授译为 “概观”，王庆节教授译为 “综观”。此处参见康德：《纯粹

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９４。
转引自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５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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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看看超越论想象力何以使知性得以可能。海德格尔从知性的功用特质出发来阐释这一问

题。在康德那里，知性是对感性杂多进行 “规则的能力”①，而这种规则能力就意味着：在我们对杂

多综合之先，就有所表像地保持在某种统一性之中。② 因为对杂多的统一作用是通过范畴施行的，而

范畴之施加到感性杂多之上又须通过纯粹统觉，这样，纯粹统觉在施行综合统一活动时就总是有一个

先行的自发性 “动作”，即先行把范畴带出来，然后再施加到感性杂多之上。进一步地说，纯粹统觉

的这种自发的 “先行”活动，意谓着某种表像活动，海德格尔称为 “对统一性境域有所表像的前象

活动 〈Ｖｏｒｂｉｌｄｅｎ〉”③。而纯粹统觉先行将范畴自发地形象出来，这又意味着知性范畴的图式化。由于
“前象”作为一种形象活动，只有通过想象力才是可能的，故而这种图式化在根本上乃纯粹统觉借助

于想象力而达成的。这样，纯粹统觉的综合统一活动，作为自发的、形象着的表像活动，首先就是超

越论想象力的一种基本活动。不仅如此，知性作为规则能力还有接受性特质。因为统觉的表像活动不

仅自发地将范畴形象出来，而且在将范畴形象出来进行规整活动时，规整活动是作为某种进行联结的

东西在知性自身中进行的。也就是说，统觉 “以某种领受活动的方式来进行表像”④。这种 “领受”

“必须源出于超越论的想象力”⑤，只有想象力才兼具自发性和接受性。

上述阐释表明，在纯粹直观和纯粹统觉的运用之先，都有 “前象”这一环节。借助于这一形象

活动，感性才对对象性的东西有其直观，知性才把范畴运用于感性杂多之上。这样，从直观和统觉的

运用都离不开 “前象”这一形象活动来说，超越论想象力使感性和知性得以可能的问题似乎就解决

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第一版演绎中，康德将想象力与感性、统觉视为并列的三种源初知识能

力，但在第二版演绎中，他把想象力仅仅解释为受先验统觉支配的、在感性和知性之间起 “亲和”

作用的中介。海德格尔指责说：“康德现在要把 ‘灵魂的功能’写为 ‘知性的功能’，这样，纯粹综

合就被归附给了纯粹知性。超越论的想象力作为特殊的能力就变成可以舍弃掉的，而这样的话，那种

恰恰是超越论想象力可能作为存在论知识的本质根据的可能性似乎就被腰斩掉了”⑥，“在第二版中，

超越论想象力只是名义上出现而已”⑦。对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这种指责，卡西尔也同样持反对态度。

卡西尔的理由是，“康德对加尔伏关于 《纯粹理性批判 》的评论的考虑，迫使他重新改写了该著作的

第一版，他试图非常清晰而严格地将他的先验观念论与心理学的观念论区别开来。出于这个顾虑，康

德不得不移动 ‘先验分析论’的重心……”⑧。

但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改写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心理学质疑，而在于超越论想象力威胁到了理性的

地位，而且这种 “改写”在维护理性至高地位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难题，使得感性和知性之统一

的可能性成了问题。如果坚持先验统觉的统治地位，而它作为知性又与感性相互独立，且想象力又变

成了某种从属知性的能力，那如何来说明知性范畴对感性之运用？其结果只能是知性通过从属于其自

身的想象力来对感性施加综合作用。如果这样，知性似乎就直接应用于感性了，这与康德关于知性和

感性相互独立的思想是不相容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坚持第一版演绎，即坚持把想象力作为与感性和统觉一样源初的知识能

力，那么感性和知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在康德那里，直观不能思维，思维也不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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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１２６。
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１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２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６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６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３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５页。
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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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使思维的概念成为感性的 （即把直观中的对

象加给概念）”①，另一是 “使对象的直观适于理解 （即把它们置于概念之下）”②。前者指的是赋予思

维以直观 （接受性）的特质，后者指的是赋予直观以思维 （自发性）的特质。这两个条件表明，经

验知识的形成要求二者的 “融合”，而这只有通过超越论想象力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超越论想象力

才兼具接受性和自发性两种特质。进一步地说，超越论想象力不仅是一种 “中介”，它更是一种奠基

性的力量。作为这样一种力量，在我们每一经验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它总是率先行动起来，以便使得

感性和知性能够源发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越论想象力才被海德格尔解释为感性和知性的共

同根源。

最后，海德格尔在 《纯批》第一版演绎的基础上所表明的超越论想象力使感性和知性得以可能

的这种可能性根本不是什么 “一元论”。“一元论”意味着某个根本性的东西是惟一的，其他东西都

从这个根本性的东西里衍生出来。但在海德格尔这里，直观、统觉与想象力作为心灵的基本知识能

力，早已经作为 “潜能”内在于我们之中，超越论想象力并没有取代感性和知性而成为心灵的唯一

能力。海德格尔只是认为，在这些基本知识能力的实际运用方面，想象力具有奠基性、优先性。它作

为一种奠基性的力量，先行将潜在于我们的先天能力 （感性和知性）源发出来而成为 “现实”。海德

格尔只是意识到，在康德那里，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不同知识能力之间的关系是成问题的，超越论

想象力是他提出的一种调和性的解决方案。对此，王庆节教授也认为，超越论想象力作为 “使……

成为可能”的能力，是一种 “‘奠基性的’力量或力道”③，而且 “如果 ‘先验想象力’或 ‘超越论

想象力’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就是人类知识力批判中所起的不仅仅是 ‘中介性的’、‘亲和性

的’第三种能力的作用，而且更是更源初的 ‘奠基’作用、‘根柢’作用，所谓康德第一版中关于认

知的 ‘二元枝干说’与灵魂的 ‘三分说’之间的表面不一致和对立就可能得到化解。”④由此，那种

“想象力一元论”的指责就是站不住脚的。

二、源生性时间作为超越论想象力的渊源

虽说排除了对 “共同根源”的误解，但海德格尔的解释还面临一个问题，即超越论想象力将感

性和知性源发出来的那种 “力道”来自何处？这一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前面的那种 “化解”就依然

是成问题的。海德格尔也意识到这种不充分性，“当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感性和知性的根源，这才第一

次呈现出更为源初的阐释。在这里，这个结论还不起什么作用。”⑤那么，如何给予 “共同根源”以更

充分的说明？海德格尔将目光投向了时间。他说：“相反，对综合之三种模式的内在时间特质所做的

发掘工作，应当会对将超越论想象力……解释为两大枝干之根给出最终的和决定性的证明。”⑥

要从时间这里寻找超越论想象力借以把感性和知性源发出来的 “力道”，就必须思考超越论想象

力与时间的关系，就必须挖掘超越论想象力的时间特质。在康德那里，时间作为感性的纯粹直观形

式，与想象力、统觉是并列的基本能力，康德似乎没有说过想象力具有时间特质之类的话。但康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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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５１／Ｂ７５。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５１／Ｂ７５。
王庆节：《“先验想象力”抑或 “超越论形象力”———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的解释与批判》，《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４
期。

王庆节：《“先验想象力”抑或 “超越论形象力”———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概念的解释与批判》，《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４
期。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８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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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们的表象……都受到时间的支配”①，亦即我们的一切经验性的知识都要服从内感官的形式条

件，即时间。这就意味着，直观中统握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和概念中认知的综合这三种综合，

作为使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综合活动，必然要服从这一时间形式。又由于感性和知性最初层次的运用

（前象）都是通过超越论想象力才有其可能的，三种综合活动都必须以超越论想象力为先决条件，所

以，作为综合活动之形式条件的时间也就与超越论想象力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更为具体地窥见

想象力的时间特质，我们需要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三种综合活动。

首先，纯粹直观的综合形象地关涉 “当前”，直观中统握的综合使 “当前”刺激我们感官的存在

物之形象得以可能。由于 “……在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对这杂多进行综合的能动的能力，我们把它称

之为想象力，而想象力的直接施加在知觉上的行动我称之为领会”②，所以，“在统握模式中的综合”

就是 “源生于想象力”的③。既然直观中统握的综合源生于想象力，那 “当前”也必定是从超越论

想象力这里获得其可能性的。

其次，再生的综合实即纯粹想象力的综合。康德说：“想象力是把一个对象甚至当它不在场时也

在直观中表象出来的能力。”④这意味着想象力是使 “过去”之事物得以可能的条件，进而是使 “过

去”本身形象出来的条件。又由于 “过去”实质上仍是 “直观中统握的综合”的 “当前”，再生的

综合乃是对那已经成为 “过去”的 “当前”的二次形象，所以，再生的综合乃是 “曾在”和 “当

前”的统一。⑤

最后，“如果一切表象，还有思维都应当听命于时间，那么，综合的第三种模式就必然 ‘形象’

为将来。”⑥康德认为，在三个综合过程中所思考的东西必须保持为同一个东西，“假如不意识到我们

在思的东西恰好正是我们在前一瞬间所思的东西，那么一切在表象系列中的再生就都会是白费力气

了。”⑦康德的先验演绎又表明，在三个综合过程的 “背后”总是伴随着某个持驻为一的意识或 “我

思”，“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识，把杂多逐步地，先是把直观到的东西，然后也把再生出来的东西，

都结合在一个表象中”⑧，而这又意味着 “概念中认知的综合”在三种综合中占据首要的地位，因为

那个 “综合统一的意识”之综合，“它是导引着先前已经标画过的两种综合的首要的综合。它仿佛领

先于后两者。”⑨ 也就是说，这个意识在 “直观的综合”时就已瞄准 “直观”了，而它的目标是要在

“认知的综合”中达到 “概念”。因而在它这里存在某种先行的展望，即一种 “将来的源初性形象活

动”瑏瑠。由此，第三种综合也具有时间特质，而且是以 “将来”的模式体现出来的。

由于三个综合过程都具有时间特质，而此特质又是通过超越论想象力才形象出来的，故而超越论

想象力本身就具有时间特质。进一步地说：“如果超越论想象力———作为纯粹形象的能力———本身形

象为时间，即让时间得以源生出来的话，那么……超越论的想象力就是源生性的时间。”瑏瑡通过分析超

越论想象力的时间特质，海德格尔进而把超越论想象力视为源生性的时间，这一点特别需要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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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９页。亦可参见康德：《纯粹理性
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９８－９９。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１２０。引文中 “领会”的德文词是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王庆节译为 “统握”。基于 《康德书》的独特性，我们在文章中独立使用时采用王庆节教授译法。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１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Ｂ１５２。
相关的讨论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３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４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１０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１０３。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６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７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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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那里，作为先天直观形式而使对感性杂多的感受得以可能的时间、使杂多得以规整或序列化的时

间以及三种综合的时间特质等都是序列意义上的，而超越论想象力则不同，它是使序列时间形式得以

可能的知识能力，与三重综合之序列意义上的时间特质不同，其时间特质不是序列意义上的，而是更

为源初的。

通过阐明超越论想象力的内在时间特质，海德格尔把一切知识能力都回溯到了源生性的时间这

里。在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学者看来，这种做法正属于那种强迫康德说其未曾说过的话。卡西尔说，

“如果海德格尔所说的解释要强迫作者说出某种他未曾说出的东西，而他之所以没有说，是因为他没

能想到，那么，这样的解释难道不会沦为任意性吗？”①确实，康德从未说过想象力具有内时间特质，

但问题并不在于康德是否说过相关的话，而在于 《纯批》是否蕴含了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东西。从前

面的讨论来看，海德格尔的解释是以 《纯批》为基础的，他是依循康德既有的东西而挖掘想象力的

时间特质的。这就说明，海德格尔的解释不仅在康德那里是有根据的，而且也契合 《纯批》本身的

内在逻辑。对于海德格尔的前述解释，即便对 《康德书》充满质疑的胡塞尔也没有在其 “页边评论”

中发表任何意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ＰａｌｍｅｒＩ也说，“我们在这两部分中没有看到胡塞尔有任何标记”②。在我
们看来，胡塞尔之所以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恰恰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解释有理有据。

但问题并未因此而完结，因为超越论想象力的内时间特质是海德格尔基于三种综合之时间特质与

超越论想象力之关系而推论出来的，其真正的来源还模糊不清。而且，海德格尔也只是在超越论想象

力使序列意义上的时间得以形象出来的意义上，认为 “超越论想象力就是源生性时间”。那么，二者

是否同一个东西？源生性时间何以是源生性的？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澄清思维或纯粹理性与时间的关

系问题。这是海德格尔在讨论概念中认知的综合之时间特质时被搁置的一个问题。卡西尔的支持者海

茵·布尔迪尼森也对此提出过质疑，即 “康德不允许在 ‘我思’中、尤其是在一般理性中具有任何

时间关系。”③所以，如果这一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海德格尔前面一系列阐释就都是不牢

固的。

在 《纯批》“概念分析论”第一章第三节的 “纯粹的知性概念，或范畴”部分，海德格尔找到

了解答上述疑难的 “钥匙”。在那里，康德指出，时间和空间 “任何时候也必定会刺激起对象的概

念”④。海德格尔就此追问道：“时间激发一个概念，更确切地说，激发对象之表像活动的概念说的是

什么意思？”⑤ 按照他的解释，这个 “时间激发”指的是 “让对象化”，即时间自身激发着，以便让

对象在时间中作为某种存在物来呈报。而且，在这种让对象在自身激发着的时间中呈报自身的过程

中，总是伴随着一个统一的意识 （纯粹统觉或我思）。这就意味着时间 “隶属于有限主体的本质存

在”⑥，因而 “时间作为纯粹的自身感触就形象为主体性的本质存在结构”⑦。也就是说，时间与那个

“统一的意识”是共属一体的。关于这种共属的自身激发，《纯批》自身也可以提供支持：“凡是能够

在一切有所思维的行动之前作为表象而先行的东西就是直观……它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内心通过自己

的活动、即通过其表象的这一置入、因而通过自身而被刺激起来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某种按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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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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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也必然会刺激”中 “刺激”一词的德文是 “ａｆｆｉｚｉｅｒｅｎ”，王庆节教授翻译为 “激发”，邓晓芒教授译为 “刺激”。此处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７７／Ｂ１０２。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９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０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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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的内感官。”① 可见，时间作为内感官的形式不是从外部，而是从 “内心”、即 “自我”本身来

获得那种 “激发”。这样， “内心”或 “自我”与时间就不是互不相容的东西。相反，它们共属一

体。也即是说，“自我”具有时间特质。海德格尔进一步说：“凡是在康德振振有词地否认纯粹理性

以及纯粹统觉的自我具有时间特质的地方，他都只不过是说，理性所听命的 ‘不是时间的形式’。”②

也就是说，正因为自我或纯粹统觉乃是时间自身，所以纯粹理性才不被作为时间内的东西来把捉。

“自我”或纯粹统觉并不在序列意义上的时间中，也不是在时间之外的某种实体性的东西。对于纯粹

统觉的这种时间特质，胡塞尔在对 《康德书》的 “页边评论”中也给予了肯定，他说：“一个内在的

时间视野是必要的”③。

实际上，不仅源生性时间与纯粹统觉或自我具有共属性，超越论想象力亦然。因为上文提到的

“让对象化”实质上说的乃是让对象形象出来，即让形象化，而形象活动只能源出于超越论想象力，

这就说明，在时间性自我的自身激发中蕴含着超越论想象力的形象活动。这样一来，不仅后者的时间

特质源于前者，而且超越论想象力与源生性时间、纯粹统觉是共属一体的。这里的 “共属”并不是

指三个物件并列共存于某一统一体之中，而是指它们作为 “潜能”构成心灵的本质结构。不过，就

它们源发出来成为 “现实”来说，源生性时间的激发活动具有优先性，即激发的原动力来源于源生

性时间，而它所触发的活动首先表现为超越论想象力的形象活动。如此，超越论想象力将感性和知性

源发出来的那种 “力道”就来源于源生性时间的自身激发，存在论知识在根基上也统一于源生性时

间，感性对杂多的直观和纯粹统觉对感性杂多的综合也都是在这种激发的力道中展开的。这样，超越

论想象力之时间特质、存在论知识的本质统一性以及超越论想象力与源生性时间的关系问题就得到了

根本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康德把 “时间”视为先天知识能力，虽然他也探讨了时间与想象力、统觉

的关系，并且也提到了时间的 “激发”特征，但他并没有在这些方面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并没有发

现在时间与想象力的关系中所蕴含的想象力的时间特质，并没有发现在时间的 “激发”特征中所蕴

含的源生性特质，他的 “时间”主要是在序列意义上被讨论的。而海德格尔则发现了蕴含在康德时

间学说中的这些未经言明的东西，并将之与超越论想象力和纯粹统觉 （我思）联系起来加以讨论，

发掘出它们在根基上的本质统一性。时间之所以是源生性的，关键就在于它的这种自身激发本身乃是

内心或自我的活动，“时间并不是作为这样的形象物 〈Ｇｅｂｉｌｄｅ〉，而是作为纯粹的自我感触，才成为
超越的更为源初的根据。”④而超越论想象力之所以具有时间特质、之所以能够将序列意义上的时间形

象出来，其根源也在于时间的自身激发。这表明，源生性时间的根就在 《纯批》中。

因此，在解读康德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并不是把 《存在与时间》中的东西强加给康德。超越论

想象力、纯粹统觉与源生性时间的共属性关系以及后者在三者中的核心地位，作为涉及存在论知识之

可能性的心灵之元结构的形而上学问题，对于康德来说，诚然有些陌生，但也并不意味着是强加给康

德的。在直观、统觉和想象力的关系问题上，康德本身就持某种摇摆不定或不甚清晰的立场，因而给

不同的解读留下相应的可能性。康德１７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写给马库斯·赫兹 （ＭａｒｃｕｓＨｅｒｚ）的信也能进
一步说明这一点。他在信中说，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即 “那种在我们之中被我们称为 ‘表象’的东

西与对象的关系的根据是什么？”⑤，而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是打开 “迄今为止仍旧晦暗不明的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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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整个秘密的钥匙”①。如果康德在这里所说的 “根据”指的是那些作为经验知识之可能性条件

的先天知识能力，那么在这些 “能力”身上就必定承载着某种形而上学的使命，如此也就可以说

《纯批》乃一部为探索形而上学的秘密而奠基的著作。卡米拉·希尔克汉森 （ＣａｍｉｌｌａＳｅｒｃｋ－Ｈａｎｓ
ｓｅｎ）就认为，这与 《纯批》要解决的先验的综合统一的可能性问题是一回事。② 另外，威廉·巴尔

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ｒｒｅｔｔ）也对海德格尔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他认为，海德格尔的解释就是与过去思想家
的对话过程，“也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一股思想之涌流从已逝去的哲学家那里释放出来，在当下重新

变得至关重要。那些已逝去的思想家所努力着想要说的东西，那些他仅仅是犹豫不决地或不完善地、

甚至是无意识地说过的东西，作为今天仍困扰我们且与我们相关的问题而鲜活起来。”③

三、将 “理性的有限性”凸显为 “人的有限性”

把一切知识能力都回溯到超越论想象力，进而又把源生性的时间阐释为超越论想象力之渊源，其

结果就是，纯粹理性被解读为与源生性时间共属。这种 “共属”不仅意味着 “它们共同隶属在同一

个本质存在的统一性中”④，而且还说明源生性时间构成纯粹理性的本质结构，后者的一切活动都以

前者为条件。这就意味着，纯粹理性的这种本质同时也是它自身的限制。正是由于这种 “共同隶属

在同一个本质存在的统一性中”的限制性关系，才 “使得人的主体性的有限性在整体上得以可能”⑤。

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理性的有限性被进一步凸显为人的有限性。

对此，卡西尔同样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理性的实践应用表明，自由的理念可以帮助超越感性

和时间的限制，因为 “‘目的王国’不再从属于这种想象力的法则，它不需要图型化 ”⑥。卡西尔的

这种立场在后来尤其得到海茵·布尔迪尼森 （ＨｅｉｎＢｅｒｄｉｎｅｓｅｎ）的支持：“如同卡西尔在达沃斯所指
出的，图式化不能运用到伦理学，康德是特别清楚的。”⑦ “如果我们要解决康德从直观和知性的分析

转进到先验辩证论的分析、以及更进一步地转移到实践理性的问题，那么海德格尔的解释以及对图型

法的利用就会变得尤其充满困难。”⑧ 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想要表明，理论理性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实

践理性的有限性，进而不意味着人的有限性。

从卡西尔、布尔迪尼森等人的反驳来看，他们显然误以为海德格尔要把图式化运用于实践领域。

事实上，海德格尔很清楚，图式化乃衍生于源生性时间的时间图型，它仅仅适用于理论理性领域，而

不能与实践领域发生关联。因而，他在 《康德书》第３０节 “超越论想象力与实践理性”中所作的解

释，实质上是以源生性时间为根据的，而非时间图型。在那里，他诉诸于 “尊重”的 “情感”来进

行阐明。在康德那里，“尊重”是对道德律令的尊重，是 “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⑨。在海德格尔看

来，“尊重”作为一种对道德律的尊重之情感，是一种 “感触”，其激发之力来自主体自身。也就是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转引自ＣａｍｉｌｌａＳｅｒｃｋ－Ｈａｎｓｓｅ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Ｋａ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Ｒｅｖ，
Ｖｏｌ．４８，２０１５，ｐ．２２０．
参见ＣａｍｉｌｌａＳｅｒｃｋ－Ｈａｎｓｓｅ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Ｋａ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Ｒｅｖ，Ｖｏｌ．
４８，２０１５，ｐ．２２０．
此处引用来自威廉·巴尔特为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Ｓｈｅｒｏｖｅｒ《海德格尔，康德与时间》一书所作的导言。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Ｓｈｅｒｏｖｅｒ，Ｈｅｉｄｅｇ
ｇｅｒ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ｉｍｅ，Ｂｌ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Ｘ．
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６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６页。
卡西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张继选译，《世界哲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ＨｅｉｎＢｅｒｄｉｎｅｓｅ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ｅｄ，ｅｄｓ．Ａｎｎａ－ＴｅｒｅｓａＴｙｍｉｅｎｉｅｃ
ｋａ，Ａｎａｌｅｃｔａ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Ｔｈｅ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０８，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１，ｐ．５２．
ＨｅｉｎＢｅｒｄｉｎｅｓｅ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ｅｄ，ｅｄｓ．Ａｎｎａ－ＴｅｒｅｓａＴｙｍｉｅｎｉｅｃ
ｋａ，Ａｎａｌｅｃｔａ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Ｔｈｅ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０８，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１，ｐ．５１．
参阅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第７７—９７页。



海德格尔的康德解读能否成立？

说，“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来自主体自身。一方面，出自于对道德命令的尊重，出自于对我自己的

人格的尊重 （把自己当作目的而非手段），我把我自己从这种情感的激发中公开出来 （纯粹的自发

性）。另一方面，对道德命令的尊重，在本质上乃是对我自己的纯粹理性的听命 （纯粹的接受性）。

在这个意义上，“尊重”就意味着接受着的自发性或自发的接受性。但这两种特质的结合只有通过超

越论想象力才可能，也就是说，前述 “情感”的自行 “感触”与对纯粹理性的 “听命”，在我们之

中是源初地同根的。由于超越论想象力基于时间的自身激发，故而这种源初的 “根”的源发力量，

只能源出于激发着的源生性时间。而且，康德也曾明确，在我们之中只有一个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

理性只是就其应用领域的不同而做的区分。因此，如果自身激发的源生性时间构成纯粹理性的本质结

构的话，那么它必定也适用于实践理性。也就是说，源生性时间与纯粹理性的那种限制性关系，也同

样适用于实践领域。

在卡西尔看来，海德格尔从 “尊重”的 “情感”来挖掘实践理性的超越论想象力根源是成问题

的。因为，虽然康德确实从实践理性的动力方面谈到了 “尊重”，但是这种尊重感是属于心理学的东

西、属于伦理学的应用部分，而非从属于伦理问题的基础领域。而且，《实践理性批判》是对理性的

考察，而非对人格、人性的人类学考察。在他看来，海德格尔诉诸于 “尊重”、“人格”来阐明实践

理性的超越论想象力根源，混淆了科学的界限。① 他认为，“自由理念”才是构成伦理学的基础性的

东西。

在我们看来，尊重感确实指向伦理的实践应用，但是尊重感本身并不从属于伦理学的应用领域。

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尊重感意味着一种更源初的力量。既然康德从实践理性的动力方面来讨论

“尊重”，那就说明 “尊重”相对于实践理性的实际应用来说具有优先性和奠基性，因为在我们自身

之中，尊重感作为一种自身激发着的行为，是使作为 “潜能”的纯粹实践理性得以源发出来而成为

“现实”的条件。因而，它是超越于实践理性的实际应用的。这就说明，尊重感并不是什么心理学的

东西，而是道德主体自身颁布道德命令的可能性条件，它比一般心理学的尊重更为源初。设若没有这

种道德情感的自身激发，又如何来说明道德主体之行为的实践动力？卡西尔只是从超越感性时间的

“自由理念”、从科学的划界来反对海德格尔的解读，但对于 “自由理念”如何给实践理性以动力，

却不能给出合理的说明。②

关于 “自由理念”，海德格尔也这样回应过，“自由的实践上的实在性。这种智性的东西恰恰在

理论上无法把捉。”③ 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 “自由理念”之所以是 “理念”，乃是因为它仅仅是作

为调节性的东西而设置的，它的实在性并没有被真正把捉。而且，康德也这样说过：“意志尽可以是

自由的，但这却只能与我们意愿的理知原因有关。因为，凡是涉及到意志所表现出来的现相，即行

动，那么我们就必须按照一条不可违反的基本准则……永远如同对其他一切自然现象那样亦即按照自

然的永恒的规律来解释这些行动。”④ 如果意志的自由并不能保证由它所表现出来的行动的自由，那

么这种自由不是可疑的吗？用它来反对人的有限性显然缺乏说服力。而且，“自由”在康德这里的这

种窘境恰恰说明了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在康德那里，科学的划界仅仅是一种基于理性应用领域的

不同而作的区分。实质上，知识论、伦理学与人类学不仅统一于先验哲学体系，而且在根本上统一于

“人”本身。康德在 《逻辑学讲义》中提出的四个问题正好能说明这一点。这四个问题是：“１．我能
够知道什么？２．我应当做什么？３．我可以希望什么？４．人是什么？”⑤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四个问
题恰恰表明，在康德那里，知识论、伦理学与人类学之间有某种必然的统一性关联，理论理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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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 “人”本身也有着某种根本的统一性关联。他就此追问道：“为什么这三个问题 （１．我能够
知道什么？２．我应当做什么？３．我可以希望什么？）可以 ‘关联’到第四个问题？”① 在他看来，问

题的答案就在于前面三个问题的关键词 “能够”、“应当”和 “可以”，即它们暴露了人类理性的有

限性。正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才会提出上述问题。在我们看来，由于对 “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最

终走向的是对 “人是什么”的追问，因此，“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才是上述问题的核心，才是把握康

德哲学的关键。再联想到康德在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附录中的这句话：“《纯粹理性批判》本来应

该是给形而上学找可能的。”②这样，从康德整个先验哲学体系来看，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就最终落

在对 “人”自身的追问上。因而对康德哲学的继承，首先就不是去探讨人类学问题，而是要对人的

有限性进行发问，去思考关于人的形而上学问题。

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的反对者过于拘泥于康德的某一论点，比如图式化不适用于实践领域，从

而误解了海德格尔，也曲解了康德。在海德格尔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图式化是否适用于实践领域的问

题。他所关注的乃是先天知识能力在根基上的统一性问题。他对康德的解读实质上是要在更源初的意

义上发掘理性之实践运用的可能性条件。他想强调的是，在康德那里只有一个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

理性是同一的。所以，如果源生性时间构成纯粹理性的本质结构，那么它也就是实践理性的本质结

构，实践理性正是从这里获得其在实践上的动力。“我能够知道什么” （理论理性）、“我应当做什

么”（实践理性）、“我可以希望什么”中的 “我”皆属同一个实际生存着的 “我”，即 “意志所表现

出来的现相、即行动”的 “我”。也就是说，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统一于实际生存着的人自身。故

而，纯粹理性的有限性在根本上意味着人的有限性。当人们指认海德格尔忽视了 “实践理性”之超

时间的自由时，在坚持 “理论理性”与 “实践理性”的区分以及知识论、伦理学与人类学的区分时，

却忽视了康德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摇摆性，忽视理性本身的同一性，忽视了康德的哲学问题在 “人”

这里的统一性以及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与人的根本性关联。

总之，那些康德已说的和由海德格尔所揭示出来的未说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远超 “知识论”

所能涵盖的范围，而且其中也确实蕴含着以 “人”的研究为其方向的形而上学展望。海德格尔把

《纯批》解释为 “为形而上学奠定某种基础”这一立场是可以成立的。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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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５页。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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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解放”的价值论剖析

孙亚君

【摘要】在当今诸环境伦理学派中，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的 “动物解放”学说在社会实践层面 （如废除动物实验与

终止圈饲动物等）有深远影响。但它的价值论基础是不清晰的。通过剖析 “动物解放”的进路，本文指出

Ｓｉｎｇｅｒ的伦理学是边沁的功利论伦理学的继续。具体地，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借鉴了达尔文的演化论与现代生理学
认识，证明动物的痛苦感受是普遍成立的事实，并由此强化了 “感受性”作为 “内在价值”的基础。以

此，Ｓｉｎｇｅｒ对于动物实验与圈饲动物等的批判亦具有了坚实基础。但进一步的剖析表明，Ｓｉｎｇｅｒ的价值论基
础并不仅仅在于感受性，后者在个体间的平等性也受到了质疑。这使得Ｓｉｎｇｅｒ的理论面临价值多元主义与
相对主义的指控。最后，作为 “动物解放”之最终目的的 “消除痛苦”也将消解功利论的形上基础。

【关键词】辛格；感受性；功利论；演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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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环境伦理学派①中，以 “动物解放 （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为标志的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的学说是功利
主义学派 （或曰仁慈主义学派）的典型代表。自１９７５年初版以来，Ｓｉｎｇｅｒ的 《动物解放》，既是西方

近现代改善动物福利之社会变革的反映，又激励着动物保护运动的全面化与深入化。目前来看，在所

有的环境伦理学派中，以废除动物实验与终止圈禁饲养动物为实践指向的 “动物解放”理论具有最

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也是第一个成功推动社会实践的环境伦理学派。例如，至１９８９年，美国的几
大化妆品公司如Ａｖｏｎ，Ｒｅｖｌｏｎ等都已放弃或中止了动物实验，而以其它方式检验产品的安全性②。又
如，瑞典于１９８８年７月通过的法规要求在１０年内废除鸡笼实验，并要求奶牛、猪及毛皮动物都应该
尽可能地在更为自然的环境中饲养③。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现在都立法规定饲养肉犊

（ｖｅａｌ）需要保证肉犊有转身的必要空间，且给肉犊提供足够的铁质与粗纤维补充④。应该说，这些蓬
勃开展的 “动物福利”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就在于Ｓｉｎｇｅｒ呼吁的 “动物解放”学说。

另一方面，对于 “动物解放”的质疑与批判也一直存在。这使得 “动物解放”成为一种充满争

议又影响深远的主张。无论是支持方还是批判方，都必须以正确理解 “动物解放”的逻辑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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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里，涉及到环境伦理学的边界问题。在狭义的语境中，道德地考量整体性的环境对象 （如生态系统）往往被视为环境伦理学

的题中之义。但是，如果将环境伦理学宽泛地定义为道德关怀对象不局限于人的伦理学，那么，这种 “广义”的环境伦理学既

包括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的动物解放学说，也包括ＴｏｍＲｅｇａｎ的动物权利学说。本文中所谓的环境伦理学即是广义的环境伦理
学。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５９，ｐ．２４７．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１１２．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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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动物解放”不仅仅只是一种实践口号，而是勾勒了一种新的伦理学。以此，理解 “动物

解放”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其实践主张上，而是应该深入理解其价值论，后者是实践的根据。但是，

在 《动物解放》中，Ｓｉｎｇｅｒ并没有直接论述其价值论。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 Ｓｉｎｇｅｒ关于 “痛苦”

与 “感受性”的论述，来阐明作为其实践主张之根据的 “隐性的”价值意味。进而，本文考察了这

种价值论与实践主张之间的逻辑性与潜在的问题。这样，我们不仅能够看清 “动物解放”的力量与

不足，也可以更坚实地继续我们的道德实践与环境保护的工作。

一、痛苦的平等意味

在Ｓｉｎｇｅｒ看来，伦理学的精神是 “平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这当然是现代主义的伦理学传统。在边沁
那里，道德平等性体现为 “每个 （人）都算一个，而没有 （人）多于一个 （Ｅａｃｈｔｏ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ｏｎｅａｎｄ
ｎｏｎｅｆｏｒ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ｎｅ）”。当然，边沁主要是针对政治参与而言的。在Ｓｉｎｇｅｒ①那里，这种平等性的内
涵并不是平等的参与权，而是平等地被考量 （ｅｑ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后者并不意味着同等的对待：对
不同个体的同等考量内在地要求可能的区别对待。这为将相关动物纳入道德考量之中作了铺垫。因

此，道德平等性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实践 “规范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后者以给予相关对象同等的道德
关怀为题中之义，而不是事实 “描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如理性、才能等②。以此，在Ｓｉｎｇｅｒ③看来，道
德平等性并不依赖诸如智力、道德感、体能、才能等所谓 “优秀”的诸能力。如果这些特征可以左

右道德考量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平等将变得不可能④。

同时，平等的考量也需要一个构成平等的基石。在这个问题上，Ｓｉｎｇｅｒ又回到了边沁，并援引边
沁的论述：“问题不是它们 ［应被道德考量的动物］能理性吗？也不是它们能说话吗？而是，它们能

遭受痛苦吗？”⑤可见，边沁将伦理基石建立在感受痛苦的能力 （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之上。虽然
边沁对动物是否应该受到伦理关怀作了建设性的展望，但边沁的伦理对象仅仅囿于人类。如果肯定非

人动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的话，边沁的伦理基石与伦理对象之间并不完全相称，后者显得过份狭

隘。特别地，在边沁⑥看来，人类肉食的行为是应当的，即使相关动物将遭受宰杀的痛苦，因为这种

痛苦的程度往往要低于在纯自然环境中该动物因饥饿、疾病、以及被其它动物所捕杀而带来的痛苦。

然而，边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如果有可能，道德主体应该避免将导致它者痛苦的行为，而

非以一种痛苦代替另一种痛苦，即便前者比后者程度更轻；第二；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即素食主义对

道德主体的完成而言是可行的。因此，边沁的伦理学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说是并不彻底的。

以实践而言，边沁伦理学主要的面向是政治层面，以此， “权利 （ｒｉｇｈｔｓ）”成为道德考量的指
向。然而，传统的权利主体要求具备维权意识，似乎很难与非人动物发生联系。因此，在传统的权利

框架下，边沁也很难说清楚痛苦之于非人动物的具体权利意味。与边沁不同的是，Ｓｉｎｇｅｒ⑦ 回避了
“权利”，而将感受痛苦与快乐的能力 （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作为个体 “利益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的充分与必要条件。与蕴含主体需要自身维护意味的权利不同，相关个体的正当利益，是
应该受到每一个道德主体所保护的。进一步地，Ｓｉｎｇｅｒ⑧以 “感受性 （ｓｅｎｔｉｅｎｃｅ）”作为感受痛苦与快
乐的能力的代名词，并成为它者 （利益）是否应当受到道德关怀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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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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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２，ｐ．５．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ｐ．４－５．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ｐ．４－５．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６．
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１７８９，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７．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７．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２１０．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８．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ｉｍ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ｔｈｅ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ｐｐ．８－９．



“痛苦”的意味

“一个生命个体要有利益必须能够感受痛苦或快乐。如果一个生命遭受痛苦，在道德上就没有正

当理由忽视其痛苦，或者不把这痛苦与任何其它生命相似的痛苦作平等的考虑。然而，反过来也是一

样，如果一个生命不能感受痛苦或快乐，就无须加以考虑。因此，划界的问题就是对我们认为的一个

生命不能感受痛苦做出合理决定的问题。”①

Ｓｉｎｇｅｒ通过将利益，而非权利，作为其伦理学的核心关注，更为自洽地衔接了功利主义的伦理本体，
即 “感受性”。这里，Ｓｉｎｇｅｒ告别了边沁的伦理划界的暧昧立场，从而肯定了伦理对象并不仅仅指向
道德主体②或权利主体，而是指向所有具有 “感受性”的个体，后者未必囿于人类。

二、动物的感受性

针对仅仅人类受到道德关怀的传统，Ｓｉｎｇｅｒ认为，我们需要改变对于非人动物的看法，因为人与
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质的差别，而是量的差别。③ 固然，人类具有非人动物所不具备的抽象思维、

道德感等能力，但这些能力并不相关于作为伦理对象之判据的感受性。以感受性为判据，Ｓｉｎｇｅｒ伦理
学的一个任务就是将道德关怀由人推向众多非人动物，后者同样具有感受性，因而理应成为伦理对

象。但是道德主体不是非人动物，又怎么知道它们具有感受性呢？

在传统看来，无论是基督教将人视为造物主之形象的主流神学观，还是文艺复兴以来回归人是万

物之尺度的人本主义，非人动物的感受能力显得无关紧要。作为基督教神学与文艺复兴思潮的交织产

物，笛卡尔哲学将意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作为灵魂的判据，并由此断定 （非人）动物仅仅只是机器或

曰 “自动机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它们并无感受痛苦或快乐的能力。固然，笛卡尔的理论精妙地解决了一个
神学难题④，即没有 （原）罪的动物何以要遭受无尽的 “痛苦”，后者也无法在动物身上得到补偿

（如人死后进入天国）？在笛卡尔看来，动物的 “痛苦”只是有原罪的人的移情使然。然而，笛卡尔

的逻辑并不严密，意识能力难道就等于感受能力吗？既然具备自我意识以具备感受能力为前提，我们

应该承认无自我意识的感受之存在。显然，笛卡尔机械主义的解释并不能使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满

意，因为这种解释使得动物身上的诸感官神经之复杂性显得多余⑤。同时，人类任意折磨动物的行为

也受到了批判。然而，无论是休谟的情感论还是康德的理性论，批判的目的，总是站在人类的立场

上，即残忍对待动物将有碍健康人性 （或曰对其他人的态度）的培养，而人是惟一的目的。

在人与动物之间，似乎永远具有无法翻越的伦理鸿沟。真正对此信念构成挑战的是达尔文的演化

论。在达尔文 （１８７１）的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达尔文以演化机制解释了 “人”的完成：

人的身体构造、人的情感、人的理性、甚至人的道德感，都与其它物种一样，源于动物社群的适应性

演化，因此人与动物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在Ｓｉｎｇｅｒ⑥看来：
“达尔文学说革命在知识上是真正的革命。这时人们知道，他们不是上帝按神的形象制造、并与

动物分离的特殊创造物，相反，他们终于认识到人类自己也是动物 ……人类的道德意识起源于动物

的社会性本能，这种本能使动物喜欢与同类群居相伴，互表同情和互助服务 ……人类与动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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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很多方面十分相似。”①

在继承达尔文学说的前提下，Ｓｉｎｇｅｒ②通过逻辑类推肯定了非人动物的感受能力：如果我们相信其他
人的感受痛苦的能力，我们就不该怀疑其它动物具有同样的感受性。在Ｓｉｎｇｅｒ③看来，支持该信念的
证据在于 （１）它们遭受痛苦时的应激反应，以及 （２）它们与人类相似的神经构造系统。如果语言
未必可尽意或未必可尽信 （一个保守却合理的前提），我们对其他人拥有感受能力的承认不也是基于

上述两点吗？对此，Ｓｉｎｇｅｒ④引述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ｒｊｅａｎｔ⑤关于动物感受能力的实证认知：
“实际证据的每个细节都支持这个论点，高等哺乳动物对疼痛的感觉至少与我们同样灵敏。……

与今天的人类相比，这些动物更多地依赖于对险恶环境有最敏锐的意识。⑥

可见，Ｓｉｎｇｅｒ的类推策略的合理内核不在宗教层面或情感层面，而在实证认知层面 （不论是动物的应

激反应还是它们的神经构造），从而在崇尚实证科学的当代社会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感。对于一个

找不出推翻实证认知之充分理由的当代人而言，承认非人动物的感受性是一种合理的保守态度。进

而，对于以感受性作为道德关怀对象之判据的功利主义而言，道德主体应当持有这种谨慎的保守态度

以尽可能地避免无知之过。因此，非人动物应当作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关怀对象。

三、实践推论

Ｓｉｎｇｅｒ的道德实践是就事论事的。他并不在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实践原则，而更关注能切
实减少动物痛苦的具体措施。特别地，在 Ｓｉｎｇｅｒ看来，当代世界的痛苦大多数发生在动物实验与
“饲养工厂 （ｆａｃｔｏｒｙｆａｒｍ）”之中。因此，Ｓｉｎｇｅｒ⑦ 的道德实践的论述重点在于消除这两方面的痛苦，
而非动物福利组织所关注的对于可爱宠物的同情。在实践方式上，Ｓｉｎｇｅｒ希望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
禁止某些动物实验与饲养工厂的残暴行为。在此基础上，Ｓｉｎｇｅｒ也呼吁个人自觉地履行更高的道德义
务，如素食主义。

Ｓｉｎｇｅｒ伦理实践的一条总原则是，所有具备感受能力的动物都应当享有伦理层面的同等的考量。
逻辑上而言，承认非人动物的感受性并不必然地赋予它们道德受体的地位。我们似乎既可以承认非人

动物的感受能力，并给予一定的道德关怀，同时又不全然地将它们视为与人相若的道德关怀对象，

即，我们的道德关怀是可以分层的，由近及远地呈现由强及弱的变化。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依然可

以将动物而非人类作为实验对象，将动物而非人类作为圈饲对象，因为其他人相比其它的动物个体与

我的关系更亲近。古代孟子的 “亲亲、仁民、爱物”以及当代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派中Ｊ．ＢａｉｒｄＣａｌ
ｌｉｃｏｔｔ（１９８９，１９９９）的伦理累积模式与ＨｏｌｍｅｓＲｏｌｓｔｏｎ（１９８８）的层次价值理论，不正是这种层次伦
理学的体现吗？对此，Ｓｉｎｇｅｒ⑧认为，如果不同的社群圈真地具有伦理意义，就像ＬｅｗｉｓＰｅｔｒｉｎｏｖｉｃｈ所
谓的 “亲子、亲属、邻居、与物种”对应不同的伦理考量一般，那么，我们为何不在其中加入一个

“种族”圈呢？因此，对于抛弃种族主义的当代人而言，这些层次的意味不应该是伦理性的。另一种

契约伦理学认为，伦理源于互不伤害的契约精神，因而无法订立契约的动物就不能享有道德关怀，即

道德主体对它们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对此，Ｓｉｎｇｅｒ⑨ 的反驳也是类推式的：如果上述原则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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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意味

的话，那么理智不全的人士 （如幼儿、智障人士、及未出生的后代）也应该排除在道德关怀对象的

范围之外，即道德主体对他们也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显然，这个推论是难以被现代人接受的。现代

主流伦理学的一条底线是，无论是否具备道德实践能力，每个人都应当获得平等的道德考量①。可

见，道德考量的判据无关理性与道德实践能力。

因此，如果我们接受 （１）道德考量的基石在于避免痛苦；（２）每个人应该受到的道德考量是平
等的这两条原则；那么每个具有感受能力的个体 （不论是人还是非人动物）都应当享有平等的道德

考量。质言之，Ｓｉｎｇｅｒ伦理学的核心在于对物种主义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像 ＴｏｍＲｅｇａｎ（２００４）
那样诉诸 “权利 （ｒｉｇｈｔｓ）”，而是一种类推的思辨，即物种的不同特征并不能作为对相关具备感受能
力之个体的利益给予不同的道德考量的理由②，否则逻辑上将导致令现代人难以接受的谬论。以此，

反对物种主义的实践也是一场告别各种 “偏见”的社会进步运动，后者亦指向消除性别歧视与消除

种族歧视③。

四、问题讨论

与一般的伦理学不同，Ｓｉｎｇｅｒ并没有直接论述其价值论，这或许因为历史上内在价值论与人类中
心主义之间的联系。在 “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只有 “人”才具备受到道德关怀的资格。作为将

道德关怀赋予非人动物的先行者，Ｓｉｎｇｅｒ似乎有意避免因涉及内在价值而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
但是，简单地认为Ｓｉｎｇｅｒ没有价值论考量，或者将他的主张解读为所有 （感受性）的动物具有同等

的 “内在价值”的观点都是不恰当的。纵观Ｓｉｎｇｅｒ的 “动物解放”，其根本目的不外乎 “减免痛苦”。

以此，Ｓｉｎｇｅｒ的伦理主张的价值论核心是 “内在价值”，后者的基础是对于 “痛苦”的感受性。另一

方面，在阐述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时，Ｓｉｎｇｅｒ④承认，否定物种主义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生命具有同等值
得 （ｅｑｕａｌｗｏｒｔｈ）。特别地，Ｓｉｎｇｅｒ⑤指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抽象思维、为将来谋划与复杂的交
流活动等等能力的生命比一个不具备这些能力的生命更有价值，怀有这样的观点并不武断。”为什么

这些能力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赋予能力主体更多的价值呢？这里，Ｓｉｎｇｅｒ闭口不谈这种 “价值”对于它者的

有用性。因此，这种价值不是工具价值。同时，对于 Ｓｉｎｇｅｒ来说，这种价值又是可比较性的。这种
“可比较性”又接近工具价值的特征。这种价值层面的 “吊诡”同样地反映于Ｓｉｎｇｅｒ的道德实践。在
Ｓｉｎｇｅｒ⑥看来，若在一个正常人与一个智障人之间做选择：如果是挽救生命，则我们应该优先挽救正
常人；如果是减免痛苦，则谁也不具有优先权。对此，Ｓｉｎｇｅｒ⑦给出的理由是：痛苦之恶是自身的恶，
无关其它特征，而生命的价值 （ｖａｌｕｅ）则受其它特征所影响。这里，痛苦的内在特征是符合内在价
值之内涵的，而生命的价值应该不属于内在价值。进而，Ｓｉｎｇｅｒ⑧ 关于生命价值的判断与实践也是物
种中立的：当一个人比一个非人动物的相关能力更为受限时，该非人动物比该人的生命更具有价值，

也具有更高的得到保全的优先级；即将同等的尊重给予人的生命与在智力上相当的动物的生命。可

见，在Ｓｉｎｇｅｒ看来，个体生命价值的本质在于个体诸能力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的多寡。这里，生命价值的内
涵与传统的内在价值的内涵 （即苦乐感受）是有区别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种以诸能力表征的 “价值”与以 “感受性”表征的 “价值”之间到底是什

么关系呢？如果感受性也是一种能力的话，那么，后者似乎仅仅是前者的一个部分。但是这种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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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感受性”只是一种潜在的感受能力，似乎不再具有以切身感受为面向的内在价值的意味了。不

管怎样，在Ｓｉｎｇｅｒ的体系中，两种 “价值”都具有价值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影响，即，它们都构成了

ＫｅｎｎｅｔｈＧｏｏｄｐａｓｔｅｒ（１９７８）① 所谓的 “道德考量性 （ｍｏｒ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如果 Ｓｉｎｇｅｒ的 “解放动

物”的基础是以内在的感受性表征的价值 （一如他表述的那样），那么Ｓｉｎｇｅｒ似乎面临着价值多元论
的危险指控：以诸能力表征的 “外在价值”如何能回到感受性之 “内在价值”上来呢？另一方面，

如果Ｓｉｎｇｅｒ的 “解放动物”的基础是以诸能力表征的 “价值”，那么，感受性表征的 “价值”如何能

作为 “解放动物”的充分条件呢？如果具有较少能力的动物的痛苦换来了具有较多能力 （例如理性

能力）的人类的快乐，而这些能力都具有道德考量性的话，那么这种 “交换”未见得是不合理的。

然而，这种辩护下的人类中心主义似乎是合理的。更糟的是，这一进路体现的是现代主流伦理学避之

犹恐不及的优等主义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的精神。这完全违背了 Ｓｉｎｇｅｒ的主旨。因此，以 Ｓｉｎｇｅｒ的整体
构架而言，我们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并且我们愿意相信这种情况下的其它能力的道德考量性是一种

特殊情况 （如Ｓｉｎｇｅｒ所谓的在取舍生命时的考量）。无论如何，Ｓｉｎｇｅｒ对于这两种 “价值”的比较与

阐述是有待完善的。

在实践层面，以感受性作为实践判据的功利论也难以避免相对主义。对于Ｓｉｎｇｅｒ②来说，以感受
性而非理性能力作为伦理对象的判据能够摆脱相对主义，如一个具有更高思维能力的人并不意味着他

具有特殊的痛苦感受能力，因而道德平等性对于所有的伦理对象是一视同仁的。但Ｓｉｎｇｅｒ似乎并没有
意识到，固然对痛苦的感受性在不同动物的不同个体间是同等成立的，但对痛苦的感受能力的强弱对

于不同物种的不同个体也是同等的吗？如人类内部的不同个体对于痛苦感受的敏锐度就存在差异性。

以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演化渊源关系为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对痛苦的感受能力的强弱对于不同

物种的不同个体是不同的。以Ｓｉｎｇｅｒ类推策略的两个证据而言，这种感受性的区别同样可以在应激反
应 （强弱性）与神经构造 （丰富性）两个层面获得支持。如果 “感受性”在存在意义上的平等性意

味着 “动物解放”，那么， “感受性”在程度方面的差异性又应该落实怎样的道德实践呢？这里，

Ｓｉｎｇｅｒ理论的一个逻辑缺陷是他将具有差异的感受性与没有差异的道德考量画上了 “等号”，而这等

号的依据并不比他所反对的将具有差异的理性与没有差异的道德考量画上等号更有说服力。

进而，Ｓｉｎｇｅｒ以 “减免痛苦”描绘的 “理想世界”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对痛苦的感受性是产生

内在价值的前提，那么，不无讽刺的是，一个消灭了痛苦的世界似乎也就舍弃了内在价值得以 “显

明”的基础。这一推论并不符合价值论的应有逻辑。应该承认，痛苦本身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里，我们不妨引述Ｇｏｏｄｐａｓｔｅｒ（１９７８）③ 对于功利论将感官功能作为道德考量之判据的批判，
“生物学而言，感受性似乎是生命体的一种适应性特征，后者提供生命体更好的预感与避免对于

生命的威胁的能力。这至少表明，当然，尽管它没有证明，受苦与享乐的机能并非依凭其自身而作为

［道德］可考量性的入场券，而是附属于某种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比 “感受性”“更重要的东西”未必是唯一的。从演化角度看，痛苦正是自然选

择之于主体能动性的适应性调节信号，这为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思路；以个体而言，痛苦的意

义在于保全个体的生命，这为生命中心论敞开了维度。借用中国哲学中的 “体”“用”关系，功利论

中的痛苦是在 “用”的层面上，而抛却 “本体”的 “用”是难以为自身辩护的。因此，Ｓｉｎｇｅｒ的
“动物解放”的困境在于将 “生命”解构为线性化叠加的诸价值合体的同时，却架空了 “痛苦”的

伦理基础。这也许是功利论伦理学的一个通病。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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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政治哲学发微

郑　开

【摘要】道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理论语言都极具特色，殊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围绕城邦、正义等

主题展开的对话与讨论；这主要是由道家如何理解政治性、如何阐述哲学性决定的。“玄德”概念及其理

论乃是道家政治哲学思考的重要基础，因为它既是哲学突破的标尺，亦是前诸子时期 “德”的思想传统之

创造性转化。而自然与无为、混沌与秩序等问题则涉及了道家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的深刻内容及精神气

质，既体现了古代思想世界立足于人性的思考特点，同时也展现了道家独特的超越社会政治秩序、伦理规

范甚至国家形态的理论旨趣。

【关键词】道家；玄德；自然；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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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开，安徽合肥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政治哲学是近年来汉语哲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与传统学术渊源颇深的中国哲学研究也深受这种

风习濡染，目前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都以政治哲学的名义徜徉于世，而关于道家政治哲学的研究文献也

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然而，我认为仍有必要在此明确一下 “道家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毕竟

道家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如何谈论和阐释道家政治哲学？都是耐人回味、值得探寻的问题。同时，道

家政治哲学的深邃内容、理论旨趣和精神气质诸问题也应该予以提纲挈领的阐述。

一、序论：什么是道家政治哲学？

什么是 “道家政治哲学”？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诉诸哲学史研究。如若没有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

纵深，我们几乎无法面对这样的问题，道理明摆着：“道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名称 “古未之

有”，它们都是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中西哲学比较会通的结果。

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展现了聚焦于政治问题的多元思考和多样化理论建树，百花齐

放，形态各异。我们在阐释早期道家政治哲学的时候，显然需要参取西方思想资源，却没有必要盲目

适从、刻意附庸某种政治哲学理论，无论它是古希腊的还是近现代的。在这里我们只能讨论什么是道

家政治哲学，而不能、也没必要给出一个 “政治哲学”定义。因而，我拟从 “政治性”和 “哲学

性”两个方面推敲并且界定所谓 “道家政治哲学”，权作 “工作定义”：

第一，先来讨论一下 “政治性”。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以政治关系为前

提，而政治关系则涉及不可摆脱的权力与支配等问题，当然各种各样的伦理、社会、国家、政府以及

各种形式的权力与秩序都是政治关系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人只能生活于人类生活共同体之中，不

能游离于社会，也无法逃避政治关系。道家哲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不过他们怎样审视他们置身于其中

的政治关系、如何表述其对政治关系的反思却很耐人寻味。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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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政治哲学似乎只是对应于道家所说的 “人道”，其实不然。道家哲学区分了 “天道”“人

道”，所谓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显然属于 “人道”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仅仅涉及

“人道”而已。实际上，道家哲学语境中的 “道”往往是统一的，道家者流从来不认为 “天道”“人

道”是疏离的。① 即便是 “人道”问题，也应该从天人之际的角度予以审视和理解。 “天道”赋予

“人道”以思想深刻性和理论复杂性，远不是 “以天道推演人事”这样的陈词滥调所能涵盖。即便相

比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理论，道家 （也许还应该包括儒家）政治哲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家 （特

别是老庄）所说的 “自然”与古希腊哲学概念Ｐｈｙｓｉｓ庶几近之，然而古希腊Ｐｈｙｓｉｓ深邃的原初意味，
已经被柏拉图、柏拉图主义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目的性、灵魂、上帝等观念加以改造，沦落为被动的、

对象性的东西了，例如那个几乎等同于现象世界的 “大自然”概念；而道家 “自然”概念却由于交

涉于 “无”的观念，且在有无之间的复杂张力中生发出丰富多元的思想脉络。②

有一种论调说道家人物都是些消极遁世的隐士，对此我不怎么以为然。道家的确厌倦了那种人间

的、太人间的俗务，洞悉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性异化、价值沦丧的危险，然而却没有消沉颓废，更赋

予了自身彻底 （也许有点儿激进）的批判精神。从思想史研究角度看，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困惑于

自身所处的时代，鲜有能超拔于其外者，例如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 《理想国》多少有点儿希腊城邦

的影子，儒家的政治哲学思考亦以追摹理想中的三代 （实际上就是西周时期奠定了基础的礼乐文明）

为中心；道家却是不折不扣的异数，因为道家政治思想不依附、不匹配于历史上的特定社会政治制

度，比如说老子提及的 “小国寡民”具有明确的消解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政治性的理论企图，庄

子向往的 “至德之世”也具有那种滑稽乱俗、虚无缥缈的特点，凡此种种，皆是想象的乌托邦，而

不是构想某种可以成为现实的国家，尽管它们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实际上，儒家以天下为己任，道家

亦不遑多让，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期望 “天下归一”；只不过 “道不同不相为谋”，儒道两家取

舍不同，旨趣迥异而已。

老子哲学具有政治哲学的面向，即以无为概念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还有论者以为，政治哲学的核

心问题就是 “自由及其实现方式”③，不妨用以说明庄子的 “逍遥”。

以上的简单梳理与讨论提示出，道家固有的伦理学本身包含了政治哲学的维度；而且道家对伦

理、政治、国家、文明、人性和价值的理解自有其独到之处。我们还是通过分析几个例子以说明问题

吧。《老子》出现的 “圣人”（时或称 “我”“侯王”）与 “百姓”（有时写作 “民”“万物”）之间

的关系显然就是某种政治关系，“我无为而民自化” （第５７章）恰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老子既言
“绝仁弃义”，又说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暗示了某种原初伦理，超乎仁义价值之上。④ “治大国若

烹小鲜”（第６０章）是老子的名句，同 “小国寡民”的说法一样，折射了道家无为政治的旨趣。“奈

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第２６章），表达了老子价值判断，显然他并不认为天下、国家是最重要
的，尤其是相比生命本身而言更是如此。老子亦曾正面提及政治关系抑或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比如他

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庄》诸书不仅提到了 “国”（邦，

实际上就是诸侯国），还提及了 “天下”，后者乃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关键词。

最为重要的是，道家政治哲学问题还应该从更抽象的 “有无关系”层面予以阐发。“有无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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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老子》：“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

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第７７章）“圣人不积，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８１章）《庄子·在宥》：“何谓道？有
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

不察也。”

郑开：《论道家自然概念：从无与自然关系角度分析》，载于 《中国的 “自然”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开大学：２０１８年７
月，第２６７—２７８页。
任剑涛：《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江海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文子》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

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上仁篇》）总之，传统意义上的 “仁义礼智”都未免 “薄于道德”。



道家政治哲学发微

“道生万物”以及名－无名之间张力关系 （“镇之以无名之朴”）多少能够表明老子的辩证法思维，

具体到政治哲学，可以说老子一方面没有断弃现实政治秩序，另一面又去掉了 “名”的价值优先性。

老子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于 “无为”概念。从 “无为”是对 “为”的否定 （哲学意义上的否定）角度

分析，① 举凡一切社会、伦理、政治、国家、文明、秩序、权力等都出于 “为”———即某种人文动机

驱使下的社会行动；那么 “无为”似乎就是把常识反转过来，借助 “无”的否定或扬弃，反思了理

性成长、文明进程投射于人性和人心的阴影。老子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是，“为”固然重要，然而 “无

为”更加重要。失去了 “无为”的节制，“为”必将失控；反之，缺失了 “为”的 “无为”则流于

空洞，丧失其均衡感。这就是老子无为政治哲学之辩证法。我特别希望能够从 “为与无为之间的张

力”出发更内在地把握道家思想逻辑，而相反相成、相辅相成乃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法则。

现代政治哲学的发轫与生成，据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分析，伴随着基督宗教的世界帝
国之瓦解和终结，西方政治思想由 “一神统治”旧状况进入到了 “诸神之争”新阶段，世俗化的政

治理论逐渐兴起，个人权利 （特别是个人财产）、契约主义、权利分化等问题成为现代政治思想关注

的焦点，从而与古典时期的国家、政治、伦理等观念划清了界限。“如果说一切关乎价值主张的论说

都是 ‘政治的’，那么，‘诸神之争’就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价值之争的鲜明体现。”② 这就是出现于

西方的现代性。从世界历史的纵深考察，现代告别前现代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似乎重演了早期中国

“哲学突破”以及 “进一步突破”时期的推陈出新的哲学思考，包括政治哲学思考。孔子曾以 “礼崩

乐坏”描述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政治失序状态，庄子则以 “道术将为天下裂”“道德不一”的深切忧

思，洞见到了战国以降的历史趋势实际上已不可逆转。如果说孔子以来的儒家学派的政治思想是对当

时历史趋势的 “保守的回应”的话，③ 那么，道家 （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却对此浩浩荡荡历史潮

流做出了冷静、积极的响应，他们提出的 “帝道”恰是针对 “王道”的，而他们最为关注的 “道 －
法”与儒家标榜的 “德－礼”犹如针尖对麦芒。如此看来，道家、道家黄老学派 （又称道法家）及

其思想伴侣———法家，也许最能代表政治和国家转型时期的时代精神。这不正表明了道家政治哲学值

得深入探究吗？我还是想强调一点：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一方面能够赋予我们以历史纵深的视

野，另一方面却由于它纠结且偏重于政治学理论而不能为道家政治哲学提供合适的参照系。比如说，

道家政治哲学语境中的 “政治”“国家”终究不能仅仅从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 “政治”“国家”予

以了解和把握；而超政治学意义上的 “政治”（君道治术）、“国家”（比如说道家著作中也经常出现

的 “天下”）只能出现于政治哲学语境之中。

第二，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之为政治哲学的本质在于其 “哲学性”。近现代政治哲

学研究者都很清楚政治哲学和政治学 （包括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分野，当然要在两者之间区划一条

泾渭分明的边界也没那么容易。④ 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濡染了强烈的实证主义的色彩，难免有社会科

学化的趋向；而古典时期的政治哲学则呈现出另一种样态，具有明确的人文学属性，最初的政治哲学

乃内在于伦理学。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古代道家思想里面有没有伦理学，能不能开掘出政治哲学？

有的人以为道家没有伦理思想，因为他们反对仁义。这种看法早已不值得一驳。自老子以来的道家，

始终警惕并且反对把 “道德之意”庸俗化、浅薄化为仁义，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大于且包含仁义，而

不是相反。从另一角度分析，哲学史上的反理论不也是某种理论形态吗？反伦理学也是一种伦理学。

儒家立足于仁义之际，道家反诘之，开出了另一种伦理学，而且加深了与儒家之间对话。有意思的

是，战国中期以降儒家和道家殊途同归，都开展出来了德性伦 （论）理学，只不过思想内容各有特

色而已。更进一步分析表明，儒道两家的德性论乃是人性论深化发展的结果，而他们创发的具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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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０页。
任剑涛：《诸神之争：现代政治理论的价值纷争与整合》，《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页。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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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特征的心性论－境界说则是德性论的具体内容，也是孔孟之间、老庄之间人性论思想的升华与转
化。

另一方面，道家似乎比儒家更多谈论治道或治术，《汉志》把道家 （实际上是黄老）的思想宗旨

归结为 “君人南面之术”也不无道理。然而，我以为，道家独具那种以哲学方式思考伦理 （含政治）

问题的精神气质，一方面道家哲学著作中弥散着关于伦理政治诸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道家又诉诸哲

学语言阐述了其伦理政治和社会思想，例如道、德、名、理、执一、浑沌、太和等概念或语词建构的

理论语境，恰呈现了其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之形式与内容。我的意思是说，道家对政治问题的关

切与讨论借助抽象概念展开，即便是讨论治道、主术、君道、臣道甚至兵法时，很少流于阴谋诈术，

反而语涉高深莫测之抽象理论及表述，可以说 “以道为常”（韩非语）就是其底线。《韩非子》里面

的两篇重要文献 《扬权》《二柄》，从题目上看，似乎流于阴谋和诈术，实际上却包含了深闳的理论

思考。“法”是道家黄老学派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所说的 “法”却不尽出于世故，也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理性，因为 “法”奠基于 “道的真理”，渊源于 “道德之意”。参透了这一层，就不难较为准确

地把握道家政治哲学思想了，比如说，“执一”的意思颇近乎 “抱道执度”，然而 “道”和 “度”究

竟指什么呢？我们倘若能够在道法之间考虑问题，则思过半矣。更有可说者，道家著作中充满了政治

隐喻和政治寓言，比如说浑沌、乐、御、钓等，都指向伦理和政治。① 奉行理性祛魅的现代政治理论

之主流尤其倚重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然而讨论涉及价值判断的政治哲学，怎能缺省

人文学术而归诸社会科学？道家政治哲学独特的精神气质是不是能给我们更多启发呢？爱因斯坦曾

说，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把这句话移植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里面，似乎可以说，政治是暂时

的、流变不居的，而政治哲学却涉及了持久乃至永恒。换言之，道家政治哲学本质上是 “道”的展

现，而非 “术”的应用。古代城邦乃是古希腊哲人们思考政治的尺度，也是其目的，几乎没有例外；

相反儒家和道家的政治哲学思考都聚焦于 “天下”，特别是道家，其政治智慧的独特性即在于它不匹

配于实际政治生活的具体样式，无论它是历史上的曾经出现的，还是人们无由逃避的 “人间世”。也

许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吧，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人的围绕政治性问题的思考更多裹挟于政治思想、学说

和理论，而道家政治哲学则展现了更为明确、更为深入的哲学性。

以上我们分别从哲学性和政治性两个方面稍微明确了道家政治哲学的边界与特色。接下来，我想

明确一下，这里所说的 “道家”也是广义的，包括老庄、黄老 （秦汉时期以此为道家主流），以及那

些与道家 （主要指黄老）思想交涉较深，思想边缘不怎么清晰的法家 （特别是韩非、慎到等）、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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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兹枚举数例：《庄子·天下》：“黄帝有 《咸池》，尧有 《大章》，舜有 《大韶》，禹有 《大夏》，汤有 《大?》，文王有辟雍之乐，

武王、周公作 《武》”云云，显然包含了政治意味；儒家也是如此。《庄子·天运》语曰：“帝张 《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

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这是怎样的一种 “乐”呢？矛盾的是，《庄子·至乐》提到 “《咸

池》之乐”时却用意相反，其曰：“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 《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

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

江湖，食之？？，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为乎！《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

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可见，“乐”隐含了政治寓意于其中，出于古代政治思考的修

辞学。另外，“御” “牧”乃是早期思想世界里面 “统治” “支配”的隐喻性说法，《圣经》里的 “牧羊人”也是如此。那么

《庄子·达生》提到的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也许能够从政治哲学角度予以解读。《庄子·外物》曰：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没而下，骛扬

而奋，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

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

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除了最后一句 “经世”之意比较明朗之外，这段话似乎与政治伦理了无关系，然

而，考虑到道家思想系统提及的 “钓”，就会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了。例如张守节 《史记正义》卷３２《齐太公世家》引 《说

苑》：“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三日三夜鱼无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农人者，古之异人，谓望曰：‘子姑复钓，必细其

纶，芳其饵，徐徐而投，无令鱼骇。’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刺鱼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望知其异。”（按今

本 《说苑》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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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黄老学盛行于战国中期之后，绵延于秦汉时期，时间跨度超过了六、七百年之久，怎能说它无

足轻重甚至无足挂齿？但是，黄老学历史脉络错综而且凌乱，思想内容驳杂而且边界不清，难以梳理

和分析，再加上学派、人物和著作等问题扑朔迷离，使黄老学研究十分棘手。现在看来，无论黄老学

再怎么复杂，再怎么兼综杂糅，其思想主旨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围绕着

“道德之意”，兼综百家之学，尤其是熔冶儒墨名法阴阳诸家思想于一炉。例如 《淮南鸿烈》内容虽

然广泛驳杂，高诱指出其宗旨 “归于老子”，可谓切中肯綮。值得一提的是，阴阳家和黄老学彼此难

解难分，特别是五行月令、阴阳刑德等理论似乎是他们共同的思想资源。如 《吕氏春秋》是黄老著

作还是出于阴阳家之手？类似的问题还包括，渗入董仲舒 《春秋繁露》之中的那些齐文化因素，表

明了董仲舒受到阴阳家影响呢还是汲取了黄老学思想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判断月令体系归属，属于

黄老学派呢还是阴阳家？韩非子当然是法家的最重要代表，然而 《韩非子》里理论性比较强的几篇，

例如前面提到的 《扬权》《二柄》还有 《解老》《喻老》，都可以并且应该视为黄老学派思想文献更

为确当。

前面稍微厘清了 “道家政治哲学”这个术语的含义。接下来，我们勾勒一下道家政治哲学所由

生发的历史契机以及推进道家政治哲学不断发展的思想动机。

道家政治哲学酝酿发展，穿越了几条重要的历史分界线，比如说春秋战国之交 （哲学突破）、秦

汉之际 （周秦之变）；从思想史层面分析，道家政治哲学思想空间里面还容纳了对更早期的殷周之际

政治思想观念的反思与批判，其理论深化更伴随了战国中期哲学进一步突破，甚至还反映了两汉之间

学术思想的嬗变。我认为，如果从早期政治及国家形态的转型作为切入点，也许能够更好地展现并把

握自先秦至两汉思想史、哲学史的内在规律。就是说，早期政治哲学思考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动机首先

应该是西周时期确立的成熟形态的 “早期国家”转型为秦汉以来的 “王朝国家”之历史进程；其次

就是体现这两种形态的国家、两种政治理念建构于其中的思想史主题———即礼与法之间的矛盾关系。

西周时期政治与国家以宗法封建制度为核心基础。宗法封建制度试图将基于血缘的宗法社会关系

和政治关系嵌套在一起，塑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礼乐文明体系，奠定了早期国家的基本规模，也催生

了以 “德”（明德）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德礼体系”就是 “王道”，或者说就是 “王道”的内核。

秦汉以来的王朝国家被认为是高度集权的统一国家，帝制 －郡县制 －法制乃是其立国之本，也就是
说，从政治关系角度分析，帝道 （政治制度）与法治 （政治思想）体现了秦汉国家的主要特征。这

两种形态国家及两种政治思想系统差异较大、区别明显。在它们之间的推移、转型过程中，恰是诸子

百家蜂起、思想争鸣的活跃期，如果说诸子百家之学的现实针对性就是 “救时之弊”的话，那么他

们的沉思和诤辩都多少应因了上述恢弘无情的转型进程，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形式。我们由此入手

探寻早期政治哲学的开展，特别是道家政治哲学的独特机杼，则是理所当然。

道家哲学 （含政治哲学）独具那种逻辑性、包容力和均衡感，这一点诸子百家无出其右者。依

据这种包容力和灵活性，道家实现了自身内部的分化整合，并且形成某种有效的对话关系，汲取和吸

纳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等各家思想。老庄与黄老之间的关系再怎么复杂，也不能摇撼他们之间的

共同点——— “道德之意”，虽然黄老在 “道德之意”之外还发展了 “刑名之术”。韩非子法理学的基

础亦是 “道德之意”。然而管仲学派 （即围绕在管仲周围的推行 “变法”的知识群体）由于更张周

礼而催生出来的 “法”———相对于 “礼”而言，真正具有异质性的制度设施其实就是管仲 “变出来

的法”———是不是属于 “道德之意”范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政治秩序进

入了一个管仲开创的霸 （伯）业的话，管仲学派 （以及齐法家）的政治思想则以标榜 “霸道”为天

职。问题是黄老学派推崇的 “帝道”，试图寻求王霸之外的新政治思维，所以 “帝道”之宗旨既不同

于传统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王道，也有别于流行一时的、极端现实主义的霸道。当然它们之间关

系仍需要继续讨论。

儒道两家之间的思想对话关系最耐人寻味。比如说孔子曾提到的 “无为”，显然就是资取于老

子。更重要的是，“无为”观念渗透于儒家思想的深处，深化了儒家思想，成为了儒家思想精微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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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庄子特别重视中正之道，隐然具有比拟于儒家 “中庸”思想的意义。当然

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董仲舒 《春秋繁露》参取吸收了不少黄老学派的思想，尤其是 “无为”观念和

皇帝王霸的政治观念等；《礼记·礼运》同样借鉴了道家政治哲学创发的帝道观念，其中的 “大同”

观念莫非也是受老庄 “玄同”概念的启发？

接下来，不妨围绕着道家政治哲学的若干关键词，例如 “玄德”“自然”“无为” “浑沌” “帝

道”“执一”“道法之间”“内圣外王”等，覃思独照，发微阐幽，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展示儒道两

家之间的思想对话诸问题，提示古代政治哲学创发、形成时期的人文动机和思想价值。

二、玄德与明德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老子以来的道家思想的核心宗旨的话，莫过于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点

出的 “道德之意”了。① 从 《老子》经典化角度分析，《老子》亦称 “道德经”的原因在于它被编辑

为两个部分：《道经》（或 《道篇》）和 《德经》（或 《德篇》）。从内容上推敲，《道经》（１－３７章）
偏重讨论较抽象的哲学理论问题，比如道物关系、有无关系等；《德经》（３８－８１章）更多涉及了政
治、社会、伦理等问题。当然这只是概而言之而已。可见老子哲学中的 “德”十分重要，这也是它

（“德”）总是与 “道”相提并论的原因所在。如果说老子提出的 “道”是哲学突破的标尺，那么他

所讨论的 “德”也可以说是逆转了传统意义上的 “德”的理论，因为老子关于 “德”的概念及其理

论的阐发都基于 “玄德”概念。“玄德”概念及其理论非常特殊，也不容易把握，却似乎可以通过思

想史上更早出现的 “明德”来分析和理解 “玄德”。我认为这是一种吻合思想史发展脉络的、鞭辟入

里的分析进路。

“德”乃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主题，同时也是诸子哲学所由以突破与开展的背景和基础。② 换言

之，从思想史来龙去脉上看，诸子时期哲学语境中讨论的 “德”，都脱胎于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酝

酿；而他们对 “德”的阐发，也形成了各自的不同旨趣或路向，比如说儒家推崇 “明德”，道家追求

“玄德”，形成了 “德”的分化与流衍的主要思想谱系。

西周初年以来思想史弥漫着 “德”的精神气质，它 （“德”）一方面推动了 “制礼作乐”的制度

创构，另一方面又寄托了关于政治、伦理、文化、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如果说殷商时期的 “命”是

最早的———准确地说，就是能够依据文献材料追溯到的那个 “最初”———政治思想形态的话，西周

通过把 “天”的信仰贯注于旧的 “命”使其脱胎换骨，成为新型的 “天命”思想。西周 “天命论”

的核心就是 “德”，具体说就是诉诸 “德”的话语赋予 “天命”更充分的人文理性因素，从而奠定

了进一步思考国家、政治、伦理乃至几乎一切问题的基础。比如说 “国祚”意味着 “德”，殷周之际

“小邦周”取代 “大邦殷”之政治权力转移被表述成为 “周德”取代了 “殷命”；虽然西周初年的

“德”有点儿含混不清，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天命靡常”，而天命转移的依据在于 “德”。

可见，“德”同时兼具了政治合法性、政治模式、统治方法及伦理规范等多重含义。这就是儒家所艳

称的 “德政”，它包括了从政治制度及其理念到社会风俗与伦理教训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

文化整体，似可称之为 “德礼体系”。再比如说，“明德”最初只能用以表明君主 （天子与诸侯）的

身份和权能，用以表明其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权力以及经济利益；后来进一步演变为表明世袭贵

族之身份、地位、资格、道德和权力的 “政治性语词”；③ 进入哲学时代之后，儒家知识分子又把它

（“明德”）解释为人所固有的德性 （亦即包括普通人在内的普遍人性），理解为道德伦理行动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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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质：以 “道德之意”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１—２页。
姜昆吾：《诗书成词考释》，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７８—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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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① 简言之，“明德”传统是西周以来思想史的最重要主题，也是西周以来意识形态和思想话语

的核心，屡见于彝铭、《诗》《书》等早期思想史料，儒家自觉继承了由来已久的 “明德”传统，并

进一步阐释为 “德政”（孔子）、“仁政”（孟子），进一步界定为 “诗教”“文教”“礼教”“德教”

“名教”等等。

“玄德”恰与 “明德”针锋相对，这是理解道家 “玄德”的前提，也是把握道家政治哲学的基

础。“明德”思想传统悠久且深厚，它的惯性足以倾轧碾压任何挑战者。从这个角度看，老子提出的

“玄德”颇具革命性和颠覆意义，显示了道家试图跳脱 “明德”传统的窠臼与束缚，开创思想新格局

的努力。《老子》已然略具 “玄、无、反”之思想逻辑和精神气质，舍此亦不足以逆转强大的 “明

德”传统。总之，老子对 “玄德”概念及其理论的创造性阐发，一方面形成了道家关于 “德”的核

心观念，另一方面又是其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同时这也是道家区别于儒家的重要

特征。②

老子提出 “玄德”，旨在表明它是一种比 “明德”更深远、更深邃、更基本且更有意味的

“德”，显然这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与转化。现在请看老子怎样讨论 “玄德”：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１０章）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

德。（《老子》第５１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

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

顺。（《老子》第６５章）

显而易见，老子所说的 “玄德”出现于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无为”则是其思想内核：《老子》

第６５章是讨论政治问题的，而第１０章和５１章 “生之，畜之”的 “之”，应该是指老百姓 （被统治

者）。③ 另外我们也在没有出现 “玄德”语词的章节里看到 “玄德”思想的渗透，例如：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２章）
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９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

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３４章）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８１章）

显而易见，“玄德”概念出现于其中的语境都包含深刻的政治意味，因为老子只有在讨论理想国

意义的 “治道”“君人南面术”时才使用 “玄德”。更值得注意的是，“玄德”出现于抽象的理论语

境之中，是通过抽象的理论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表述的，所以仅仅从表面看，或孤立地看，“玄德”

建构起来的理论语境之 “政治性”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当老子说：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

宰，是谓玄德”的时候，并非界定 “玄德”的定义 （像古希腊哲学家或者现代人那样执着于追问定

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怎能称得上是定义呢？请注意，老子连续使用了几个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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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朱熹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第３页）
郑开：《玄德论———关于老子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解读与阐释》，《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道家形而上学研究》
（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徐梵澄：《老子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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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 “不”（不有、不宰、不恃、不长），这种排比句早已超出了修辞意义，实际上就是提示我们

“玄德”是不可定义的，因为它诉诸否定语词被提示、被呈现，按照老子 “负的方法” “反的逻辑”

分析，“玄德”需要交涉于 “无”，且应该通过 “无”（包括无名、无为等）的观念与方法方能略窥

堂奥。《老子》第８０章里给出了某种 “小国寡民”的乌托邦图景，似乎就是陶渊明笔下的 “桃花

源”。① 然而，“小国寡民”作为某种 “理想国”，是出于逻辑性较强的哲学思考，这一点我们稍后深

入分析。

可见，“玄德”概念的实质内容就是 “无为”，也许还可以加上 “自然”。我们知道，老子所说

的 “我无为而民自化”其实就是指统治者遵循 “无为”原则而被统治者处于 “自然”状态。那么，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对统治者来说就是 “无为”，对被统治者而言就是 “自然”。既

然 “无为”“自然”包含于 “玄德”，或者说是 “玄德”概念的具体而微，那么可以说 “道德之意”

包纳了 “自然”“无为”而不是相反。实际上，《老子》并没有严格区分 “道”“德”两个概念，“玄

德”几乎就是 “道”的同义语；也就是说，道家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在于 “玄德”，

更具体表现为 “自然”“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玄德”概念的极端重要性还在于：道家独具特色的德性论奠基于其上。道家德性论包含一般意

义上的人性论，以及人性论的深化、升华形态———心性论。古代政治哲学，无论中西，人性概念及其

理论几乎都是它的基本的理论。“德”“玄德”概念乃是道家人性论的出发点，因为 《老子》《庄子》

内篇里面的 “德”其实相当于后来所说的 “性”（人的类本质甚至宇宙万物的泛类本质）。耐人寻味

的是，“德”“玄德”不仅隐含 “性”的意味，还更具有进一步的 “性之性”的意味，即作为宇宙万

物本质的内在依据的 “性”，相当于第二序意义上的 “性”。② 更为重要的是，道家心性论亦渊源于

“德”尤其是 “玄德”。如果说道家人性论包含 “自然人性论”和 “无为心性论”两个层面的话，③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思想深化、理论进深的关系；而这两个层面的人性理论恰好融摄于 “玄德”概

念之中，或者说 “玄德”概念包孕了人性和心性诸问题的端倪和萌芽。我的看法是，战国中期之所

以是哲学进一步突破的分水岭，在于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都深入开掘

出了心性论，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了实践智慧、精神哲学和境界形而上学之理论范式，足以与古希腊

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之逻辑学、知识论和本体论之核心的理论范式分庭抗礼。④ 心性论 －境界说与政
治哲学语境相互交融，莫分彼此，而儒道两家皆推崇备至的 “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水到渠成的必

然结果。

有意味的是，无论是 “玄德”还是 “自然”“无为”，都不容易理解，毕竟道家玄理超乎常识观

念。问题是，“玄德”“无为”“自然”很难 “落实”，更不能 “坐实”，因为它们具有虚无化的特点。

这是不是有点儿尴尬？要之，理解和把握伦理学及政治哲学意义上的 “玄德”，需要从 “明德”的反

面推敲之；同理，理解和把握 “无为”也需要从 “有为”的反面进行思考。这就是 “反者道之动”，

就是老子哲学的 “负的方法”“无的逻辑”。另外，“玄德”“无为”“自然”似乎是形式的、空洞的

概念，似乎没有任何建设性；但换个角度看，这几个概念都体现了道家反实质伦理学的理论意图，即

便这个 “实质”是 “仁义”“圣人”“三代礼制”也不在话下。换言之，“玄德”“无为”概念及其

理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批判性，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现实层面考量，反思、质疑与批判永远

是改变现状迈出的第一步。老子政治哲学似乎不那么措意于提供某种具体详细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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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生活于桃花源世界的人们 “无论秦汉，不知魏晋”暗示了 “桃花源”的非历史性、非文化性，陶诗可谓是老子 “小国寡民”、庄

子 “至德之世”的诗意注脚。

郑开：《试论老庄哲学中的 “德”》，《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坦率地说，“无为心性论”这个术语不够贴切，有点儿牵强，但也找不出更好的语词 （传统学术史上也没有现成的词），表示比

自然人性概念更进一层的、体现 “无”的意义的人性概念。姑记于此，以待来哲。

郑开：《中国哲学史上的 “战国中期”》、《作为中国古代哲学范式的心性论》，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哲学版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日、４
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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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但这并不代表道家不持任何政治立场、缺乏政治期望。总的来说，老庄政治哲学思考更多表现为

批判性，质疑和消解旧制度及附庸于其上的传统政治社会和伦理观念，始终都是他们关切的主要问

题。道家 （老庄）看来，旧的德礼体系早已失序，既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也没有必要抱残守缺，

重要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趋势，因时而动，创建不同于德礼体系的新制度。因此老庄学派的政治哲学

思考围绕着批判与解构展开，还没有顾及到建设性，他们无意于描绘具体的改革蓝图，提出具体的施

政方案。比起老子有点儿空洞的抽象理论，比起庄子关注内在精神的自由境界，黄老更留意具体的建

国纲领、制度安排和治理方法等问题，因而更具现实性和建设性。

总之，“玄德”是道家政治哲学最为核心、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概念，似乎支配了道家政治哲

学多元思考的一切论题，孕育着道家政治哲学多方展开的所有可能性。

三、自然与无为

一般认为，老子藉 “无为”概念建构起其政治哲学，这也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内容与主要特征。

我对此不敢赞一辞。然而，老子以来的道家政治哲学语境中的 “无为”与 “自然”之间有着相即不

离、相辅相成的关系，实际上 “无为”“自然”两概念的部分意涵也是相互包含的。① 老子说：“我

无为而民自化”（《老子》第５７章），意思很清楚：“无为”原则适用于统治者，而 “自然”适用于

被统治者。这是老生常谈，为世人所熟知，我不复措意，而是就几个涉及 “自然”“无为”概念及其

理论的复杂问题展开分析讨论。

老子对 “治道”“伦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是我们能否将老子思想

归结为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前文约略指出，比 “自然”“无为”更根本、更重要、更具价值优先性

的是 “玄德”；“自然”“无为”被包含于 “道德之意”，而不是相反。举个例子：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

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

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老子》第３９章）

笼统地说，上文出现的 “一”乃 “道”的代名词、同义语。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便是在一

段话里，“一”的语词或概念亦具有多维、多元的涵义，实际上它纵贯了天道与人道，既富于哲学－
宇宙论意味，又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哲学动机，还包含了养生理论和心性之学的展开向度，其多元思考

和多维展开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黄老学者试图将 “道”具体理解为 “一”“浑沌

（浑一）” “独一”等，② 这就是所谓的 “黄老意”。那么， 《老子》第３９章怎么会包含 “黄老意”

呢？实际上，《老子》经典化过程经历了黄老思想风靡天下的漫长时期，那么黄老思想渗入 《老子》

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了。《庄子》更进一步阐释了这段话：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请尝试言之。天无为以

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

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至乐》）

我认为，《至乐》《在宥》《天道》《天运》《天地》诸篇属于 “黄老篇什”，或者说它们交涉于

３３１

①

②

郑开：《试论道家自然概念：从无与自然关系角度分析》，《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以 《淮南子》为例，《原道训》提到了几个说法提示了 “道”与 “一”之间的关系：（１）“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２）“所
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３）“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４）“大浑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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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思想。问题是 《至乐》篇为什么以 “无为”取代 “一”？比较 《至乐》与 《老子》，不难发现

《至乐》篇更强调了 “无为”的伦理政治思想之向度，而它的端倪则见于 《老子》（第３９章）。下面
再举个两个例子，以说明 “无为”出乎 “道德之意”：

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庄子·天地》）

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淮南子·原道训》）

《天地》“无为为之之谓天”其实就是 “道行之而成”（《齐物论》）的另一种表述。这说明了两

个问题：第一， “道”时或被表述为 “天”，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一致的，例如前引 《至乐》语

曰：“天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原作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马王堆帛书本 《老子》作 “道恒无

名”）；第二，“无为”概念出乎 “道”“德”，或者说 “无为”就是 “道德之意”的实质内容。

释德清认为 《庄子》是最早的 《老子注疏》。① 这个论断也许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能否认、不能忽略老庄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尤其是 《庄子》（特别是其中的黄老篇什）引述了

不少 《老子》语句，阐释旨趣耐人寻味。比如说 《在宥》篇几乎就是抽绎老子思想的阐释性文本，

强化了政治哲学层面的讨论，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具而言之，《在宥篇》针对儒家汲汲于治天下的

政治思想 （即庄子所谓 “外王”路线），提出了：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

（《在宥》）

这当然是针对历史记忆中尧、桀之治天下的弊端而发，因为他们或者诉诸暴力，或者乞灵仁政，

却多少漠视了人性的根本诉求。《在宥》呼应了 《骈拇》 《马蹄》，明确提出思考政治伦理问题的出

发点就是人性，而无论哪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治道都不得戕害人性、扭曲人性、违背人性。那么什么是

“在宥”呢？根据其出现于其中的语境分析，它和 “治”相反相成。如果说 “治天下”属于 “有

为”，那么 “在宥天下”就是 “无为”；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 “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指

因民之性而动。《天地》曰 “大圣之治天下也，……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仿此，“在

宥”或即 “宽容于物，不削于人”的意思。接下来，《在宥》顺理成章地提出了 “无为而治”的政

治理念：

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 “贵以身于为天下，则

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築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

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引号里的文句出于 《老子》第１３章，原作：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托天下。”《让王》亦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

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可见，《庄子》参取 《老子》进行了创造

性发挥，《在宥》围绕 “无为”展开的伦理学抑或政治哲学之思考，又拓展到了德性论或心性论层

面，意味转深。因此我们应该从政治哲学与德性伦理之中把握庄子哲学的真谛，这一点与儒家哲学没

有什么不同。再接下来，《在宥》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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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憨山解·庄子内篇憨山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７４年，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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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

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

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

紺，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鬎兜

于崇山，投三苗于三簎，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

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虸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

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萪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

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

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蒭賫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

‘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这里引述的 《老子》第１９章，又加上了 “而天下大治”。《庄子》说：“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

而陋于知人心。”（《田子方》）对 “心”的强调与开掘，显然是 《管子》四篇以来的思路，即将 “主

术”奠定于 “心术”之上、“外王”建基于 “内圣”之上，乃是典型的 “黄老意”。可见 《庄子》转

向了内在，或者说更重视内在精神世界。这种旨趣更充分体现于 《在宥》心性论语境之中：

意！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腷溟。解心释神，

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

问其名，无窥其情，物故自生。

这是出于 “鸿蒙”之口的话语，近乎 “心斋” “坐忘”，是典型的心性论哲学语境，乃是 《庄

子》最为关切的问题。其中的语句和思想往往与 《老子》相映衬：“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无异于

老子所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第５７章）；“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则本于 《老子》第１６章：“夫物
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比较而言，庄子通过对老子的诠

释，赋予道家政治哲学以深邃性，主要体现在进一步深化发展了心性论－境界说等方面。《在宥》如
此，《天地》亦如此。① 总之，道家理论语境既包含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内容，亦包含心性论 －境
界说的层面，实际上，政治哲学与心性论交互渗透，融合为一。另外黄老 “君道”思想也折射于上

文提及的 “圣人”形象里。

如果说古代哲人笔下的 “理想国”展现了他们期望生活于其中的愿景，那么老子所说的 “小国

寡民”、庄子所讨论的 “至德之世”“建德之国”就是某种 “理想国”。表面上看，“小国寡民”仿佛

某种 “自然状态”：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

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老子》第８０章）

孟庆楠注意到，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状态社会当中，“几乎看不到政治秩序和权力的印迹。”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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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子·天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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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描述的万物自己而然的世界却不是这样。① 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小国寡民”作为一种令人惊

异的理想国，确实不同凡响。而 《老子》第８１章中的几句话，似乎也不是出乎偶然，聊举几个例子
而已，实际上这几句话恰好体现了老子 “无”（具而言之就是无为）的思想逻辑推展于社会政治伦理

乃至于国家和文明层面之理论结果。换言之，《老子》针对的是 “有为”，诉诸 “无为”反思和批判

“有为”，将社会、伦理、政治、文明和国家等予以理论上的反思和辩证性的否定，用 “无 （为）”

解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置疑的价值，经过 “损之又损”，最后的 “剩余物”正是 “小国寡

民”。

接下来讨论 “自然”概念及其理论。道家著作中屡见不鲜的 “自然”概念含义复杂，不易把握。

一般而言，它具有 “自是 （自己所是）” “自宜 （恰如其分）” “自成 （自己成就）”等含义，② 或

“自己如此”“本来如此” “势当如此”三种含义。③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什么是 “自

然”？简单地说，“自然而然”、“自己如尔”就是 “自然”，或者借用佛家的话说，本来面目就是自

然。有意思的是，道家标榜的 “自然”比较接近古希腊的ｐｈｙｓｉｓ（自然、生长）。据研究，古代希腊
ｐｈｙｓｉｓ这个语词当中叠加了以下三层含义：

（１）“自然而然的”———与 “人工制造的”相对应。“自然”和 “人工”的区别与对立，近于道

家 “道”与 “器”的区别与对立，而 “道”与 “器”之间的关系则可以通过一个 “象”予以提示，

就是 “道常无名、朴” （第３２章）， “朴散则为器” （第２８章）。值得注意的是， 《老子》恰恰于
“朴”与 “器”的关系展开其政治哲学思考的，他说： “朴散则为器，圣人 （按此最高统治者）用

之，则为官长。”（第２８章）又说：“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３７章）
（２）“本性使然的”———与 “人为约定的”相对应。其实这也是 “本性”与 “人为”之间的区

别与对立，近于庄子所谓的 “真”与 “伪”的区别与对立。历史地看，战国中期趋于成熟的人性概

念，来源尤其复杂；简言之，“性”来源于 “命”、“德”、“生”这三个语词或概念，或者说错综交

织于这三个语词或概念的复杂含义之中，然而就道家哲学而言，他们所说的 “性”更直接地渊源于

“德”，换言之，对于老子和庄子来说，“德”之于 “性”尤为重要。实际上，《老子》和据说出于庄

子之手的 《庄子》内篇却独无 “性”字然而却不乏相当于后来的 “性”的概念或者语词，例如 《老

子》中的 “德”与 “命”，还有比较具象的 “朴”、 “素”和 “婴儿”， 《庄子》中的 “德”、 “真”

和 “性命之情”等，都是 “性”的概念的来源，相当于 “性”。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人

性概念都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思考的基础抑或出发点。

（３）“自然界的”———与 “社会 （共同体）的”相对应。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是否可以从道

家批判人类社会得以建构于其中的仁义礼法、回归 “同与禽兽居”的旨趣中看出端倪呢？实际上，

道家思想中的 “天”、“人”对立，正相当于古希腊思想中的自然 （ｐｈｙｓｉｓ）与社会 （ｎｏｍｏｓ）的对
立。显然，道家所说的 “自然”也包含 “自然而然”、“本性使然”和 “自然界的”三层涵义，从而

与 “人工制造”、“人为约定”和 “社会文化”（制度）相反。④

“自然”概念确为道家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概念，同时它又颇近乎古希腊的 “自然”语词，这是

否是一个深刻的启发或提示：施特劳斯吁请回到古典时代重新审视政治哲学的 “自然法”理论，与

我们深入开掘基于自然概念的道家政治哲学，岂非 “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史记·太史公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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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经法·道法》的一段话值得注意：“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

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有恒度，去私而

立公。……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形已定，物自为正。”这是一种基于自然概念的诠释而进一步发展

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刘笑敢：《老子自然观念的三种含义》，《哲学动态》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４—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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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探讨和把握 “自然”概念及其理论离不开 “无为”，从两者相互关系入手讨论比

较符合道家思想脉络。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第一，无为与

自然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内涵是部分重合的，如果说今语 “自然”（ｎａｔｕｒｅ）与古代道家自然概念之间
有什么藕断丝连的话，那么可以说自然过程与上帝旨意、人文动机了不相涉，自然过程之人类历史恰

在于它是自己如此 （ｃａｕｓｅｂｙｉｔｓｅｌｆ）而已。这是不是个中的原因之一呢？莱布尼兹说，大自然是以最
巧妙、最合理、最经济的方式工作着，指的就是自然过程具有不妄作、无臆断的特点。① 第二，道家

政治哲学语境里的 “我”“侯王”“圣人”“真人”（统治者）等体现为 “无为”，而 “民”“百姓”

（又称万物）则按照 “自然”的原则生息、行动。然而这种政治哲学意义层面 “两分法”———圣人

对应无为、百姓对应自然，并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庄子笔下的体道者往往就是那些起于布衣、出乎庖

厨、籍籍无名的老百姓。由此可见，出现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语境的无为与自然概念，最牵动人们的

视线和神经、最能摄人魂魄触及灵魂，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为了方便进一步讨论，不妨抄录几段原文

如下：

（１）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
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

子》第６４章）
（２）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４８章）
（３）夫水之于?也，无为而才自然矣。（《庄子·田子方》）
（４）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救也，秉其要而归之。是以圣人内

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厉其精神，偃其知见，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

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文子·道原》）

（５）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握而不
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

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涉用？，泥用?，山用?，夏渎冬陂，因高为山，因下为池，

非吾所为也。圣人不耻身之贱，恶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也。故常虚而无为，抱素见

朴，不与物杂。（《文子·自然》）

（６）夫至人之治，虚无寂寞，不见可欲，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循自然
之道，缘不得已矣。漠然无为而天下和，淡然无欲而民自朴，不忿争而财足，施者不得，受者不让，

德反归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

其所由也，谓之摇光。摇光者，资粮万物者也。（《文子·下德》）

第 （１）段话反映了侯王无为百姓自然的旨趣。其中 “万物之自然”相当于万民 （百姓）之自

然，而 “辅万物之自然”之后，紧接着一句 “而不敢为”，似乎表明了自然与无为两个概念匹配关

系。第 （２）段话中的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之 “无为”，写作 “自然”又如何？恐怕没有什么

不妥吧。河上章句谓 “道”即自然之道。我想说的意思是，从老子开始，自然和无为两个概念就呈

现了很强的相关性，这一点在庄子那里更为明确。第 （３） －（６）段话给出了更加丰富复杂的例证。
比如说第 （３）条 “夫水之于?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自然与无为似乎同气相求，没有什么本质上

的差别。

其次，我认为可以通过郭象独化论哲学分析自然与无为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郭象的 “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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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严遵 《老子指归·勇敢》： “天地之道，生杀之理，无去无就，无夺无与，无为为之，自然而已。”王充 《论衡·自然》：

“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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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其实就是 “自然”概念的极端形式。应该说，郭象独化概念及其理论的部分内容具有清晰而彻

底的精神气质，然而问题在于他的 《庄子注》是 “郭象注庄子”还是 “庄子注郭象”，或者说其是

否恰切把握了庄子哲学之真谛，还不能无疑。例如：郭象以 “自足其性” “自适其性”诠释 “逍

遥”，认为只要自然而然 （自足、自适），即可以独化，即是逍遥。应该说，郭象别具一格的理论诠

释是可以在传世本 《庄子》里面找到根据的；①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郭象的解释有不少牵强、

磗格不通的地方。既然郭象之独化是自然概念及其理论的极端化，那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思道家哲

学语境中自然概念及其能否绝对化。我认为，这一问题非常深刻，而且切中肯綮。事实上，倘若我们

仔细推敲的话，支遁 （道林）别标一种新的 “逍遥义”，正是针对郭象而发，而支遁对郭象批驳的要

害亦正在于如何理解人性。郭象依据独化、性分、自性、足性、适性诸概念，化解了自然与名教之间

的矛盾与紧张，因为在他看来，逍遥作为精神境界出乎 “自然” “性分”，同时 “名教”也蕴含于

“性分”之内，亦即 “自然”之内；② 桀纣 （坏人的代表）和尧舜 （好人的典范）之间的界限将不复

存在，那么推崇逍遥还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倘若将自然概念极端化、绝对化，必然导致理论上

对人性概念及其理论逼仄化甚至彻底颠覆，而他所讨论的 “性”和 “理”还能说明什么、有什么意

义呢！

郭象把自然概念及其理论极端化了。确切地说，“郭象的独化论是以放大的形式暴露了自然概念

以及自然人性论的缺陷与不足。”③ 因此，我们接下来将通过对庄子人性理论予以分析，希望能够进

一步揭示其理论结构。庄子提出的 “真性”概念有点儿复杂，而且很耐人寻味。就像 “真知” “真

人”概念一样，“真性”的确切含义是指 “纯粹的性”。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 “真性”呢？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马蹄》）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

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

以上两个例子里面都出现了 “真”或 “真性”，亦皆表明了庄子首先是从自然角度思考和阐释人

性的，所谓 “牛马四足” “翘足而陆”是也；郭象 《庄子注》亦曰： “真在性分之内” （《秋水篇

注》），“全其真，守其分也。”（《在宥篇注》）也就是说，庄子人性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应该是自然人

性论，这一点显而易见。比较复杂的是，庄子创构了深邃而完备的心性论，深化了自然人性论。换言

之，“庄子的人性论并没有止步于单向度的自然人性论，其背后还有内在的理论进深和转折，这就打

开了 ‘无为心性论’的层面。”“总之，庄子依据 ‘自然’概念及其理论建构了一套 ‘自然人性论’，

同时他也根据 ‘无为’原则建构了一套别样的心性论，我们无以名之，姑称之为 ‘无为心性论’。”④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自然和无为概念之间的矛盾张力中把握真性概念及其理论，真性论是自然人

性论和无为心性论的综合或叠加。”⑤ 庄子似乎很注重并擅长于 “之间”模态的哲学思考，例如：

“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天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山

木》）这启发我们应该致力于自然与无为之间思考道家自然概念，把握道家哲学的真谛。

现在回过头来重新检讨郭象独化论，可以说得失参半。以自然概念为基础的自然人性论之所以不

足为训，因为从自然角度理解人性几乎不能将 “情” （例如喜怒哀乐）与 “欲” （例如从食色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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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至于郭象是否改动 《庄子》原文及其结构等文献学问题，限于目前的条件，无法做进一步的讨论。

陈静说，郭象打通了庄子意境高远的逍遥游放 （以 “适性”概念为表达）与儒家念兹在兹的名教秩序 （以 “当分”概念为表

达），“这一打通，在庄子那里原本冲突对立着的真与伪、朴与器、内在的本性与外在的规矩绳墨就能够互相兼容，甚至成为一

致的了。”（陈静：《性分：符合名教的自然———论郭象对 〈庄子〉的误读》，《经典与解释》第２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
郑开：《庄子哲学讲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８６页。
郑开：《庄子哲学讲记》，第１８８页。
郑开：《庄子哲学讲记》，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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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排除在外，因为 “自然”概念将会引发 “自性” “自为” “独化”。我们看到，庄子正是通过

“无情”概念彻底阻断了自然人性概念流于情欲的危险，其谓：“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

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郭象犯了 “偷换概念”的毛

病，因为他只是从 “自然”角度分析和理解 “无为”，从而消解了 “无为”。其曰：

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在宥篇注》）

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

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天道篇注》）

虽然说 “自然”“无为”两个概念的部分涵义是重叠的，但郭象径直把 “无为”作 “自然”，显

然是片面化的解读。实际上，从自然概念角度思考 “无为”，无论 “率性而为”还是 “自为” （自

发、自主、自足等）皆非 “无为”题中应有之义；而郭象所说的 “独化”亦殊不同于庄子所说的

“物化”，它们之间有着较大的裂隙，应该说，庄子哲学中的物化思想更其深刻。总之，道家特别是

庄子哲学则试图诉诸无为原则制衡自然原则，通过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思考问题，而不是像郭象那样

走极端。《老子河上公章句》似乎倾向于直接把 “道”理解为 “自然”“自然之道”，不过是一家之

言而已。刘笑敢主张 “老子哲学以自然为中心价值，以无为为实现中心价值的原则性方法”，以为

“自然”比 “无为”更为核心、更加重要，我则不敢苟同；但他试图通过无为和自然之间复杂关系论

证老子哲学是一个有机整体，无疑为卓越的洞见。①

总之，自道家理论结构层面审视人性论———更准确地说，深化为心性论的人性论———乃是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说心性论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枢纽的重要理由。老庄之 “自

然无为”、黄老之 “虚无因循”、王弼之 “以无为本”“名教出于自然”，郭象之 “独化”“名教即自

然”，其实都包含了或隐或显的政治哲学维度。

四、浑沌与秩序

如果说道家 （老庄）哲学内含某种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的话，那它也是一种特殊意义的伦理

学 （含政治哲学）。应该说，秩序是一切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的核心关切之一，然而老庄似乎不怎

么关心秩序，他们常说的 “一”“无名”“素”“朴”“浑沌”“自然”都不容易秩序化。那么如何理

解分析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浑沌与秩序的张力把握老庄关于秩序的思考，因为 “一”

和 “浑沌”等都不同于秩序，甚至是秩序 （例如礼乐、仁义、法令）的反面。

其实，通过 “浑沌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思考问题，可以说是道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前

面讨论过的 “自然－无为”问题也多少体现了这一点。更进一步说，浑沌与秩序、自然与无为之间
的张力都由于有无关系的复杂性所致。比如说，“自然”概念其实表示最强意义上的 “有”，“无为”

集中体现了道家哲学意义上的 “无”的原则；简言之， “自然”意味着 “有”， “无为”代表了

“无”，我们前面曾深入讨论过的 “自然 －无为”问题其实就是 “有无关系”的具体展开之一种途

径。既然 “自然－无为”概念及其理论涉及了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诸问题 （例如人性论的两个层

面），那么那些看上去不同于秩序甚至反秩序的 “一”“浑沌”等概念及其理论，就不能排除它们与

秩序的联系。实际上，从内在于道家 （老庄）思想逻辑的视角看，浑沌与秩序相反相成，正如自然

与无为、有与无的关系一样。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一问题。

浑沌语词和话语常见于道家文献，经过梳理和分析，我发现道家之浑沌语境既包含宇宙创化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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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笑敢：《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诠》，《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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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也内蕴了政治哲学之意味，还具有更加复杂深刻的心性论和境界形而上学之宗旨。① 《老子》

“道生一”的 “一”（第４２章），一般解释为浑然未分之气，相对于 “二”即阴阳二气，比如 《淮南

子·天文训》曰：“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考王弼 《老子注》，发现他的解释闪烁其辞，并未完全沿袭汉代宇宙元气论的解

释，显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陈鼓应摒弃旧注，认为 “道生一”就是以 “无”释 “道”，以 “有”

释 “一”，这个 “一”是形而上的 “有”。② 庄子曾讲过一个有趣的 “浑沌”（混沌）故事：

南海之帝为闞，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闞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矹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

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围绕这个寓言的解释，见仁见智，甚至分歧莫甚。现代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甚至从中得到了重要启

发。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该文本 （ｔｅｘｔ）—语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而经典文
本的解释空间又是思想诠释之张力建构起来的。“浑沌”出现于宇宙论、政治哲学错综交织的理论语

境中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可以比拟宇宙论或者以宇宙论为基础阐发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诸问题，那么

“浑沌”就表象了超出了秩序、并奠定秩序的基础之 “更原始、最根本的秩序”，只不过这种 “更原

始、最根本的秩序”从形态上超脱了一般意义上的秩序而已。柏拉图 《蒂迈欧篇》阐述的 “宇宙秩

序”，乃是现实 （城邦）政治秩序之范本。看来，比较古代政治哲学，不能不诉诸古希腊从混沌

（ｃｈａｏｓ）生发宇宙 （ｃｏｓｍｏｓ）的基本观念，以及早期形态的自然法理论，与早期道家的浑沌－宇宙论
之间比较会通。

既然 “一”“恍惚”和 “浑沌”都是 “道”的表象，且出现于宇宙创化论语境，那么，它们就

都涉及了道物关系。宇宙论意义上的 “恍惚”乃是指那种 “道之为物”、“有物混成”的物理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后来所说的原始的未分化 （“未形”）的 “浑沌”；当然，这种意义上的 “恍惚”仍是

关于 “道体”“道象”的描述。《老子》第１４、２１章阐述了 “有生于无”的宇宙论思想，而 《庄子》

和 《淮南子》亦沿袭了这种思想：

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察其始而本无

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

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至乐》）

这段话与 《老子》第４２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似。当然，从混沌 （ｃｈａ
ｏｓ）创生有序的宇宙 （ｃｏｓｍｏｓ），也是西方思想中源远流长的观念。从宇宙创生论 （ｃｏｓｍｏｓ－ｇｅｎｅｓｉｓ）
的角度来看，《楚辞·天问》谈到宇宙论意义上的 “遂古之初”之浑沌 （ｃｈａｏｓ）状态时，同样使用
了 “上下未形”“冥昭瞢暗”这样的语词表示恍惚窈冥浑沌之意。③

道家关于 “浑沌”概念的阐发，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已深入到了心性论层面。这使得道家宇宙论

－政治哲学之间的结合更加复杂、更加有机，同时也与古希腊的宇宙－政治哲学划清了界限。试举例
如下：

（１）“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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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郑开：《庄子浑沌话语：哲学叙事与政治隐喻》，《道家文化研究》第２９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郑开：《道家著作中的 “视觉语词”例释》，《思想与文化》第１８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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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乎淳备哉！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为。虽以天下誉

之，得其所谓，?然不顾；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谓，傥然不受。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

人哉！我之谓风波之民。”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

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庄子·天地》）

（２）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故自生。（《庄子·
在宥》）

（３）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
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

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

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

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

复其初。（《庄子·缮性》）

出于 《天地》（第一段话）的 “浑沌氏之术”，旧注语焉不详，以前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

思，现在似乎能够进一步分析它了。显然，“浑沌氏之术”包含更深刻的意味，同时又兼具了内外两

个方面的内容，而且内外两方面不可偏废，应该是均衡的，相反相成的。这就是具有庄子特色的

“中庸之道”。那么，“治其内”“治其外”又怎么理解呢？简单说，“治其内”就是从德－性角度基
于人性之固然，开掘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这是一条取径乎人性论 －心性学的内向道路；“治其外”
就是那种 “以游世俗之间”的经世方法，即伦理政治层面的具体手段。既然 “浑沌氏之术”包含以

上两个方面，那么可以说它既包含 “道”亦包含 “术”（早期的 “道”“术”往往通用），既包括政

治哲学也包括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既有 “内圣”一面也有 “外王”一面。“浑沌氏之术”就是道

家意义上的 “内圣外王之道”。《在宥》所言之 “浑浑沌沌”、《缮性》所言之 “混芒” （还有 “至

一”）、《天地》所言之 “混冥” （下引）都是指 “浑沌”，而且是心性论意义上的 “浑沌”，即那种

有点儿神秘感的深邃精神体验。道家认为 “道的真理”（如果有的话）直接呈现于那种深邃的精神体

验，并予以特别重视，不吝以 “神”“神明”摹状之。然而，神秘主义经验的本质往往是朴素的，政

治哲学语境中的 “浑沌”“至一”“混芒”就是指超出了 “有 （为）”的 “无 （为）”，超越了秩序的

“浑沌”，摆脱了国家、社会、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之羁绊的自由境界，一句话，就是 “道高物外”

的精神力。顺便说说，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颇不乏例，归根结底就是精神体验的深刻性、复杂性所

致。我们知道，日常语言拙于表达人文世界，尤其是在描摹深刻的精神经验时往往捉襟见肘、苍白无

力。

《缮性》还提到，人们现实生活世界乃是理想型的 “至一”“混芒”之世不断沉沦、不断去价值

化的结果，“德”的下衰、澌灭，就是世道沉沦、人心不古、价值空心化的标尺。从某种意义上说，

“浑沌”另外一个表象就是 “古之人”保持 “至一”精神状态的那个世道，就是庄子所说的 “至德

之世”“建德之国”。老庄道家诉诸富于逻辑性的哲学语言阐述的 “理想国”，其含义远比近代西方政

治哲学所说的 “自然状态”深刻丰富。霍布斯笔下的 “自然状态”本质上就是那种 “前政治的状

态”（因为其中没有包含政治关系），而且是用日常语言描写的。表面上看，“至一混芒之世”“至德

之世”“建德之国”近乎 “自然状态”，因为其中找不到那怕一丁半点的国家、政治、政府的踪迹：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

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

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庄子·紸箧》）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

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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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

·马蹄》）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

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庄子·天

地》）

前文已经深入分析了老子 “小国寡民”的意义，我们以此为基础讨论 “至德之世”。它们的共同

点是企图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因素 （国家、政府、官吏、宣传、教育等）统统予以消解和清除。然

而我并不因此认为，“至德之世”只是某种 “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因为我们发现庄子试图以其政治

哲学之修辞，提示某种超逸于所有秩序、任何国家、政治、政府、社会生活共同体的 “理想国”，以

此表达其政治期望。总之，道家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脉络和必要张力体现在有无之间、浑沌与秩序之

间、自然与自由之间。

最后我想强调，浑沌 （混沌）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可以部分转化为自由与秩序之间、政治与心性

之间的张力。这是早期政治哲学的遗产，不独道家专有，儒家也发展出了思想深邃的哲学理论，包括

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现代儒家阐释者为什么要把政治与心性对立起来呢？为方便讨论，且容我再引

述一段 《庄子》文本，以阐明道家政治哲学与心性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

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苑风曰：“夫子无意于横目之

民乎？愿闻圣治。”谆芒曰：“圣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

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愿闻德人。”曰：“德人者，居

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为安；怊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

傥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此谓德人之容。” “愿闻

神人。”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

混冥。”（《庄子·天地》）

显然，道家哲学语境中的 “混冥”“浑沌”并非浑浑噩噩、蒙蒙昧昧的意思，① 而是指人的精神

自由，人性摆脱束缚与窠臼，实践智慧灵光闪现的最高人生境界。老庄都有某种思想倾向，就是认为

内在精神世界的价值优先于外部自然界和政治社会共同体。老子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

６０章）庄子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
余事也。”（《让王》）然而，老庄并不认为社会政治秩序就一定是次要的。上引 《天地》所谓 “圣

治”很充分地阐明了庄子试图平衡内外两个方面的努力。但总的来说，老庄政治哲学的首要特点是

冷眼批判，如果说老子政治批判奠基在 “道的真理”之智慧洞见，那么庄子围绕人性论 －心性学 －
境界说等，阐扬了自由与秩序等问题。至于政治哲学无法回避的秩序或重建秩序，则有待于战国中期

以降盛行的黄老学派做出更多思考、更多建树。换言之，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 （即心性境界与政

治伦理之间的张力）内在于道家思想过程，这是不是庄子学派到黄老学派思想发展、理论推移的动

因呢？

石涛曾说：“混沌里放出光明。”（《苦瓜和尚画语录》）我们不妨借用这句话阐述浑沌 （混沌）

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混沌并不意味着混乱、黑暗、寂灭和沉沦，而是包孕了最纯粹的理想型、最丰富

的可能性。②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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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照旷”与 “混冥”并无二致，何尝有异？

郑开：《庄子 〈浑沌〉话语：哲学叙事与政治隐喻》，《道家文化研究》第２９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



庄子 “尽年”思想生命伦理义蕴发微

罗祥相

【摘要】庄子 “尽年”的思想，要求人们自然地穷尽天赋之寿年，不中道轻生、弃生，明确反对人们自杀。

其以为，天地乃人普遍意义上的父母，人皆 “受命于天”，基于 “命令 －使命”的内在伦理规定，每一个
人都负有 “尽其所受乎天”的天赋使命与义务。又因认为 “汝身非汝有”，故其反对以人之生命所有权归

人所有，人有权自行处置自己生命的观点。

【关键词】庄子；尽年；生命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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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碰到难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可否自主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非常难解的生命伦理难题，

因其涉及对人生命所有权、自主权等不同的看法①。对此，庄子 “尽年”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人当自

然地穷尽天赋之寿年，不中道轻生、弃生，明确反对人们自杀，实具有深刻的生命伦理思想意义。因

此一思想在庄学中一直不受重视，故鲜有论者论及此一问题。本文拟揭橥庄子提出 “尽年”思想的

深刻缘由，以发微其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义蕴。

一、“尽年”之为生命在世伦理

《庄子》中多处论及人当 “尽年”的思想。如 《养生主》曰：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獉獉

。（《庄子

$

养生主》，下引 《庄》书皆只简标篇名）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在庄学史上常遭误解，笔者己作一辩证，故略而不论②。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此不仅主张身处乱世时，人当 “缘督以为经”以保身、全身、养亲、尽年；

而且将 “尽年”与 “养亲”这一在儒者看来身为人子必尽的义务并列而提，可知在庄子看来，“尽

年”与 “养亲”相似，同为人应尽的重要人生义务。

除 “尽年”，《庄子》中还多次提到 “终其天年”。如内篇：

夫籸梨橘柚，果?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
獉獉獉

天年而中道夭
獉獉獉獉獉獉

，自掊击于世俗者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禝者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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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自杀权利的争议，参考罗艳：《伦理视野下的自杀权》，《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８期，第６０—６６页。
参考罗祥相：《庄子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思想新解》，《现代哲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１２—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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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
獉獉獉獉

，而中道
獉獉獉

之夭于斧斤
獉獉獉獉獉

，此材之患也。（《人间世》）

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
獉獉獉

，终其天年
獉獉獉獉

，又况支离其德者乎！（《人间世》）

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是知之盛也。（《大

宗师》）

《人间世》中，庄子以籸梨橘柚果?之属，因其能苦其生，楸、柏、桑等直木因具可用之材而恒

被人斩用为例说明：在乱世中，人当如无材之散木以保身全生，努力 “终其天年”，不中道夭于因材

而取之祸患。同样，庄子对支离其形之妙用的赞赏，及其最后支离其德的主张，所为者乃 “养身”

与 “终其天年”。《大宗师》中，庄子更是誉赞能恰知人之所为，“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为知之

盛者，更可见其对 “终其天年”的不舍追求。

外篇 《山木》则直接载有庄子与弟子辩答何为 “终其天年”之正道的故事：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

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

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
獉獉獉

中之木
獉獉獉

，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今主人之雁
獉獉獉獉獉

，以不材死
獉獉獉獉

。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

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

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

累邪！”（《山木》）

由上可知，在乱世中，人当处材或不材之境地，以实现 “终其天年”的人生目标，是庄子与弟子论

辩之一大议题。同时，也反证 《人间世》《大宗师》诸篇中反复申说的 “终其天年”的思想，是庄

子本人思想的直接反映。

常情而论，在一危惧的乱世中生存，人如不材之散木，以 “无所可用”在世以 “终其天年”应

无大问题。然庄子故人家的两只鹅之遭遇：一只因有材能鸣，故在主人杀鹅享客时得保存性命；另一

只因无材不能鸣，结果被杀为客人享；说明无论处材或不材之境地，均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患。故庄

子弟子设问而难庄子，遇此两难之境地：“先生将何处？”庄子先以 “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笑

答，避免使自己陷入弟子设定的两难选择困境。但紧接着又以 “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明确

否定了先前给出的答案。

庄子指出，正确的做法是 “乘道德而浮游”，即怀抱道德与时世变化相俯仰。庄子以 “一龙一

蛇”为喻，指出乘道德而浮游者，并不会让自己只依处于一种境地，只以一种处世原则专为；而是

随时势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之方。然与时俱化，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丧失自己的道德原则。不仅

“乘道德”说明在与世俯仰时，内心应始终怀抱道德，同时 “一上一下，以和为量”① 也表明在随势

上下时，应以与世相和作为自己的行事原则与度量。庄子指出，乘道德而浮游者能够 “浮游乎万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能够优游于道，不为时势物势所物的人，自然不会让自己陷入前述的两难

选择困境，为其所累。故 《山木》中，庄子最终以 “乘道德而浮游”的原则②，教导弟子如何在混

乱的时世中完成 “终其天年”的人生责任。

此外，《天地》的 “存形穷生”同样表达了人当 “尽年”的思想：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
獉獉獉獉

，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天地》）

４４１

①

②

《礼记·礼运》“月以为量”，孔颖达疏曰：“量，犹分限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９９页）。分限，即分判之度量、标准。成玄英疏曰：“言至人能随时上下，以和同为度量”
（［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６６９页）。
张松辉曾认为，庄子在其 “无用以保生”的原则受到了弟子的挑战后，“庄子不得不把自己的处世原则修正为 ‘处乎材与不材之

间’。然这一原则更不安全……紧接着庄子提出 ‘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的主张” （氏著： 《庄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３页）。将庄子最终的处世原则归为 “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并不确当。因庄子最后提出的处世原则实为 “乘道

德而浮游”。若将之不当归为 “一龙一蛇，与时俱化”，极易让人将庄子误解为乡愿主义者或滑头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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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生”，即穷尽天赋之生命，故 “穷生”也即 “尽年”。庄子以存形穷生，立德明道，为王者之大

德，由此也可见庄子以 “尽年”为人尽责修德之事业。

综合上述诸篇众多的 “尽年”“终其天年”“穷生”等思想，可知庄子虽身处危险混乱的战国中

期时代，却鲜明地提出了 “尽年”的生命伦理原则：要求人们自然地穷尽天赋的寿年，不中道轻生、

弃生；并认为 “尽年”乃与 “养亲”同等重要的人生责任。

二、“尽年”生命伦理的确立根据

身处困顿的生命境遇，遭遇难忍的劳苦悲忧等各种人生痛苦，为何人不能轻生、弃生以逃生之

苦，还应努力地 “尽年”？《应帝王》中，庄子曰：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
獉獉獉獉獉獉

，而无见得，

亦虚而已。（《应帝王》）

“尽其所受乎天”一句，在庄学史上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在庄子的生命哲学中，实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因它正解释了前述的问题：为何人应当 “尽年”？因为 “尽年”乃是在完成 “尽其所受乎

天”，这一在庄子看来每一个人都应尽的人生责任与义务。

“尽其所受乎天”，就其全部思想内涵来说，不仅包括 “尽年”，即尽其天年，而且还包括 “尽

性”①，即尽其天性。因人之 “所受乎天”者，不仅包括 “天年”，还包括 “天性”。在庄子看来，人

不仅应当努力 “保身、全身”以尽其天年，而且还应努力 “致命尽情”，“达于情而遂于命”② 以尽

其天性，如此才可谓完成 “尽其所受乎天”的人生责任与义务。然问题的关键在：这一每一人都应

尽的 “尽其所受乎天”的人生责任与义务，是如何确立起来？

此问题关涉先秦时 “天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先秦思想家普遍认为，人与天地间万物皆由天地

阴阳二气和合而成，且皆由天地提供育养的环境与食物，故作为人与万物普遍意义上的化生者和育养

者的天地，是人与万物之 “父母”。如易传 《说卦》曰：

乾，天也
獉獉

，故称乎父
獉獉獉獉

。坤，地也
獉獉

，故称乎母
獉獉獉獉

。（《周易·说卦》）

庄子亦曰：

天地者
獉獉獉

，万物之父母也
獉獉獉獉獉獉

，合则成体，散则成始。（《达生》）

庄子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也是将天地视为人与万物普遍意义上的 “父母”。《大宗师》的 “阴

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同样表达了天地乃人之 “父母”的观念。因地乃阴之所聚，天

乃阳之所汇，阴阳实为天地之异称。天地与阴阳非是异物，乃因异形、异态故而异名。

因天地乃人之 “父母”，故每一个人皆禀受 “天地之父母”之 “命”而 “生”。《左传》刘康公

尝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左传·成公十三年》）

刘子以为，所谓 “命”，乃人于天地之中禀受而来用以生存之物。即每一个人都是从 “天地之父母”

受 “命”以 “生”。每一个人只有从 “天地之父母”禀 “生”之 “命”，如此才能在 “生命”的基

础上，展开各种 “生”的实践活动，由此才有各种用以安定生命的礼义威仪之则。庄子与刘康公一

样，也认为人皆从 “天地之父母”受 “命”以 “生”。庄子曰：

受命于地
獉獉獉獉

，唯松柏独也 〔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
獉獉獉獉

，唯 〔尧〕舜独也正， 〔在万物之首〕。

５４１

①

②

易传 《说卦》的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向人们提出了 “尽性”的要求。孟子亦有相似的 “尽心”的主张。因孟子以心说性，

心性一体，故其 “尽心”也即 “尽性”之义。可见，“尽性”乃先秦时思想家共倡的一种主张。

《庄子》中，《天地》的 “致命尽情”和 《天运》的 “达于情而遂于命”，即表达了庄子人应当 “尽性”的思想。因 “致命尽

情”与 “达于情而遂于命”二语中的情，乃性之义。《吕氏春秋
$

上德》的 “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顺情”，高

诱注曰：“情，性也，顺其天性也”（见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１页）。古代情、性互训。
故 “致命尽情”即 “致命尽性”，“达于情而遂于命”即 “达于性而遂至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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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德充符》）①

松柏和尧舜皆是 “受命于地”和 “受命于天”。扩而言之，人与天地有 “生”之物，皆是从 “天地

之父母”禀受 “生”之 “命”。

众所周知，若人从 “上位者”，如君王或父母，禀受某一 “命令”，那么此人对其 “上位者”就

负有完成这一 “使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 “命令—使命”之间所存的内在伦理规定与要求。每一

个人从有 “生”开始，即从 “天地之父母”禀受了 “生”之 “命”，故每一个人对赋予人以 “生命”

的 “天地之父母”就负有完成 “生”之 “使命”的重要责任与义务。在庄子看来，“尽其所受乎天”

即 “天地之父母”赋予人的最为根本的 “生”之 “使命”。因这一人生根本 “使命”的确立，乃奠

立于人与 “天地之父母”之间所存在的 “命”之 “赋予—禀受”的关系。自人从 “天”之自然赋予

中禀受其 “命”开始生的那一刻起，就确立起了 “尽其所受乎天”的根本责任与义务。故人只有在

生命实践中 “尽其所受乎天”，全尽自天所受的全部的事物——— “天年”与 “天性”，如此才算完成

对 “天”之所命授的根本责任与义务。

如果从父母和子女之间所存在的 “孝”之伦理要求来说，因是 “天地之父母”赋予人以 “天

性”和 “天年”，故每一个人只有 “尽其所受乎天”，才成其为听顺 “天地之父母”的孝子；否则，

就成为 “天地之父母”的不孝子。在 《大宗师》中，庄子就表达了人当听顺 “天地之父母”之命的

思想：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

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大宗师》）②

子来，也就是庄子，在此提出，子女应听顺于父母的任何命令，无论是去东西南北，都应唯命之从。

阴阳二气或天地与人之关系，无异于父母与子女之关系，故对 “天地之父母”的任何命令，同样也

应唯命之从。故当 “天地之父母”命人 “生”时，人应当听顺其命，“善吾生”；当 “天地之父母”

命人 “死”时，人同样应听顺其命，“善吾死”。如果有人因 “好生恶死”，只 “善吾生”而不 “善

吾死”，则成为悍戾不顺 “天地之父母”的不孝子。同理，如果 “尽其所受乎天”是 “天地之父母”

赋予人的 “天命”责任与义务，那么每一个人只有努力地 “尽年”“尽性”，才成其为听顺 “天地之

父母”的孝子；否则，就成为捍抵不顺 “天地之父母”的不孝子！

庄子在此把儒家的 “孝”之伦理，由 “人间之父母”推广到了 “天地之父母”。不仅进一步拓

展儒家 “孝”之伦理的运用范围，还极大强化了 “孝”之伦理对人的约束力。因 “天地之父母”与

“人间之父母”的不同之处在于：“天地之父母”是人与万物的 “造化者”和 “主宰者”，它掌管着

天地间所有生命的存在权、所有权，以及这些生命存在的形式、样态、属性、特点等等。如果不听顺

作为生命之 “造化者”的 “天地之父母”，则将会产生较之不听顺 “人间之父母”更为严重的后果：

天地自然将以主宰生命变化的形式，剥夺人之生命的有限使用权及全部存在权。

三、生命所有权视角下的 “尽年”生命伦理

或有人以为，虽然是 “天地之父母”赋予我生命，但在天赋予我生命后，生命的所有权就归我

所有，故我有权自主处置自己的生命。故遭遇难忍的生命痛苦时，我有权选择轻生或弃生，不须完成

所谓的 “尽年”之责任与义务。然在庄子看来，“天地之父母”赋予人生命后，人只在一定程度上拥

６４１

①

②

陈景元曰：“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见张君房本，旧阙”（氏著：《南

华真经章句余事》，见 《道藏》第１５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９０５页）。
可知此句原脱去七字，当从张君房本补。

“父母于子”，宣颖曰：“倒装句法。言子于父母”（见 ［清］宣颖撰、曹础基校点：《南华经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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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 “生命使用权”，但并不因此而获得对自己生命的 “根本所有权”。

庄子在 《知北游》的 “舜问乎丞”章中，就表达了对人之生命所有权的看法：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

孰有之哉？”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
獉獉獉獉獉獉

；生非汝有
獉獉獉獉

，是天地之委和也
獉獉獉獉獉獉獉

；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

（孙子）〔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阳

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知北游》）①

此章本是在讨论 “道可得而有乎”的问题，但从中却可看出庄子对人的身体、生命、性命、子孙之

所有权的根本看法。人若想得道，必须有用以得道的基础———人的身体。只有人从根本上据有了身体

这一得道的基础，才可以通过修炼使自己获得 “长生久视”等得道后的效果。然丞的 “汝身非汝

有”，却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得道进而有之的可能性。

为何说 “汝身非汝有”？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之生命存在的基础———人的身体，乃由天地泄发阴

阳二气，再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故本质而言，“身”只不过是天地之父母 “暂时委付”给人使用的

“人形”形体。当人的生命达到了它的寿限，人对身体这一 “人形”形体的使用权也达到了它的最后

期限，这时 “天地之父母”就会将人之身体的使用权重新收归自己所有，将构生 “人形”形体的基

质重新转化为尘土，以塑造新的生命形式。因此，人的生命是一有 “死”的存在物这一根本事实表

明，人从未拥有过人之身体的 “根本所有权”，人所拥有的只不是对自己身体这一 “人形”形体的

“有限使用权”。

庄子说，不仅人的身体，只是 “天地之父母”暂时委付给你使用的 “人形”形体；而且人的生

命，也只不过是 “天地之父母”暂时委付给你的一团 “和气”；人的性命，也只是 “天地之父母”

暂时委付于你身体内部的理则；子孙后代，也只不过是 “天地之父母”暂时委付给你的用以蜕化之

物。因此，无论是人的身体、生命、性命，还是子孙，本质上都是天地之间强阳自动的元气，哪里可

以让人执留而加以根本占有？

故从 “天地之委
獉
”的角度而言，人只不过是借

獉
“天地之强阳气”来构生自己的生命存在。从所

有权来说，“天地之强阳气”属天地所有，或从根本上属道所有。作为 “天地之强阳气”之聚合体的

人，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对它的所有权。故在此意义上，人之 “生”实为 “借物”而生，即借 “天地

之强阳气”而生。“借物”之行为所存在的伦理要求是：人对所借之物，必须珍惜之，爱护之，不敢

将之有所毁伤，胡乱丢弃的行为更是绝对不允许；在使用完所借之物后，若原先委付给你使用的物之

主人，要收回其所借之物时，人不能加以拒绝。

因此，如果从庄子的思想视角出发，就会发现前述认为 “天”在赋予人以生命后，人之生命的

所有权就归人所有，人有权自主处置自己生命的观点，其实是未达生命存在的本质真相，不知人之身

体所有权的真正拥有者，认自己所有的有限的 “身体使用权”为根本的 “身体所有权”。其仅凭自己

的意志就处置自己生命的行为，其实是一种 “僭越”自己权限的行为。因为如果人的生命并不归自

己所有，乃归天道自然根本所有，那么人就无权仅凭自己的意志就此处置自己的生命；只有真正拥有

它的根本所有权的天道自然，才拥有它的最终处置权限。人作为一个 “借物而生者”，其实是必须对

自己所借以生的身体，珍惜之，爱护之，不敢将之有丝毫的毁伤，更不敢将之胡乱的丢弃；等到天道

自然赋予人身体使用权的最后期限时，将之完好无损地返还给天地，如此才算完成自己对天道自然所

负有的根本人生责任与义务。

７４１

① 俞樾曰：“天地之委形，谓天地所付属之形也。下三委字并同”（见氏著：《诸子平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第３６５页）。
孙子，当作子孙。王叔岷曰：“‘孙子’当作 ‘子孙’，成疏可证。《阙误》引张君房本亦作 ‘子孙’”（见氏著：《庄子校诠》，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８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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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若将庄子 “尽年”的生命伦理，与 《孝经》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

宗明义章》）的 “孝”之伦理进行比较可知，庄子与孔子虽然出于不同的理由，提出了两种看似不同

的伦理主张，却具有 “殊途同归”的效果：孔子乃基于人之身体或生命的所有权，不归自己所有，

而归父母所有，故要求人们不将受之于父母的身体发肤，有任何毁伤；庄子则是基于人之身体或生命

的所有权，不归自己所有，乃归天道自然根本所有，人应 “尽其所受乎天”，故要求人们自然地穷尽

天所赋予人之生命寿年。两位先哲据以提出自己生命伦理主张的理由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要求人们

珍爱、保护自己的身体，不随意地毁伤作为人之生命存在基础的身体，都反对人们随意仅凭自己的意

志就处置自己生命的行为。

在当下因遭遇各种心理危机而自杀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庄子提出的 “尽年”生命伦理，基于

天赋我命，我负天责，即完成 “尽其所受乎天”的人生根本责任，这对反对自杀及解决生命所有权

争议等伦理难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现代价值，其丰富而深刻生命伦理思想义蕴值得进一步发掘和

继承。

（责任编辑　李　巍）

８４１



《群书治要》编纂原则探述

———关于 “贞观之治”政治伦理思想之特点

刘海天　李　萍

【摘要】《群书治要》是 “贞观之治”重要的施政理论依据，编纂原则是窥其堂奥的要径。其编纂原则有

三：一是 “经世致用”，主要表现为以 “儒家为纲领，诸子为补益”的宏观治国理念的阐述，凸显了 “以

人为本”“正己化人”的开明施政理念和 “融合统一”的文化建设思路；二是 “简要详明”，它反映了唐

初革新南朝浮华文风的文化观念转向和对经典义理的严谨考究态度，以及编纂者删削古代文献、实现古为

今用的文化自觉意识；三是 “专注帝王之道”，“各全旧体”的独特体例增强了文本可读性，其对阅读对象

的准确把握及 “直言无隐”中所体现 “元首肱股”的理想伦理形态，是贞观君臣共治天下的重要思想基

础。这些特点均凸显了 《群书治要》的辅政价值。

【关键词】《群书治要》；编纂原则；政治伦理；贞观之治

中图分类号：Ｄ６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４９－０６

作者简介：刘海天，吉林四平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深圳５１８０４０）中
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

李　萍，广东梅州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所暨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

建构研究”（１６ＪＪＤ７１００１６）

“贞观之治”是值得关注的清明之世。贞观一朝从隋末丧乱走向 “大治”，得益于贞观君臣对历

史经验的孜孜务求。这其中，《群书治要》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失传一千余年，《群书治要》于现代

虽获关注①，其政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而其内容虽包罗万象，编纂原则却有迹可循，是理解全

书的关键。

一、直指经世致用

“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② 《群书治要》的基本定位是阐述 “治国理政的要点”。故 “直指经

世致用”为首要编纂原则。

９４１

①

②

“该书得到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并于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５日亲笔题词：古镜今鉴。”参见刁
兴泽：《〈群书治要〉的 “博而要”》，《学习时报》２０１６年６月６日第Ａ１６版。
参见 ［唐］魏徵：《群书治要序》（以下简称 《序》，并不做标注），载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

台北：世界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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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挈治道大体

贞观初，李唐政权内忧外患基本解除，重心由军事征战转向内政修理。因自身理政经验不足①，

太宗亟待提高执政能力。学习 “帝王学教材”当属直接有效的方式。②

据魏徵看来，前朝帝王 “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

说。”（《序》）皆属 “不务政业”“文胜于质”。而编纂 “帝王学教材”，首先要回应新生政权执政的

现实需求。以 《论语治要》③ 为例，其所录之文，就皆直指乎 “用”，反映出编者注重大体、“简而

易从”（《序》）的思路。为求直观，现对 《论语治要》所录主题作一分类说明。详见下表：

表１　 《论语治要》涵盖主题及其章数

四大主题 二十三小主题 章数 合计章数

１．论修治总则

（１）论治国总原则

（２）论礼乐

（３）论伦理道德

（４）论君臣之道

３

６

８

５

２２

２．论为君之道

（１）论立志忧患
（２）论正己化人
（３）论好学

（４）论交友所好
（５）论反省改过
（６）论仁恕
（７）论诚信
（８）论言行
（９）论谦卑
（１０）论有恒
（１１）论俭约

（１２）论理智明辨

３
７
５
３
１３
９
４
２
４
４
２
３

５９

３．论用人之道

（１）论任贤

（２）论观人

（３）论去谗

９

１０

５

２４

４．论治民之道

（１）论教化

（２）论赋税

（３）论法治

（４）论军事

８

１

２

１

１２

０５１

①

②

③

太宗曾言 “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弓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

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参见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６，《杜谗佞》，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３４６页。
《群书治要》成书于贞观五年，与唐初执政重点转移相契合。参见 ［宋］王溥撰：《修撰》，《唐会要》卷３６，北京：中华书局，
第６５１页。
《论语治要》在 《群书治要》目录中称 “《论语》”，单独列出作为分析对象时，宜称 “《论语治要》”以示区别。以下引 《论语

治要》之文字，皆见于 《群书治要》第１册第１０７页上栏—１１６页下栏，均不作个别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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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治要》明确指向了政治伦理的三个主体：帝王、官吏和百姓，并对其伦理定位作出概述。

其二十三小主题，已涵盖治国各领域相关的主要问题。而 《论语治要》字量仅占 《群书治要》的约

百分之一，这就充分体现出 “务乎政术，缀叙大略”“网罗治体，事非一目”（《序》）的编纂思路。

从章数对比看，“为君之道”“用人之道”“治民之道”约呈半数减少趋势，反映出 “君为治本”

的执政逻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治要》）“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

流浊。”① （《孙卿子治要》）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自上而下”的传导效应最具实效性。太宗曾

提出 “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②。贞观朝前期君臣严于修身，

是缘于对 “政者，正也”为政之道的深刻体认。

（二）以儒家思想为纲宗

《群书治要》推重孔子儒学。其 “经部”除 “五经”外，还收录了 《孝经》 《论语》 《孔子家

语》三部反映孔子思想的文献；在 “史部”及 “子部”，“孔子”二字直接出现就达１３０余次。均凸
显出孔子特殊地位。而 《论语治要》中，政治方面的 “为政以德”，经济方面的 “节用而爱人，使民

以时”，文化方面的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思想，均代表着 《群书治要》的基本观点，体现出以

孔子儒家思想为本的价值取向。

《群书治要》率先采用了贞观年间确立的 “四部分类法”———即以 “经，史，子，集”四部分

类标称官藏文献③，这是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形式确立以 “经部”标称儒家经典的图书分类方法，体现

出尊崇儒教的价值取向。《群书治要》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选录非同官藏文献的全文收录，其

选录背后贯穿了一套价值取向明确的思想体系。

《群书治要》本指向解决 “六籍纷纶，百家?驳”（《序》）的问题，故可确定其绝非东拼西凑、

思想驳杂的 “大杂烩”。在诸子思想中，与儒家抵牾明显的应属商、韩法家思想。但观察 《商君书治

要》，仅收录了其２９篇中的 《六法》④ 《修权》《定分》３篇的内容，总计约７３０字。讨论的问题包括
法制因时损益，法制于吏治清廉、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等；《韩子治要》则收录了 《韩子》５５篇中
的 《十过》《解老》《说难》等１１篇的内容，总计约２３５０字，所涉主题包括慎好恶、定民业、制度
建设等。就字数论，收录比例不高；就内容言，于儒家思想有补益而无相悖，明显体现出以儒家思想

为本、诸子思想为枝干的特点，反映出兼收并蓄、有立有权的开放政治思维。

（三）价值理性的传达

作为一部立意 “贻厥孙谋”（《序》）的帝王学教材，《群书治要》着重于讨论治世王道应有的价

值取向。缘于对执政规律的把握宏观，其可在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中发挥作用，实现善治。所谓 “历

史知识，贵乎鉴古而知今”⑤，而 “以古为鉴”之关键，即在于对一种不变之理念的把握。⑥

《群书治要》着重传达理念而非制度设计，但贞观并不缺乏出色的政治制度。虽言唐朝承袭隋朝

旧制，并无创制之需，但在同样的制度框架内，隋朝三十七年盛极而亡，贞观朝却迅速实现致治乃至

开创盛世，不可否认是 “人”的问题。

“人”“法”关系在 《群书治要》中是重点讨论的问题。如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３册，第５０２页上栏。
参见 《君道》，［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１，《君道》，第１１页。
“欧阳修曰：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七略，

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以甲、乙、丙、丁为次，谓之四库书，亦曰四部书”。［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

音注：《资治通鉴》第１９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６２１７页。
《六法》篇不见于现存 《商君书》，当属古之佚文。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２页。
如钱宾四认为 “政治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一项制度背后的原本精神所在，即此制度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

（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６页。）梁任公亦以为 “具体的政治条件，是受时间空间

限制的；抽象的政治原则，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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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① （《孟子治要》），“贤人”与 “善法”辩证统一，不可偏废。但相较而言，则更重贤人。这也是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

矣。”② （《孙卿子治要》）所要传达的理念。此处之 “君子”，是德才兼备的 “善法”的制定者、执行

者与改良者，故政权兴衰之根本在于能否择贤而任。

由 “任贤致治”的逻辑出发，《群书治要》中对帝王职责也有所限定：即任贤和把握大局，而不

预闻具体政务。所谓 “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矣”③ （《孙卿子治

要》），“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④ （《庄子治要》）也就是 “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论语治要》）。“君总大体，不亲小务”，无疑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权开放理念。贞观朝运

行良好的 “三省六部制”，即可作此理论的诠释。

后人在评价 《群书治要》的立意时认为，其 “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后知政之所行”⑤。对政治理

论本质的理解是贯通古今、古镜今鉴的关键。《群书治要》对政治规律的准确把握，在两个世纪后日

本皇室治理朝野的实际效果中亦得到印证。⑥

二、推重笃实简约

《群书治要序》中指出：“六籍纷纶，百家醶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

要。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翦截浮放，光昭训典。”指出了又一编撰原则。

（一）扭转南朝浮华文风

注重笃实简约，与太宗将门背景有一定关系。太宗未精于学，故不宜 “周观泛览”与 “穷理尽

性”。战场重实效不重文饰，故其为学亦厌恶虚浮之言。“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

后代笑”⑦。有鉴于南朝君主因沉湎辞藻而亡国，故太宗更尚质朴实用之文。《群书治要》亦整饬浮艳

迂诞的文风，其于四部文献中未录 “集部”即是一种体现。

此种导向，亦反映在太宗起用 “文儒”⑧ 的特点中———重吏能不尚文辞。从时代背景看，唐初迫

切需要稳定政局，不同于盛世对文学的期待；从具体人物来看，则既与太宗文武兼修的执政风格有

关，也与朝中文儒的个人背景有关。以魏徵为例，他虽通经史亦善属文，但作为寒微之士亲历隋末动

乱与唐初政治斗争，故得文质并秀。此种文化取向亦在 《群书治要》中得到体现。

（二）遵依经典原义

《群书治要》不仅要 “经世致用”，而且要 “简要详明”。以 《论语》为例，其所记录的先秦口

语已属精炼，但编者仍更作简省，可分两种情况，一是文字简省但文义不变，共计十一章。如：

樊迟 （问仁。子曰：爱人。）问知。 （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

直。樊迟退，见子夏曰： （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３册，第４８０页下栏。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３册，第５０１页下栏。
同上，第４９０页下栏。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１册，第１０９页上栏—下栏。
［日］林敬信之撰：《校正 〈群书治要〉序》，载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１册，第９—１１页。
“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参见 《校正 〈群书治要〉

序》。“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参见 ［日］细井德民：《刊 〈群书治要〉考例》，载 ［唐］魏徵、虞世南、

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１册 《序》部分，第１２页下栏。日本承和 （８３４—８４８）、贞观 （８５９—８７７）朝属于日本的平安
时代。

［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７，《论文史》，第３８８页。
“文儒”于贞观时期所撰之 《晋书》中已作专门称谓使用，指代博学多闻、思维缜密、经验丰富且深受帝王重视的贤良文人群

体。如 “汉祖勃兴，救焚拯溺，粗修礼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 ［唐］房玄龄等撰：《晋

书》第８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３４５页。



《群书治要》编纂原则探述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

仁者远矣。（《颜渊》）①

此章论知人善任。此处直切主题，在不改变整体文义的前提下，将无关重复文字悉皆删去。另有

八章，亦循此法悉为删减。

另外一类，是删节后文义迁移，共计七章。一种是将不适于帝王的内容删去，一种是改变整章文

义。如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而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

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季氏》）”此章为孔子评价时人保留意见。编者取其精义，

是 “弃彼春华，采兹秋实”（《序》）编纂方法的具体写照。其截取有法，故无断章取义之嫌。这些

截录起到 “简而易从”（《序》）的阅读效果，是一种智慧。

“尊崇原义”是贞观初年的治学特点。贞观朝对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即是结束南北朝

政治分裂导致的学出多门问题，为统一经学作 《五经定本》与 《五经正义》，有效推进文化统一。注

重严谨考证、融合南北之说是当时文化政策的重要特征。魏徵时任 “秘书监”掌管国家经籍校勘整

理，这种严谨态度亦在 《群书治要》得到体现。在保持原义基础上的删削，是深厚学养与主动加工

整理古代文献、实现古为今用文化自觉的充分体现。

“世迁事变，时换势殊，不得不因物立则，视宜创制。”② 《群书治要》的 “简要详明”与 “经世

致用”相呼应，实现了 “提挈治道”的初衷。日本学者对此首肯，认为其 “唯主治要，不事修辞。

亦足以观魏氏经国之器，规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③。

三、专注帝王之道

《群书治要》编纂的第三原则，为 “专注帝王之道”。所谓 “帝王学教材”，非他人不宜阅读，

而是以指导帝王执政之需作为首要目标，相当于 “量体裁衣”。

（一）“各全旧体”的独特体例

《群书治要》体例别具一格。作为一部专业性强且汇编成书的著作，此书常被误归入 “类书”范

畴。但如魏徵所言，其与 《皇览》 《华林遍略》非属同类。类书编纂重在 “分类”，优点在便于检

索，缺点是 “随方类聚，名目互显，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序》）。而 《群书治要》是

“总立新名，各全旧体”（《序》），将收录内容依原书顺序编排，未做分类。这种编排方式更方便阅

读。因一段文字常涉多个主题，每个主题可有多元理解，不同主题间亦存逻辑联系等情况，勉强分类

会造成文义缺失，丧失 “一事之中，羽毛咸尽”以及 “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序》）的阅读效果。

《群书治要》“总立新名，各全旧体”的编纂方式较为特别，即便同贞观朝其他几部传世的帝王

学教材相较，也差异颇大。“各全旧体”在保证上下文相对完整的同时，又使得相似主题在全书的不

同位置重复出现，起到反复提醒的作用。

（二）专注帝王之需

《论语治要》中许多关乎政治伦理的内容未得收录，应由于非直关帝王所需。兹举数例说明。

如论修身，有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以此指导士人修身则极好，

但帝王难有 “耻恶衣恶”之状，故不必录。又论政德，“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

谓士矣。”此言为官，与帝王职责并不相应，故未录。而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

曰：无倦。”帝王同样适用，故被选录。

３５１

①

②

③

为方便观察起见，将 《论语》原文未被收录之文字以括号表示，下文亦如。

［日］林敬信之撰：《校正 〈群书治要〉序》，载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１册，第９—１１页。
参见 ［日］细井德民：《刊 〈群书治要〉考例》，载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１册 《序》部分，

第１２页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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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定位的读者群体甚为有限。服务对象范围的缩小，限制了此书的传播和影响力，但

也增加了此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这些案例虽为 “专务帝道”，但也关乎 “采摭群书，翦截浮放”的编纂方法。据实而论，“经世

致用”“笃实简约”“专务帝道”三种编撰原则是相辅相成的三位一体关系。

（三）“元首肱股”的政治伦理精神

《群书治要》缘起太宗，故应考虑其人特殊性。从军政综合能力看，太宗是难得的帝王。但其通

过政变成为储君，反映出皇权继承 “立嫡”与 “立贤”的矛盾。

“玄武门之变”是一件不易评说的历史事件。虽自宋以降严斥其悖伦①，但 《群书治要》中，却

并未反映出此类信息。可佐证者，即其中选录了诸多关乎孝悌的内容。不仅 《论语》有 “孝弟也者，

其仁之本与”等章， 《孝经》中亦收录了大段有关 “孝治天下”的白文与批注，如 “先之以敬让，

而民不争”② 等。《礼记治要》有文武侍父尽孝的案例③；《毛诗》则更为直接，注释 “喻弟以敬事

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炜炜然也” “人之恩亲，无如兄弟之最厚” “兄弟之相救于急难”④

等文字，直陈悌道。另外，与政变相关的 “定嫡庶”主题也在 《毛诗》 《史记》 《汉书》 《三国志》

《晏子》《政要论》等典籍中屡次出现。

编者对此未予回避，可见朝堂对此实无忌讳。考诸史实，太宗即位后以礼安葬建成、元吉⑤，对

调和安抚朝臣之心作用甚宏。君臣互信超越政变怨仇，成为贞观之治得以开创的重要人事基础。

当然，如魏徵所言，“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序》）。其

温柔敦厚的讽谏作用，亦是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治要》）的理想君臣关系的折射。

《群书治要》未受太宗影响而有所讳言，更凸显此书的辅政价值。

结　　语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贞观之治”的开创得益于贞观君臣对于历史经验

的挖掘，而古籍阅读正是这种学习之风的直接体现。《群书治要》作为凝聚古代政论精华的帝王学教

材，无疑在统一君臣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故，该书对于理解贞观君臣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不

可或缺文献依据。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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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司马光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

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反映出宋代对伦理道德

与忠孝观念的强调。参见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１９册，第６２０５—６２０６页。
［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１册，第１０４页下栏。
同上，第７５页下栏—第７６页上栏。
同上，第３２页上栏。
“太宗立，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诏东宫旧臣皆会，帝于宜秋门哭之，以子福为后。十六年，追今赠。”参见

《新唐书》第１１册，第３５４４—３５４５页。



孔子之学：“道前定”而 “行笃敬”

卢巧玲

【摘要】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 “志于道” “道前定”。 “我欲仁，斯仁至

矣”，人有 “守死善道”之心，才有 “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 “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 “学行天

下”，一生为 “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 《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

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 “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关键词】孔子；论语；志于道；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５５－０６

作者简介：卢巧玲，山东平度人，历史学博士，（曲阜 ２７３１９９）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孔子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孔子施教与传统文化教育”（１５ＣＺＸＪ０１）；２０１５年孔子
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科研创新项目 “孔门教学与文德养成”（ＫＺＸＴ０１ＹＢ０１）

作为安立中国人生命的学问，孔子儒学特别强调立志起信与亲证悟入，树立并坚定正确的价值观

念。社会要和谐，国家要安宁，人心要和顺，就要挺立价值与信仰，牢牢筑起道德的堤防。孔子儒家

十分重视价值观的树立与培养，孔子就强调 “士志于道”，希望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他少年立志，一生求道，希望 “学行天下”，这在 《论语》等相关著作中也得到了体现或印证。

一、道前定则不穷

孔子思想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来源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自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论语·为政》）从孔子明志、立身、求道的经历，可知无论人生经历怎样的阶段，立志、明

志最为关键，最为重要。何谓 “志”？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① 所志为何，意味着确定了自己

的奋斗目标，明确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因而也就有了人生的方向标。立志对于人生的意义，诚如近人

程树德先生引 《反身录》所云：“志道则为道德之士，志艺则为技艺之人，故志不可不慎也，是以学

莫先于辨志。”②

孔子有自己的 “道德经”，他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

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作为人生方向的 “道”决定作为行为规范的 “德”，

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有了正确的信仰与价值判断，才会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故 《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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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５４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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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前定则不穷”。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有了既定的价值取向，就确定了人的理想、信念、目标、方

向。如果没有 “道”，缺乏理想、信念，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

君子应当志存高远，在担当与引领的层面发挥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作用，故君子 “谋道不谋

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儒家在教授弟子 “修齐治平”的君子之道、为政之道

时，就特别强调志趣之大小，勉励弟子尽心求道，对于子夏 “学稼” “学圃”之事，孔子斥之曰：

“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并明确指出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对此，朱熹 《四书集注》引谢氏曰： “子夏文学虽有余，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语之以

此。”① 同为儒者，其中亦存在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孔子设教希望弟子 “学而优则仕”，能够有

远大的志向与信念。

理解孔子儒学，就要在这样的 “境界”与 “格局”上去着眼，这恰如 《论语·宪问》中两处谈

论管仲时孔子以之为 “仁”的记载：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

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

也。”

孔子认为，与管仲之 “仁”相较，“树塞门”“有反坫”等无礼行为以及行事之 “不义”皆是小的方

面，正所谓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与此一致，与洒扫、应对之类的 “小

节”相较，孔子更主张弟子追求 “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②。

人要立志，树立信念，更要信念坚定，要有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的执着。只有这

样，才能落实到具体的行动，才能避免 “半涂而废”。其实，《中庸》之 “至诚”之道，就是要人在

正确的方向上努力坚守与坚持，此即所谓 “择善固执”。方向明确才能道路坚定，《中庸》引孔子之

言论证 “中庸”之易 “择”不易 “守”，指出：“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瞹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言而喻，能够 “道前定”且始终 “志”

于此道并非易事，孔子也有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思想，但孔子心怀大志，

希望自己的思想学说能够为时代所认可、所行用，能够 “学行天下”。

孔子关心天下，心系苍生。他希望看到人们价值观念符合道义，希望 “道”的实现，对实现

“明王之道”抱有深切的愿望。当然，孔子对当时的现实有着清晰的了解，曾言：“道之不行也，我

知之矣。”（《中庸》）尽管如此，他仍然 “知其不可而为之”，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论语·子路》）这种 “知其不可”却仍然 “为之”的做法中，孔子信念之坚定可见一

斑。

二、《论语》的 “编者之心”

表面看来，《论语》以语录体展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但其编纂目的却是保存 “夫子本旨”，传

承孔子思想。

孔子很早就开始收徒授学③。在长期的教学交流过程中，孔门弟子有随时记录孔子之言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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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８８页。
同上，第１页。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钱穆先生说：“琴张乃孔子

的弟子，殆在当时已从游。”而当时孔子年三十一，故孔子至晚三十一岁已经授徒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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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记载：

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

右。

这段材料很清楚地说明，在孔子晚年教学过程中，有人专门记录其言论，这使得其言行的许多资料被

保留下来。只是，这里有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孔子以后的人们在传述这些言论时，往往难以避免

“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孔子家语·后序》），因此，为保存 “夫子本旨”，孔门弟子后学就会将 “各

自所记”“辑而论纂”，《论语》的编纂从而成为迫切的需要。

关于 《论语》的作者及成书，《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

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

之 《论语》。”可知，一方面，《论语》是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资料的直接记载；另一方面，因为是不

同弟子所记，侧重点不同，且所记数量可观，成书过程中必然有所拣选。这应该就是孔安国 《孔子

家语·后序》所说： “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 《论语》。”一个 “取”字，点出了 《论语》

成书问题的关键。

《论语》既是经过认真拣选的 “正实而切事者”，那么可以推想，孔子逝世后，面对 “儒道分

散”“各得一体”，以及 “各以巧意而为枝叶”之类的情形，需要有人出来主持整理孔子遗说，以孔

子之 “言”表达孔子之 “意”。事实上，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后学面对孔子离开而留下的真空，非常

怀念与他一起对答、交流、畅谈、论辩的时光或情形，渴望继续得到如同孔子生前一般的教诲，于是

有人想到推举合适的人来讲学，就像孔子生前那样。

据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后，子夏、子张、子游等人甚至以有若 “状似夫

子”，曾经推举有若为 “师”。对此， 《孟子·滕文公上》也有记载： “昔者孔子没，……他日，子

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他毕竟不是孔子，难以服众，因而受到责难

与质疑。可见，有合适的人来主持或亲自结集孔子遗说，以表达孔子的思想与精神，是人们的殷切期

待。

正如 《韩非子》中所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孔子后学的分化显然体现了人们传承 “真孔子”

的需要。谁是 “真”孔子？谁来确定？只有孔子能确定自己，因此，用孔子的言论来表达孔子，才

是最恰当的方式和方法。于是，《论语》的编纂不会是任意的材料堆砌，而无疑应当在用力去表达孔

子的思想逻辑，以 “编者之心”去努力靠近 “孔子之心”。不言而喻， 《论语》除了其 “正实而切

事”的特点，还会有其特定的选材标准、严密的内在逻辑。

关于 《论语》的编纂者，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其实，无论是谁，在孔子去世不久的当时，能

够得到孔门后学的认可，担此重任，一定是对孔子的追求、主张都有着比较准确、全面的把握，且德

高望重之人。经过深入分析思考，我们认为 《论语》由子思主持完成的说法更为合理。①

较之其他编纂者的猜测，子思身份特殊，孔子的嫡孙、曾子的学生，因此对孔子有着更深的了

解，能够更好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及其追求。材料显示，子思应该堪当此任。

据 《孔丛子·记问》载：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 “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

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

是谓不肖。?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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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方面，从 《论语》中厚重的曾子言论可知，除了曾子门人，他人一般不会如此编辑；另一方面，在孔门后学严重分化的背景

下，能够聚集这么多的材料，合理的推论只能是材料汇集后，由一人进行整理编订，而此人必定是曾子门人中地位尊隆之人，那

么符合条件的只有子思。另外，《孔子家语》属于 “孔氏家学”范畴，而其与 《论语》“并时”的情况表明，二者的整理与编订

者只能是子思。详见杨朝明：《新出竹书与 〈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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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孔子叹息，尚在年少的子思却能安慰乃祖之心，从而使孔子欣慰，可以推断，后来的子思一定会精心

编辑孔子遗说，也确实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孔子思想，并体现在 《论语》的编纂之中。

三、“学而时习之”的追求

孔子的一生是求道的一生，对于他最为关切的问题，自然应该在整理孔子遗说时体现出来，并理

所当然地出现在 《论语》开宗明义的位置。而 《论语》首篇首章 “学而时习之”的理解，是把握孔

子此追求的关键。可以说，“学而时习之”正是孔子一生的追求所在，也是我们全面把握 《论语》全

书乃至孔子思想的金钥匙。

对于 《论语》开篇三句话，传统上一般认为是孔子在学习方法、交友、人不知三个方面的态度，

而 “学而时习之”翻译为 “学习要经常去温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孔门教学等同于古代小学教

育，事实是否如此，此观点是否正确，应结合对孔子之学的整体把握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孔子教学无疑是成功的，而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的教学成就，主要得益于其 “有教无类”

的教育主张、“诲人不倦”的教学品格，但孔子的 “有教无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弟子需要达到一

定的年龄。①

据文献记载，周代学制包括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大戴礼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

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大戴礼记·保傅》）可见，当时而

言，孔子从事的是 “大学”之教。因此，只有到了束之年，达到 “成童志明”，才能够入孔门受

教。

关于 “大学”之教，朱熹 《大学章句序》载： “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

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②

这里，朱熹对周代 “大学”入学年龄、入学对象以及学习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大学是为政之学，学

习的是 “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懂得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杏坛设教，对弟子进行的正是君子之道、为政之道的培养。所以，按照传统对 “学而时习

之”的理解，对孔子之学的把握未免有失恰当。鉴于此，有学者回归经典，从孔子思想出发，提出

“学而时习之”之 “学”是名词，当译为 “思想主张”，开篇三句话应该理解为：“如果我的学说被

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那不是很令人感到喜悦吗？即使不这样，有赞同我学说的人

从远方而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社会没采用，也没有人理解，但自己不怨愤恼怒，不也

是有修养的君子吗？”这样的解读似乎更加符合孔子的人生追求，也更加准确地把握了 《论语》编者

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其实，早已有学者做出了这样的理解，清人毛奇龄曾提出要将 “学”字理解为名词，他在 《四

书改错》中提出：“错矣！学者，道术之总名。”程树德也持此观点，他在 《论语集释·学而上》中

指出：“‘学’字系名辞，《集注》解作动辞，毛氏讥之是也。”③按照两位先生的解释，首章 “学”字

应该与 “道”相近，做名词，理解为思想主张及对社会、人生的总体认识。

实际上，《论语》中曾多次将 “学”字用做名词，如：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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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论语·述而》载：“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对于其中的 “束”，历来解读不尽相同，主要观点有两种：第一，干肉

说；第二，束带修饰。我们从第二种观点，即孔子办学不分贵贱，但有年龄限制，只有束带修饰，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向我求学，

我才 “有教无类”、“诲人不倦”。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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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志于道”（《论语·述而》）

三处材料中，“学”“道”明显是同位语，作名词，意思均可说是 “思想主张”。再如 《论语·

述而》篇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之 “学”亦作此用法。

其他文献典籍中将 “学”字用做名词的情况也多有出现。如 《礼记·学记》中载：

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因为安于他的学说才敬爱他作为自己的师长，因为赞同他的主张才和他成为好友。显然， “学”与

“道”意义相同，作名词，意思是 “思想学说”或 “主张”。

再如被称为 “孔子研究第一书”① 的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篾与宓子贱入仕后，孔子曾先后

问其为政之 “得”与 “亡”，孔篾认为没有得到什么，却在三个方面有所失，因为公事繁忙，故

“学”不得 “习”，不得 “明”；而宓子贱认为没有失去什么，在三个方面有所得，因为所 “学”得

“行”而 “益明”。可见，二人关注的都是自己所 “学”有没有得 “习”、得 “行”，有没有在实践中

得到应用，且材料中孔子对此 “学”与 “习”是认可的，可知，这里对孔子之 “学”与 “习”的理

解是恰当的，而且很明显，此处之 “学”作名词，指 “思想主张”，这可以说是 “学而时习之”的

最好注解。

另外，从文本来看，首篇首章三个分句层层递进，不能割裂。三个分句中，“说” “乐” “愠”

都是表达内心感受，但却包含不同的情感层次，也就是说，三者所对应的 “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

方来”“人不知”，对情绪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传统解读本身没有层次的差别，自然也不会带来不同

的情感体验，这就使得前后的衔接过于生硬。若从孔子思想出发，从自己的思想学说处于 “社会普

遍接受”“有志同道合之人”“没人理解”三种不同境遇时的心情来理解，则前后衔接更加顺理成章，

内在统一，同时进一步证实了开篇 “学”字作为名词 “思想主张”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学而时习之”作为 《论语》的开篇第一章，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这是孔子 “志”之所在，

也是其一生的追求所在，而将关于孔子的思想主张能够被社会接受作为首篇首章的主题，充分凸显了

编者对孔子思想的把握。从文本角度而言，将开篇 “学”字理解为名词 “思想主张”，使三个分句连

贯一致，前后衔接更加合理。

四、笃行善道的境界

有了 “前定”的 “道”，才会有实行的 “笃”。就像真正的 “知”一定落实在 “行”上， “立

志”与 “笃行”是二位一体的。只有 “志于道”才能 “行笃敬”，“行笃敬”是 “志于道”真真正正

的落地、踏踏实实的表现。只有由 “志学”而 “笃行”的过程实现，人才能完成自身生命意义的提

升，这就是笃行善道的人生境界。故 《中庸》说：“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孔子志向明确，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这一点，在其生命最后的感慨与遗憾中也有充分

体现。每个人在其生命的最后，即将撒手人寰的时刻，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思考，孔子此时的话更

是语重心长，不无遗憾。《孔子家语·终记解》记载，临终前七日，孔子一大早起来，就感慨泰山之

颓、梁木之怀、哲人之萎，并在发出天下没有能够尊崇我学说的圣明君王的叹息后 “七日而终”。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作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临别之语，孔子在感叹社会

无道与 “明王不兴”的同时，更是对自己思想主张最终未能被 “有国者”接受并推行感到遗憾，而

这恰恰说明了孔子的一生追求所在，及对自己理想信念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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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载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９年，代前言
第１页。关于 《孔子家语》的可靠性及其学术价值与意义，杨先生在此文中有详细的考究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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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信念下，孔子一生坚持不懈，一方面积极入仕，先后为鲁国 “中都宰” “司

空”“大司寇”；另一方面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这种 “政治流亡”似的人生经历，目标是寻找可栖之

“木”，实现心中之 “道”。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面对长沮、桀溺等人 “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的质疑与不解，孔子毫

不动摇，坚持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

·微子》）将传承中华文明、继承文武之道作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充分传达了孔子为追求自己的政

治理想矢志不渝的精神。

孔子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执着的、笃定的，却并非是盲目的，他对自己思想学说及其社会现实有

着清晰的认识，当自己的 “道”不能为天下容，孔子一方面 “知其不可而为之”，同时能够 “人不知

而不愠”。如 《孔子家语·在厄》篇记载，陈蔡被困，断粮七日，从者皆病，此时，除了孔子继续讲

诵，弦歌不废，仍然保持乐观态度，弟子也纷纷陷入困惑，子路认为君子不应该陷入困厄，质疑老师

不够仁德，不够睿智；子贡也提议老师将其主张的标准 “少贬焉”。对此，孔子的态度是坚持自己，

他认为决定自己主张能否被接受的，不是个人品质或者主张本身，而是时势。当然，这里孔子的坚守

不是 “愚顽不化”，而是一种 “时”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处境的深刻认识，所以

他主张 “修其道”以 “求其容”，因为真正的君子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同而改变自己的节操，即使

身处困厄，也能乐在修身，坚持自己的追求。

这种坚守与开篇 “人不知而不愠”的人生境界恰好一致，而首篇首章三句话也恰恰成为了孔子

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孔子 “十五而志于学”，一生的追求就是 “学行天下”，所以，如果自己的学

说能够被 “有国者”推而行之，被社会普遍接受，达成一生所愿，“不亦说乎”；退而言之，若不能

为天下容，却并不孤单，仍有志同道合若 “颜氏之子”者的理解与支持，孔子的一句 “有是哉”道

出了内心的喜悦，“不亦乐乎”；再退一步，“人不知”而 “不
"

”，这是孔子 “君子”境界的充分展

示，既有对自己学说的坚守，又有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充分认知，进一步印证了孔子 “学行天下”的

追求及 “行笃敬”的人生境界。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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