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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恩格斯对政治与哲学之间关系的间距性分析表明：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

的紧张，其实质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知性冲突的一种表现。一旦把这个问题

置于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架构中，间距性分析将为解决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现

实、政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奠定基础。这种间距性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知识与

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演化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政治哲学

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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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阅

读主体与阅读对象之间、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

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间距。哲学解释学对此

的解决方法是诉诸阐释的视域融合。这种融合

既承认存在着历史性间距，又主张在理解中消

融这种间距，这使得同一与差异在阅读中得以

同时呈现。其实，文本阅读就是主体在努力实

现理解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也使得内在蕴含的

差异性得到进一步的延迟。因此，反复性阅读

和理解就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

在场、空缺、隐匿之实在结构得以显示，从而真

正达到对文本的新的有效性理解。正是基于这

一点，本文拟对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

进行重新解读，旨在透过言语深入到其内部结

构，探讨隐含其中的历史间距性思想。

　　一、互为表里的哲学与政治的辩证

关系

　　恩格斯在《终结》的开头提到了一种历史

性的间隔。他认为，这种间隔容易使人们对过

去产生隔膜，这不仅表现在经验层面，而且还表

现在人的意识记忆方面。历史性使得人们的意

识产生一种连续性的观念，使得每一个发生的

事件通过历史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当过

去发生的事件在记忆之中所遗留的踪迹对记忆

本身是一种刺痛或者伤害的时候，记忆就会不

愿面对，从而有意或者无意地逃避事实，使得间

隔在时间上延续，以此让自己在忘却记忆之中

传承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

恩格斯的话语：“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

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

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

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１］２１４

在恩格斯看来，这样的历史性间距使得人

们有可能对历史的理解更为客观、正确。如果

深入到历史事件中，受其情势的影响，人们将会

变得不理性，被历史人物的激情和主观性偏好

左右，换言之，人们容易用感情取代理性。这

样，将会无法真正洞察历史的真相，而历史也将

封闭或者隐藏自身。一旦人们理性地对事件进

行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就会立刻变得清醒与明

智，就会对事件进行深入分析，而这种严密的逻

辑分析对于历史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这种历史间距分析方法，恩格斯对１８

世纪的法国与１９世纪的德国进行了历史性的

比较，试图准确理解和把握政治与哲学的内在

关联。恩格斯说：“正像在１８世纪的法国一样，

在１９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

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

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

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

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

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

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

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

国家哲学！”［１］２１４这就是说，哲学在法国人那里，

比在德国人那里表现得更为激进。哲学是对真

理的追求，而真理对基于意见建立起来的政治

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这就使得哲学与政治之

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随着二者之间

冲突和矛盾的激化，政治权力就会围剿从事哲

学的人。政治权力在无法支配哲学强力意志的

时候，就会启用国家机器来对付哲学，以保证政

治权力畅通无阻地运行。此时，哲学就成为政

治的死敌。可以说，政治权力正是通过意识形

态的国家机器来有效地确保自身的正当性和合

法性。

恩格斯在对哲学在德国处境的分析时提及

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的德国成了官

方哲学，它协调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和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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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黑

格尔哲学是如何解决哲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

的？恩格斯在《终结》中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

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

这意味着，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是对“真正真理”的追求，而是一种国家

哲学。这样，哲学就丧失了本真，成为政治的奴

仆，它不再对政治进行批判，成了普鲁士封建王

权统治的捍卫者。这样，政治与哲学握手言和，

共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支配和操纵着人们。

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历史间距性比较方法，

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哲学与政治内在关系的两种

类型。一种是激进的关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

积极介入，通过批判方式指认政治权力运作中

存在的问题，纠正其偏差，力图建立正确的政治

权力逻辑运作机制。如果政治当权者不愿接受

哲学提供的观点，二者将会进入“斗争”状态，

这种“斗争”就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激烈

较量。另一种是保守的关系。哲学沦落成为对

现实政治的辩护，放弃自己的求真意志而转向

对权力的追求，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实现自

身。这种不顾原则性的妥协埋葬了自己，从而

也将终结了哲学自身，这种哲学妄图“完成那

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

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

了”［１］２１９。总之，如果哲学与政治处于激进关系

中，哲学的处境将是不妙的；而哲学的妥协，又

会让其堕落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

恩格斯告诉我们，黑格尔构建自己哲学体

系时，似乎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做

法也使得黑格尔哲学遭到了很多褒贬不一的评

价。恩格斯以黑格尔的一个哲学命题为例对此

作了分析。这个命题就是众所周知的“凡是现

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

实的”［１］２１５。这个命题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并且人们往往把他们对该命题的理

解等同于黑格尔本人所表达的意思。他们认为

这个命题把一切现存的东西神圣化，不仅威廉

三世是这样看的，其臣民也是这个看法。恩格

斯认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错误认识。恩

格斯区分了“现存”与“现实”这两个概念，认为

这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现实”不

等于“现存”，二者有着本质区别。这也就揭示

了一般大众理解哲学观念时容易把“现象”等

同于“本质”、把“偶然”视为“必然”的通常倾

向，而哲学尊崇理性逻辑，提出的命题是一种普

遍必然性的表述，蕴含着辩证否定。所以，恩格

斯说：“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

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

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

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

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

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按照黑格尔的思

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

的这个命题，就变成了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

的，都一定要灭亡。”［１］２１６恩格斯因此颠覆了一

般人把现存神圣化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由时

间间距转向空间间距。这种转向具有极大的变

革意蕴：旧的间距建构的观念被消解，新的间距

建构新的秩序和观念。

　　二、辩证法的政治向度

基于这种间距转向，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

学并非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是对现实政治的辩

护，而是具有重大的革命性，究其原因是“它彻

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

最终性质的看法。……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

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

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

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

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

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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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

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

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１］２１６－２１７恩

格斯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之中的合理性成分，这

就是它的革命性的辩证法。也就是说，革命性

是基于现实必然性，一旦维持现实必然性的条

件不复存在了，现实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性，就会

被另一种必然性取代。这种否定的辩证法意味

着一切事物及其观念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运

用这种辩证法去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

以看到，黑格尔哲学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普鲁

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反而蕴含着对普鲁士王国

很大的颠覆性。可是，这种革命性并不是黑格

尔本人的主张。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的革

命的辩证法为它自己建构的体系所窒息了，

“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

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

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

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１］２１８。恩格斯正是认识

到了这一点，拯救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凸显其

革命性就成了恩格斯所要做的工作。

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置于政治和宗

教实践活动中，指认选择黑格尔辩证方法的人，

在政治与宗教方面就是最极端的反对派；选择

黑格尔唯心体系的人，在政治与宗教方面就是

保守派。这样，黑格尔学派就分裂成了左翼和

右翼。这两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些青年黑格尔

分子走向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使得唯物主义重新登

上王座。这样一来，“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

炸开并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

象之中，也就解决了”［１］２２２。也就是说，黑格尔

哲学的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随着其体系的解

构而随之消除。因为这样的矛盾其实负载于体

系，而这个体系是客观观念，它的负载物会随着

实体观念的破除而消失。恩格斯因此告诉人

们，一旦基于哲学视角去理解政治和宗教的时

候，就会遇到诸多矛盾。这种矛盾显然是体现

在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方面。而观念与观念

之间因张力敞明空间，必然与偶然、本质与现象

镶嵌之中，在滑动与停留过程中弥合和修补裂

隙，间距产生的空隙在晦暗不明中“绽放”。

因此，一旦我们从实践出发洞识哲学、宗教

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辨识问题产生

的根源，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这种

有效方式不是把黑格尔的全部遗产“用来套在

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而是可以用来在缺乏

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

录”［２］４０，而是采用新的方法即辩证法。“辩证

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

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

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

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

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

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

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

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２］１１２在这段话的前半

部分，马克思把辩证法视为一种主观辩证法即

思维规律；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马克思把辩证

法视为一种客观辩证法。鉴于此，恩格斯后来

在《反杜林论》中对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

做了深入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始终坚持

客观的运动规律，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思维都

服从这个规律。这也从另一方面论证了马克思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要建立一门历

史科学的主张。这也充分说明认为自然与历史

之间存在对立只是一种旧的历史观，而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工作就在于确立一种新的历史观来

超越这种旧的历史观。实际上，恩格斯在《终

结》中强化了这种思想，即在一般运动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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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意义上强调自然与历史的一致性。可以

说，如果说辩证法是马克思研究历史的方法论，

那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辩护和宣

传的时候，不正是从历史科学的另一方面（自

然科学）来阐明它的方法论及其科学性质

吗？［３］５０２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他们自觉的写

作不再是一种纯知识的需要，而是始终服务于

现实分析和传播自己的思想目的。正是在这一

点上，就辩证法的问题来说，只是在任务变得迫

切、马克思本人没有精力完成它的情况下，恩格

斯才毅然地承担了它。《反杜林论》的创作直

接证明了这一点。”［３］３０２而这种“服务于现实”

的实质就是旨在把辩证法锻造成为“批判的武

器”，即要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最终实现人类

的自由解放。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和

革命的辩证法，揭示了资本危机和这种危机必

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规律，从而从根本

上为人类解放找到了一条现实道路———消灭私

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恩格斯在《终结》中同

样也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

的继承者”［１］２５８。也就是说，只有工人阶级才能

成为革命的主体，才能真正完成人类解放的使

命，他们才是辩证法的真正实现者。

　　三、词与物间距指称非法使用的伦

理后果

　　恩格斯在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

针对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对哲

学做了划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恩格斯

写道：“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

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

意义上使用的。”［１］２２４－２２５这就告诉我们，这两种

关于世界本原性问题的回答仅仅是两种思维方

式的区分。问题只在于认识主体选择不同的认

识方式，其实践作用各不相同，仅此而已。

从恩格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用语

来看，他更具有一种后来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

的味道，即拒斥形而上学的语义学观点。语词

在意义上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词与物并非一一

对应，相反，语词的意义是基于语句表达和语境

而产生的。恩格斯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

分，一旦成为党派斗争的原则，就会演变为一种

理论武器，就不再仅仅被视为思维方式的不同，

而是被建构成为不同阶级的政治立场。这样，

一种信念就被确立起来：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

的继承者，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

着先进生产力。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

研究，深切感到费尔巴哈哲学虽杂糅了唯物主

义与唯心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在对唯物主义与

唯心主义的理解上融入了道德价值取向。这种

做法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带来了许多麻烦，

特别是让唯物主义蒙羞。恩格斯指出，一旦

“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

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

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

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

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

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

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１］２４２。恩格斯这是在

告诉我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只是在

知识论语境中才有意义，它表明了人们头脑中

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反映关系，更进一步表达

了知识的生产方式。而一旦我们用已获得的知

识去透视世界的时候，我们最为关注的显然是

这种知识是怎样的反映，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仅仅限于知识论领

域，否则，对它们的使用就是非法的，也是无

效的。

恩格斯进一步认为，“观念同自己的物质

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

些中间环节模糊了”［１］２５３。就是说，不是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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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都能够提升为一种知识，观念与现实之间

的间距，可能会使得一些知识转化成为意识形

态，“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

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

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人

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

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否则，全部意

识形态就完结了”［１］２５４。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

对自己拥有的观念产生的根源有正确的认识，

意识形态也就终结了，而人们使用自己获得的

知识去认识与改造世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

标。恩格斯再次指认无产阶级为主体，“德国

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

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

哲学的继承者”［１］２５８。德国的工人阶级之所以

能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就在于在人类

历史发展过程中，德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使

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

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４］９。

可以说，德国工人阶级选择德国古典哲学，是历

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而完成这个使命的实质是

把哲学变成现实。恩格斯试图表明，知识的生

产者使得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基于对自身职位和收入的担忧，会把知

识转化为意识形态，与官方保持一致，以乞求自

身利益得到保护。而工人阶级在面对生产出来

的知识的时候，兴趣指向科学本身。因为工人

阶级的生存处境能够使他们超越外在于他们的

名和利的约束（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使得求

真意志与求善意志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会

运用基于这种统一确立起来的权力意志，争得

话语权和领导权，从而达到解放自身，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

总之，恩格斯对政治与哲学之关系的间距

性分析，使我们看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其

实质是一种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之间在知性上

的冲突，一旦把哲学与政治置于实践层面上，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

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

外观了”［４］７３。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

就构成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哲学与政治和现实

社会生活关系问题的一种思路，它为解决哲学

与政治的冲突，以及哲学与现实、政治与现实之

间的矛盾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间距性分析既

表明关系内在冲突和矛盾的正当与合理，又表

明解决矛盾的可能性。这种间距性分析为我们

正确把握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演化关系提供

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既为我们解构关系所

固化的结构又为我们建构新型关系提供了可

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格斯在《终结》中为我

们理解和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提

供了一种间距性分析方法，这为我们更好地理

解恩格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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