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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确立先进的阶级意识、历史主体意识，从而

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非常重要，对于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必不可少。学习马克思主义应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学会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问题、改造世界。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有立足人民群众历史实践主客对立统一的关系思维立场；

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立场；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革命的立场。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指那些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完整思想体系，并且

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观念和观点，如马克

思主义科学革命的实践观、主客对立统一观、真理观、矛盾观、辩证的否定观、发

展观、唯物史观、历史发展趋势观、社会进步观、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观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相联系而形成的一系列

哲学方法、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最为根本的实践和认识方法，是一套与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相联系，并与其相辅相成的哲学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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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周年和《共产党宣

言》发表１７０周年之际，我受邀参与相关纪念活

动，让我讲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

题。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题

目很大，要真正把它展开深入地讲，无疑需要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一个系统完

整的梳理与介绍，而要想在一篇文章中把博大

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讲清楚，这显然是非常不容

易的。我们知道，立场、观点和方法密切联系、

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人的立场和方法决定着

人的认识和观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决定着人

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认识和实践，而且观点

对人的立场和方法同样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制

约作用，它们是做什么人，怎样做人，按照什么

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做人的根本性问题，是

决定人最终达成与实现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的根本与核心。鉴于此，我这里拟对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一个基

本的阐述。

　　一、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掌握马克思

主义？

　　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３年１０月写的《〈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指出，“哲学把无产阶

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

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１］２１４。任何人如果没

有思想和灵魂，就如同动物或行尸走肉；任何实

践如果没有科学理论与正确认识的思想指导，

就是盲目的实践。无产阶级要从自在自发的阶

级上升为自觉自为的能动的革命的阶级，成为

推动历史前进的自觉的历史主体，成为埋葬人

剥削人、人奴役人的旧世界的掘墓人和解放全

人类的新世界的建设者，就必须掌握先进科学

的而且能为本阶级服务的思想武器，运用这个

思想武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使无产阶级真正

成为有自己阶级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的清醒自

觉的革命阶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圣

经”，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进行个人思

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

人生观、价值观，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运用

科学先进的思想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的思想前提。没有这样的思想和方法前提，我

们显然无法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无法实现

立场、思想和方法的科学的革命的转变，无法胜

任我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人的一生是短暂

的，生命也必然是有生有灭的，但只要他为人类

提供了科学真理，他的思想就可以光照千古、世

代不朽。马克思就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

家。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

现实性和巨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工

人运动的生动实践，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人类思

想的优秀成果，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矛

盾和发展规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完备、最严整

的真理体系，其思想蕴含着强大的自我革命力

量。马克思主义在同世界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

实践创造性结合的过程中，既发挥了强大的思

想指导作用，又彰显了其持久的强大生命力、内

生创造力和战斗力；而且伴随人类革命实践的

不断深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不断地实现着它自身的与时俱进，不断地在

突破它原来的时空界限和思想界限，业已成为我

们思想革命、社会革命乃至改造整个世界的思想

先导，发挥着日益凸显的越来越大的历史作用与

强大影响力。我相信，虽然我们的人生有限、能

力有限，但只要我们投身到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

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当中去，投入到为人类解

放而奋斗的历史实践中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

渺小而变得有价值、有贡献，从而进入到为亿万

人民群众所尊敬的人的行列中去。

　　二、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真经”必

须从了解马克思生平和他撰写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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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要读马克思主义

“真经”，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固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

盾，以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马克思，并为学习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方便，我们在这里简要地

介绍一下马克思的生平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

作。１８１８年５月５日，马克思出生于摩泽尔河

畔的特里尔市，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在伦敦逝世，３

月１７日被葬在海格特公墓，享年 ６５岁。从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开始，马克思即着手创建无产阶

级的思想理论体系，他与恩格斯合作，先后写作

了《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

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至１８４８年２

月《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创立。此后，直到１８５０年中

期，马克思重点关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

级反剥削反压迫运动，系统总结了欧洲资产阶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历史

实际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丰富完善了他的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阶级革命的初步结合。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

著作有：《雇佣劳动与资本》《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和《德国农民战争》。从１８５７年开始到

马克思逝世，这段时间马克思主要从事政治经

济学的批判和研究工作，并在１８６７年９月于德

国汉堡出版了《资本论》德文版第１卷。此后，

他精心整理修订了《资本论》第２卷、第３卷手

稿，仅１８７０年代马克思就先后写过７份《资本

论》第２卷手稿。这段时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创立时期。立足于从１８４３年底开始

直到１８４７年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

判，马克思系统展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并由此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时

这也是马克思深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重要时

期。他建立了第一国际（１８６４年），总结了无产
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了巴黎

公社革命经验，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

路与未来社会建设原则；他在成熟完善的唯物

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

义学说，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身份科学地指

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在这段时间的

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

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

论》第１、２、３卷，以及《剩余价值理论》《法兰西
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在世俗人的眼中，马克思有着良好的家庭

背景，他的祖辈、外祖母和妻子多是世代贵族，

属于上流社会，官宦书香门第。马克思才华横

溢，学富五车，他要想一生享受荣华富贵简直是

唾手可得。但马克思偏偏选择了为穷人和无产

阶级服务，为人类解放奋斗终生。他用毕生精

力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与罪恶，探讨人

类解放的道路与现实可能，给人类贡献了无法

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精神财富，提供了解开千

古历史之谜、光照万古历史黑幕的思想理论，实

现了自己思想的不朽，也因此牺牲了自己的幸

福和健康。他像从天上盗取火种给人类带来光

明与温暖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把自己投入地狱，他

像为了使人类摆脱罪恶升到天堂的耶稣一样把

自己送上了十字架，他为了让人类获得光明和解

放的真理而把自己置于最下层的贫苦社会阶层。

这注定了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一生贫困潦倒、贫病

交加，还不时受到来自统治阶级的迫害。当然，

也正是如此才使他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和人民群

众永远怀念和爱戴的精神导师与领袖。

　　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这些基本立场都有哪些？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创立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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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马克思的立场有着紧密联系，我们要从分

析马克思的立场来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其次才是思想

家与人类社会科学巨匠。这意味着我们要分别

对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作为思想家理论家的

马克思的立场进行历史的分析和认识。马克思

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经历了政

治立场和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后才成为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我们还必须把还没有

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与已经确立马克

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区别开来，从确立马克思

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及其理论著述来认识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的小学是在自己家里主要是由他的

父亲教授的。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

思，熟悉牛顿、莱布尼茨、洛克、康德、莱辛等人

的著作，在思想上倾向于理性主义，政治上倾向

于自由主义，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开明的自由精

神和极富哲学素养的知识培育影响了幼年马克

思。马克思父亲的好友和邻居冯·威斯特华伦

男爵（燕妮的父亲），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

主义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经常以讲故事的形

式向幼年马克思和燕妮传授历史和文学知识，

使马克思从小就有很好的文学素养。１８３０—

１８３５年，马克思在自由主义思想活跃的特里尔

中学读书，从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里，我们可以

看出，马克思这时所确立的立场是为绝大多数

人服务。１８３５年１０月—１８４１年４月，马克思

进入大学的学习阶段，这时的马克思在政治上

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在思想

上则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

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马克思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

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

别》，１８４２年２月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

查令》（该文署名莱茵省一居民，以德文发表于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１８４３年版第

一卷），１８４２年１０月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

辩论》，１８４２年１２月底—１８４３年１月中旬，写

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后两篇文章均发表于

《莱茵报》，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共

有１４篇），是他的上述立场的证明。这说明从

１８３５年１０月直到１８４３年春，马克思基本上是

站在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

自由主义立场来认识和看待现实世界、选择自

己的政治立场的，思想上比较强调个人自我意

识自由、理性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政

治上同情支持下层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主、土地

所有者和官僚统治。从１８４３年３月马克思辞

去《莱茵报》主编回到书房批判黑格尔法哲学

开始，一直到１８４４年１０月，马克思在这一段时

间，政治上虽然仍然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但开始向工人阶级转变。即便这时

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说话，因为他这

时还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没有

与旧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划清界限，

同时也没有与思辨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划清界限，他依然是站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抽

象人道主义甚至是思辨哲学的立场来为工人阶

级说话。这说明当时他的工人阶级立场实际是

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与束缚的自在自发的工人

阶级立场，而不是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立场。

从政治立场上说，马克思当时是在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工人阶级空想社

会主义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而从哲学思想立

场来看，马克思是采取了超越唯物唯心的费尔

巴哈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哲学立场，

以及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自发的“粗陋的共

产主义”立场。而只要工人阶级仍然依附于资

产阶级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和束缚，也就

绝不会有自觉自为的有自己阶级意识的工人阶

级。马克思这一时期写的著作有《克罗茨纳赫

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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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问题》、《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自在自

发的工人阶级立场和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立

场出发，借助法国、英国、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学说，以及魏特林、赫斯、蒲鲁东和恩格斯当时

发表的著作，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的局限性；从雇佣劳动和工资、资本和利润、土

地所有权和地租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证了资本主

义的财富生产和分配；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

异化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

自由本质的复归，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

义，是对私有财产和宗教的积极扬弃；在最后一

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逻辑学和

整个哲学作了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更为全

面而深刻的剖析，指出黑格尔的自然、人、思维、

国家和法等都是超验性的自我意识抽象思辨的

结果，毫无感性的现实性与经验实证的证明。

马克思认为，正是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

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为批判英法

国民经济学“打下真正的基础”［１］２２０。这充分表

明马克思至写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依

然没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划清界限，同时也没有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

义划清界限，没有真正告别一切均从人的抽象

理性或抽象思维的人的“类存在”“类本质”出

发，按照从人的类本质到人的异化、再到人的本

质复归于人这一思辨唯心主义逻辑来认识人和

人的社会历史过程。而只要还没有与思辨唯心

主义和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划清

界限，马克思就绝无可能真正站到自觉自为的

无产阶级立场、站到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

产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

然而马克思的上述情况至１８４５年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经过写作《神圣家族》《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和直到１８４７年１月才最后完成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经过对思辨唯心主义哲学

立场、哲学思维方式、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理论

原则和哲学理论宗旨的一系列革命与变革，马

克思完成了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一次伟大革

命，与思辨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抽

象人道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从而最终确立了

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彻底的唯物主

义哲学，也就是被我们今天称为实践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这时马克思的立场才真正转到自觉自为的

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并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从自

在自发的阶级转向自觉自为的阶级所需要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武器。

从马克思逐渐成熟发展起来的完整系统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显然应包含下述几个方面：

（１）从一般的思想认识立场说，它是从抽象的

超人、超历史、超自然的，感性直观的自然人立

场转向现实的个人和人民群众、人类历史实践

的立场，从主客二元分立的实体主义哲学思维

及其立场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与客体、主

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以

实践为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思维；（２）从政治

立场、阶级立场说，它是从利己主义的“市民社

会”———即仅从个人自己私利出发的个人利己

主义立场转向将个人和集体、和人民群众、和整

个人类的解放统一起来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立场，从貌似超阶级的客观中立的立场明确转

向有自己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立场；（３）从

哲学派别的立场说，它是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

与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立场转向彻底的一切按

事物本来关系和面目，客观如实地认识理解事

物及其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

践唯物主义立场，这样才促使马克思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立足于人民群众和人类历史实践，在

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不断发展提高我们的思维

和认识基础上来认识和改造世界；（４）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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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说，它是从仅仅满足个人利益、特殊利益

集团特殊利益需要的“改朝换代”半截子革命、

单纯政治革命的立场转向消灭私有制、消灭一

切阶级差别、以整个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彻

底革命的立场，马克思主张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

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造，正是他这一立场的体

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一系列科学

方法、科学研究对象、科学理论观点和改造世界

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宗旨的确立，正是马克思在

实现上述立场的根本性革命转变基础上达到的。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后

现代”思想代表人物为代表，他们对马克思思

想比较感兴趣的大多是马克思１８４４年之前的

思想，极为推崇《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

们想借此把马克思主义纳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现代性批判”范畴中，想把马克思主义自觉自

为的工人阶级立场和科学共产主义立场拉回到

马克思早年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拉

回到超越唯物唯心、超越阶级、超越不同政党和

派别的所谓“客观中立”立场，以此来阉割马克

思主义科学革命的思想灵魂，而把彻底革命的、

彻底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称为“传统的马克

思主义”，称为“没有学术性的僵化的马克思主

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实用主义哲

学家胡克甚至认为，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的

“第二次降世”，“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

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

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

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

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

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

息”［２］。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德曼在《新

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说：“这个马克思是现实

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他脱离了哲学唯

心主义，但这没有使他把物质的最高现实性与

虚构的思想的现实性对立起来。不如说，他使

这两个现实性服从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既积极

又消极、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总体的生活现实。

他既把物质原则，又把精神原则看作是统一的

总体的生活过程的现象。”［３］总之，他们是想把

马克思主义拉回到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资产阶

级人文主义、抽象人道主义思想阵营，并按照资

产阶级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自

由主义思想面貌来改变马克思主义，使其不再

能充当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四、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这些基本观点包括哪些？

　　马克思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历史事件，遇到

了很多实践与认识问题，因而他在不同历史条

件和思想语境中会有许多自己不同的看法、说

法和观点，并不是他的所有观点和看法都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那些与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和完整的思想体系相联系而密不可

分，并且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统

一原则、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精神的观念，

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构件的思想观

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台机器缺

少了关键部件和零件，它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

完全瘫痪。就如同机器那样，马克思主义缺少

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它就不再是马克思主

义，不能表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和作用，

也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和特质。譬如，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人类历

史实践来认识观察世界，形成了一系列来源于

人民群众实践又高于人民群众实践、能够指导

实践的哲学世界观理论观点，形成了认识与反

思批判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系列唯物辩证法、历

史辩证法、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思想，并由此构

建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完整的彻底的哲学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批判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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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类历史实践的现实生活

世界哲学观，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知识观、

真理观，人民群众的实践观、历史观和价值观；

从阶级国家、政治国家再到人民国家的国家观；

矛盾是一切关系的本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

源泉，各种矛盾相互制约和影响，主要矛盾影响

决定次要矛盾的情形和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

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事物发展与

社会发展都遵循着由量变到质变、由具有必然

性合理性到逐渐失去其必然性合理性的客观规

律，而且遵循着辩证地否定这一规律；在更高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生事物必然战胜逐渐失去其

存在必然性合理性的旧事物；人的社会存在决

定人的社会意识和观念，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权利观、生产劳动观、经济观、政治观、法律观、

军事和战争观、宗教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观

念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

而社会意识和意识形态观念反过来又通过人的

实践对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具有巨大

反作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推动力量，

劳动者是最根本的生产力，阶级斗争和人的关

系变革、观念变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

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基

础，社会能否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不仅取决于其

客观历史条件的成熟，而且取决于有没有革命

的阶级、革命的力量、科学革命的理论武装和革

命队伍的组织程度；人要不要革命、以什么样的

态度来对待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不仅取决于

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存在，取决于他们

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而且取决于他们有没

有清醒的阶级意识、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不

是清醒自觉的社会历史主体；唯物史观和剩余

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石，而

构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一系列理论观

点显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阶级的存

在仅仅同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

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

阶级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共产党就是组织

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

装起来的革命先锋队组织，消灭私有制，消灭一

切阶级差别，实现人类彻底解放，这也是共产党

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

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就要进行社会主

义的不断革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手段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

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同这些生产关

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由这些社会关

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４］。所以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必须与传统的私有制生产关系，以及与这

种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和一切旧的观念

彻底决裂。工人阶级个人和共产党人作为有清

醒阶级意识、历史使命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的

人，他们没有超越广大人民群众和整个工人阶

级的整体利益的特殊私利，没有与共产主义远

大崇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相冲突、相矛盾的

个人目标和阶段目标，绝不追求凌驾于整个工

人阶级与人民大众之上的所谓个人独立的人

格、自由人权与特殊利益，而是身体力行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原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以上观点显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缺

少了它们，就无法构成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

思想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

结论，更不能发挥其指导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作用。

近些年，一些人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煞费苦

心，他们处心积虑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和基本观点，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许

多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是他们否定的重点目

标，而且往往打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

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譬如，他们说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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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而抽象的价值很难衡量与度量，实际上

是包括“死劳动”（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各种

“劳动”都参与了商品生产和价值创造，而且是

商品交换推动了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剩

余价值或利润就是企业家投入的“死劳动”（物

化劳动）和企业管理而获得的劳动收入和报

酬。所以，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

现象就被他们完全否定了。而在唯物史观方

面，他们则主要是以庸俗的旧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心史观来诠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歪解为机械的历

史决定论或单线直线历史发展观，打着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旗号消解与否定唯

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又如，他们说彻底的自然主义就是彻底的

人道主义，而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历史唯物

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加

上“交往实践”“地理空间”“生态”等词汇，好像

这样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创新！但发展

创新是新加几个词或概念就能够做到的吗？加

几个词就能超越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而抛弃马

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吗？什么是

“交往实践历史观”，仅仅是“交往实践”而缺少

了马克思唯物史观那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基本观

点，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吗？什么叫“地理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理解？讲历史唯物主义

既是地理的、历史的、空间的、生态的还是其他

什么形式的，这是不是以某特殊的形式以偏概

全来庸俗化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与否定历史

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念？假若有人非要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加上什么“伦理”“生态”“宗

教”“有机”“人道”“价值”“过程”或其他什么

东西不可，那会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怎样的变化、

发生什么实质性改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唯物史观前乱加修饰词的人，想到如此会导

致一种什么后果吗？那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

作任人理解、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吗？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然是丰富多彩的、

科学现实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不仅

揭示了社会历史中居基础地位、起决定作用的

因素，也揭示了其他各种构成因素及各因素的

交互作用，证明了具体历史过程是历史各种构

成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了多重历史主客

体在具体历史实践、历史事件中的相互作用关

系及它们的相互交融，包括不同历史主体甚至

不同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各种社会

矛盾、社会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直

接动力、基本力量、各种历史合力的作用，以及

历史本质与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

识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客观如实地反

映与揭示社会历史真实面貌的历史科学，绝不

是什么简单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或几种社会形态

由低级到高级直线发展论所能概括说明的。反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实际是在不读原著的情

况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简单机械的教科书式庸

俗化理解，然后再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和他们的

庸俗理解来攻击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任意歪解

与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我们认为，无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还是历

史唯物主义中的“物”，都已经包含着历史的特

定实践关系、时空关系与人生产生活的各种历史

环境和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加上任何界定

性概念，都显得多余而且容易发生误解。有些人

现在正是利用这一手法来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学说，来制造理论混

乱，来否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里得出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论。

这些年我们学界受社会大环境影响，西方

搞什么，我们就跟着搞什么，他们怎么说，我们

就为争取国际影响也跟着他们怎么说，各种所

谓的“创新”全是在人云亦云而不是在真正地

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际是跳进人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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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理论陷阱陷入误区。譬如，“生态马克思

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宗教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

马克思主义”“分析实证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

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

马克思主义”“诠释学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什

么“绿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居然可以丢

掉革命去掉红色而变成对资产阶级绿色无害的

东西），真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好像

无论资产阶级不管有什么哲学，它们都可以与马

克思主义结合，而且可以用来嫁接与改造马克思

主义，这简直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千变万化的

万花筒和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啦！

　　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

法？马克思主义有哪些基本方法？

　　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

法”，当然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所理解的工作

生活技巧类方法，而是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维方式相联系而形成的一系列哲学方法、理论

研究方法，以及最为根本的实践和认识方法。

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哲学家们将自己的思

维方式和方法原则性地予以理论加工使之上升

到哲学理论层面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具体实

践和认识的思维方式、方法显然局限于人们的

具体实践层面，不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原则性和

一般普遍性。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哲学，

实践之所有能够成为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人

的实践，关键在于哲学和实践中渗透并包含着

人历史地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和方法，有着属

人的社会历史性质和个体主体性差别。而哲学

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与一般意义的科学研究方

法、工作方法、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具体思维

方式和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以哲

学的视野来对事物进行考察的最为根本的思维

方式和方法，是在总结反思一系列具体的思维

方式方法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系列与哲学世界观

理论建构紧密关联的、具有一定原则性的思维

方式和方法，以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之系统

的方法论来予以表述，而后者则要自觉不自觉

地接受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指导与规范。

人们不断以哲学的理论视野来总结反思具

体实践、具体认识和具体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

式和方法，这样就形成了不断发展创新的哲学思

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思想体系。从哲学发展史

来看，作为构建不同哲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大体有

古代逻辑综合哲学思维方式、本体论哲学思维方

式，近代主客二元分裂对立的知性哲学思维方

式，以客体为中介的现代西方哲学主体际关系思

维方式，后现代非主体、非本质、非理性、非逻辑、

非决定论现象学哲学思维方式，以及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不是要坚持和发展旧哲学，而是要

从根本上彻底告别旧哲学、超越扬弃旧哲学。

只有马克思所创建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方

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最伟大革命与变革，

真正使哲学立足于人类实践对人类现实生活世

界本质关系做出了科学说明，才使哲学真正具

备了其现实生活的基础和哲学对于生活实践的

反思批判与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

式和方法也是在总结批判人类已有思维方式和

方法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所开

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经历了哲学思维方式

和方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系统完

善的理论化思维方式、思想原则和方法论思想

体系，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的实际思想发展历

程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予以深入

系统的研究。

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套一成不变、

尽善尽美的原理和公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

本身就包含着科学的革命的思想认识方法与研

究说明问题的一系列科学方法。恩格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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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

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５］这说明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从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和思想理论观点中学习掌握它认识和改

造世界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最为根本的哲学方法就是一切从人

民群众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实践之实际关系出

发，实现理论与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统一与结合，

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中把握人类实践关系的

本质和人与现实生活世界关系的本质，科学揭

示其中的各种矛盾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源

泉，以及历史本质规律性联系和历史发展趋势，

为人类解放指明历史条件、路径、方式方法和手

段。马克思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后者

即思维和认识的辩证法）按照它们本来的关系

统一起来所创造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历史辩证

法理论、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理论，是对黑格尔

唯心辩证法的颠覆性扬弃，是马克思哲学方法

论的基本内容，它们不仅体现着马克思根本的

哲学方法要求，也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特

征的最为根本的方法。另外，马克思对历史条件

和历史过程的发生学分析、矛盾分析、量变与质

变关系分析、因果关系分析、现象与本质关系分

析、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关系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

主客体关系分析、整体与部分关系分析、普遍性

与特殊性关系分析、可能性与现实性关系分析、

理想与现实关系分析、阶级分析、差异比较和历

史比较分析，也都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

其中，历史分析方法尤其重要，它包括运用

以上各种关系来分析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历史

路径、历史因果联系、历史的本质规律与历史发

展趋势，并运用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其中历史本

质的方法、历史的回溯分析方法、历史的批判性

解构和批判性建构的分析方法等系列方法，而

且要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这样才能为我们创

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为我们理解马克思

主义整体理论体系服务。归纳、演绎、分析、综

合的逻辑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是与历史的方法

结合起来使用的，但这种逻辑方法与马克思的

理论叙述的逻辑方法是有区别的，限于篇幅，我

们在此暂且搁置不论。可以说，在马克思一系

列分析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中，唯物辩证法的

关系分析和实践认识论的科学实证分析认识方

法始终是居核心地位而贯穿始终的。以毛泽东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群众路线

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

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而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应用典范。当然，马克思

的哲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有时是系统地交织在

一起并按照科学的组合原则综合加以运用的，

有时又是根据各种方法的适用对象分门别类地

形成不同的方法系列应用于他的理论研究及其

理论阐发的，需要我们辨析并排除后人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些误解，结合马克思思想

实际而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和

哲学方法论的真实思想内涵、逻辑构架和方法

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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