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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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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同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达尔文基于对物种起源的研究，展示了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动摇了

“上帝创世说”的理论根基；马克思基于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创

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

一条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以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在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１７０年来，乾坤旋转，物换星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沧桑巨变。在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除《共产党

宣言》外，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占有重要的历

史地位。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立者

之一，恩格斯在该讲话中仅仅用了一千多字，就全面、深刻、简洁、精准地概括了

马克思伟大的一生，评价了马克思对国际无产阶级、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从

而毋庸置疑地树立起马克思“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史上第一伟人”的崇高形

象。《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理论价值更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基于对德国古典

哲学的研究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发现唯物史观的；是基于对英国古典经济学

的研究，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发现剩余价值的。基于这“两大发现”，马克思的社

会主义从欧洲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迷茫中脱颖而出，

将社会主义思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及其在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是运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

创举和成功实践。作为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等生”，中国的成功经验对

于推进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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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此刻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

前的讲话》正当其时

　　２０１８年５月５日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
想家卡尔·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纪念日。由于
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者、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

导师，因而这一天也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无产

阶级的盛大节日，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

伟人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既有必然性，

也有偶然性。马克思主义对“英雄史观”是否

定的，但充分肯定英雄、伟人对于人类社会、对

于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什么是伟人？回答这

一问题，既与人们的认识有关，更与人们的立场

有关，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国际史

学界对于“伟人”还是有共识的，这种共识基于

被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誉为“历史学教父”的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４８４———前４２５）
及其９卷本的史学巨著《历史》。希罗多德认
为，所谓伟人，就是能以其个人的发现、思想或

业绩造福人类、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意大利—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位已被

黑暗的中世纪遗忘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学教

父”，其９卷本的巨著《历史》也于１６世纪正式
出版面世，随即便被欧洲乃至世界史学界奉为

圭臬。希罗多德的《历史》对于近现代史学界，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尤其具有方法论价值，其

“伟人观”更是如此。根据希罗多德的“伟人

观”，一个人以其观察和研究而最先发现了关

于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

的秘密，从而获得了真理并将这一真理（秘密）

告知人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这个人

就是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根据希罗

多德的伟人标准，近代发现天体运行规律从而

推翻了“地球中心论”的哥白尼、发现自然界物

体运动规律从而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的牛

顿、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了“生物

进化论”的达尔文等，就是这样的伟人。

但是，社会与自然界相比要复杂得多；而阶

级社会又远比非阶级社会复杂———在阶级社会

中，许多真与假、是与非、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

恶等诸如此类的认识与判断，往往被功利尤其

是被阶级利益所浸淫，因而被弄得面目全非甚

至完全颠倒。所以，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关于人
类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关于阶级社会的矛盾

及其解决、关于人世间的不平等及其消除等攸

关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世人仍然是一头雾水，全

世界的无产者都无例外地在资本的剥削和压迫

之下呻吟，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中，看不到光亮，

因为不知道洞口在何处。显然，要从根本上改

变这种状况，首先就要有人透彻地认识到并敢

于冲破重重阻力说出其中的秘密。今天我们终

于知道，正是在这个事关无产者和人类命运的

问题上，卡尔·马克思作出了彪炳人类史册的

贡献———他基于自己的“两大发现”，创立了科

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无产者和全人类指出了一

条永远不再受剥削和压迫、永远摆脱屈辱和贫

穷、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从而人人都能自由发

展的共产主义大道。为此，马克思整整奋斗了

一生，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终因贫病交加，

“于人生之盛年，倒在了自己事业的中途”（但

丁《神曲》）。马克思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

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博大精

深的思想和崇高伟岸的人格都将永垂不朽———

世世代代地为全人类所怀念、敬仰和学习。

１８４８年出版《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尚不
足３０岁，此时的马克思已相继发现了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

主义；１８８３年马克思逝世时６５岁，此时国际工
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已成燎原之势。

在４０年的革命生涯中，与马克思或朝夕相处、
或心心相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同为１９世
界最伟大的思想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者

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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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他与马克思是“两个身体，一个大脑”

（见第一国际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女婿拉法格

的《马克思传》）。惟其如此，正如两千多年前

柏拉图最好的学生和继承人亚里士多德唯一有

资格在追悼会上评价其恩师柏拉图，恩格斯顺

理成章地也成为在马克思墓前深情追忆马克思

的一生、全面评价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对

马克思“盖棺论定”的唯一合适人选。值此卡

尔·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之际，重读恩格斯于
１３５年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于我们正确
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之于人类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事业的深远意义，正当其时。

　　二、听恩格斯说马克思：马克思是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据几年前的《参考消息》报披露，西方的出
版史学者根据调查统计，说自从出版业问世以

来，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且最广的书有３本，分
别是《圣经》（《新旧约全书》）、《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含４卷本的《选集》、２卷本的《文集》）和
《毛主席语录》（含西方出版的《毛泽东语录》）。

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都说不上是西方出

版商的朋友，这一统计是可信的。

１９９９年６月６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曾
在德国读书、教书１０年并遍历欧洲诸国的世界
比较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曾对笔者说，人种的

肤色、拼音的文字、《圣经》的宗教、文艺复兴的

文化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是西方文明

的５种“黏合剂”，正如５０００年中华文明是被黄
皮肤、方块字、四书五经特别是《论语》和《道德

经》等黏合在一起是一样的。［２］这样看来，《圣

经》被列为世界已发行的出版物数量之首是不

奇怪的。至于《毛主席语录》，其印数逾亿册、

位列全球印数第三位也能被人理解，因为它发

行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文革”，又面对彼时

的１０亿人口。与《圣经》和《毛主席语录》相

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累计印数和发行量

位居世界第二位，是一个值得世人深思的问题，

它至少表明：尽管这两位“资本主义制度的掘

墓人”（列宁语）并不讨西方资产阶级的喜欢，

但他们作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地位是

举世皆认同、无人能撼动的！

作为１９世纪最博学、最伟大的两位学者和
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浩瀚、著作等身，其

中有宏篇巨著，如《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

内战》等，也有体量虽小但容量极大的袖珍精品，

其中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就是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亦称《费尔巴哈论纲》）

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

格斯的著作，苏联、中国和东西方其他国家先后

编辑、出版了多种版本，有几十卷本的“全集”、４
卷本的“选集”，也有１０卷本的“文集”，但无论
是何种版本，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都是“全集”

“选集”“文集”中不可或缺的，由此可见其在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重要位置。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以下简称《讲

话》）是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７日在伦敦海格特
公墓安葬于３月１４日逝世的马克思时，用英语
即席发表的讲话，实为悼词，原无标题，目前的

标题是后人加上去的。这个讲话是在一个特别

重要的时刻面向全世界发表的、具有重大理论

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讲话———对于正在沉痛

哀悼的世界无产者、对于正在弹冠相庆的世界

资产者，这个讲话都是一个庄严的宣示：由卡尔

·马克思开创并领导的旨在解放全人类而首先

是解放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会因其创

立者马克思的逝去而终止，国际无产阶级和共

产党人将会继承他的遗志、在他开辟的科学社

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直到完全实现《共产

党宣言》所确定的目标。

恩格斯的《讲话》虽然只是一个即席发表

的悼词，全文不超过１５００字，但包含了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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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阐述了极深刻的主题———《讲话》从多

个侧面全面、深刻、简洁、精准地概括了作为理

论家、思想家、科学家和革命家的马克思的一

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

人类的伟大贡献，从而毋庸置疑地树立起马克

思作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崇高形象。

《讲话》中，恩格斯首先肯定了马克思的第

一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

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一规律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

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

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

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

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

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

得相反。”［１］５７５在这段话中，恩格斯高度概括地、

极其精练地表达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即历史

观：生产关系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在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作为基础的生产力拥有对

生产关系的解释权；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中，作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拥有对上层

建筑的解释权。这就是说，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说始终居于支配地

位。这一观点之所以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是

因为“过去……做得相反”［１］７７６。此前数千年人

们的历史观尽管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是唯

心主义的，其共同的特征是颠倒物质与精神的

关系、贬低乃至完全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这一事实，因而完全歪曲了历史的本来

面目。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是对数千年来完

全错误的唯心史观的拨乱反正。

《讲话》中，恩格斯将剩余价值规律列为马

克思的第二大发现：“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

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

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

在黑暗中摸索。”［１］５７６在这段陈述中，恩格斯简

练、精准地表述了马克思毕其一生所追寻的资

本主义经济的秘密，尖锐地指出资本、雇佣劳

动、商品及其流通等，其最终指向和终极目的就

是追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并不是由作为

“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创造的，而是由资本家

购买的、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在“剩余劳

动”时间里创造的，但被资本家占有了、拿走

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在马克思

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

批评家也都进行了长期研究，但是，或是出于资

产阶级的偏见，或是出于认知能力的不足，他们

都不能辨别雇佣劳动中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

动、资本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即使他们中

的佼佼者———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亚当·斯

密和大卫·李嘉图，其研究成果也仅止步于

“劳动价值论”，未能发现“剩余价值”。此后，

正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

成果，另辟蹊径，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资、价格和利润》《资本论》等，层层剥去了

“工资”这块蒙在“剩余价值”上面的遮羞布，露

出其血淋淋的真实面目，从而将资本主义剥削

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历史学教父”希罗多德认为，识破并说破

世间大秘密的人都是伟人。所以，识破并说破

天体运行之秘密的哥白尼、识破并说破有机界

和人的秘密的达尔文、识破并说破自然界和物

体运动之秘密的牛顿等，无疑都是人类中的伟

人。与蒙昧时期（史前时代）、野蛮时期（原始

社会）相比，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便进入了“文

明时期”［３］１７－２３，从而不再“蒙昧”、不再“野蛮”

了。这个“文明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前后有

近万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不再用“不蒙

昧”“不野蛮”作为“文明”之标准，而用“自由”

·４１·



刘西琳：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重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平等”作为“文明”的尺度，那么，这近万年的

“文明时期”却是很不“文明”的，因为存在了

５０００多年的奴隶社会、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会、
４００年左右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有剥削、有压
迫、贫富尖锐对立的阶级社会。这些社会的发

展阶段不同、阶级存在不同，但都具有私有制这

一共同的基础和本质———私有制是阶级社会一

切罪恶之渊薮！惟其如此，识破并说破阶级社

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宣称“共产主

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就是“消灭私有制”［４］２７１的马克思，被恩

格斯称为“科学巨匠”“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乃是实至名归。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都是石破天惊的发

现，其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之巨大，怎么评价都不

为过。在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进行阐述和

作出评价之后，恩格斯在《讲话》中接着说：“一

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

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

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

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

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

辄止。”［１］５７５

接下来，恩格斯在《讲话》中重点论述了作

为“科学巨匠”的马克思对于科学的贡献和作

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对于“创立伟大的国际工

人协会”、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对

“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贡献。马克思

是第一个认识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

作用的、革命的力量”［１］５７５的思想家。他在《机

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对作为产

业革命象征和现代工业心脏的“机器”作了精

辟的分析，其见解受到曾任国际工程师协会首

任主席约翰·布劳恩的极高评价。作为无产阶

级革命家，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

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由于马

克思的不懈努力，国际无产阶级才第一次“意

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

条件”［１］５７６。

马克思之伟大，不仅在于其重大的科学发

现和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贡献，还在于

其具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伟大人格。恩

格斯在其《讲话》中真挚地、动情地对马克思的

人格作出了崇高评价：鉴于马克思毕生从事推

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事业，“马克思是当代最遭

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

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

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

但是，“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

一样轻轻抹去”［１］５７５。马克思是全世界资产者

共同的敌人，与此同时，他也是全世界无产者共

同的朋友。“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

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

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

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

敌。”［１］７７７－７７８所谓“私敌”，顾名思义，就是基于

私利或私怨而结成的敌人，因为在一个私有制

社会里，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所以，只

有那些超脱了“私利”、远离了“私怨”的人，才

没有“私敌”。这种人内心干净得纤尘不染，灵

魂纯洁得如同水晶，在世间是少之又少的，其难

寻之程度恰似寻找“凤毛”和“麟角”，故东西方

均称其为“圣人”。在恩格斯和世界无产者心

目中，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圣人”———

“为人类而工作”的马克思“没有任何同整个无

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４］２６４。

马克思因无“私利”、无“私怨”而无“私

敌”———他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伟人！

《讲话》是中外千字文经典中最伟大的作

品，它仅用千余字就情文并茂地将马克思在人

类史上最重要的“两大发现”及其与科学社会

主义创立之关系、从而将一个极其深奥的理

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与关

系，演绎得丝丝入扣、严谨通透，因而具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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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力和令人心悦诚服的说服力。

一字千金，成就了千古绝唱！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拜读这篇《讲话》了，只

记得每当读时都情不自禁、热血沸腾：对于马克

思，《讲话》是沉痛的悼词；对于资产者，《讲话》

是讨伐的檄文；对于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受剥

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讲话》犹如第二个《共

产党宣言》。惟其如此，还记得每当面对恩格

斯的这一《讲话》，总会想起两千多年前柏拉图

和色诺芬在其师苏格拉底墓前的誓言，想起亚

里士多德在其师柏拉图灵前的悼诗，想起诸葛

孔明在其主刘备死后那篇声泪俱下、誓师北伐

的《出师表》。历史如此这般高度的相似，无非

是在昭示后人：生做人杰，死亦鬼雄；思想不灭，

虽死犹生！

　　三、唯物史观的发现及其对创立科

学社会主义学说之意义

　　马克思并非无产阶级出身，“他的父亲是
一位律师，犹太人，１８２４年加入新教。家庭是
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５］。其夫人燕

妮系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千金，乃世袭贵族，是普

鲁士（当时德国尚未统一）上流社会的才女；其

妻兄冯·威斯特华伦是普鲁士国王御前的内务

大臣。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马克思接受了从

小学、中学到大学普鲁士最好的教育，按照常

规，他本来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上流社会，做官、

从商，或从事科学、教育事业。就其本人的志趣

而言，他原本是想做一名学者或大学教授的。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之所以未落入一般读书人

“学而优则仕”的巢臼，而反其道埋头于对资本

主义的研究，与其大学时期倾心于德国古典哲

学，先后服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以及后来根据恩格斯的提示和建议倾

力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直接相

关。１８４１年，时年２３岁的马克思从柏林大学
毕业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５年，时年 ２７

岁的马克思已经完成了被恩格斯称赞为“包含

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同恩格斯合写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的历史任务，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位成

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者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家、

革命家，一位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

华丽转身，仅仅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就一位

伟大思想家的成长而言，这是一个奇迹；就无产

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言，这是一个福音。

１８世纪下半叶至１９世纪上半叶，盛行于
西方的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于大哲学家康德，繁

荣于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黑格尔，终结于彼时

较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德国古典

哲学的最大成果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分别与唯心主义和形而

上学脱不了干系，但“本质上是革命的”，所以

分别作为“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被马克思

和恩格斯所接受，而后他们对其加以改造，创立

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

世界观的根本变革。

哲学是最早形成的、人类用于认识自然界

和社会的工具，它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认识

论和方法论，其认识的结果就构成了人的世界

观，而世界观的正确与否则决定着人们对于事

物的观察、分析、判断和所作结论的正确与否。

所以，对于同一事物或世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的哲学看到的是一个样子，唯物主义和辩证

法的哲学看到的又是一个样子。对于哲学，多

数人是日用而不知，明明身在其中，却不知其

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人们思维的这种混沌状

态常常导致其对事物的错误认识，其中包括对

自然界的错误认识、对社会的错误认识、对自己

和他人的错误认识、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错

误认识。所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

立，首先从清理旧哲学开始，当然，重点是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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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最接近真理的、含有“合理内核”和“基本

内核”的德国古典哲学。

从公元前７世纪古希腊政治家、思想家梭
伦至近代早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

然界，其自然观就是其世界观，所以，哲学被认

为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或知识体系。这个

世界观事实上由两大部分构成，即认识论和方

法论。认识论是“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对自

然界现象的了解”，它是哲学的基础，即“理

论”［６］２４６；由于在“物质与精神谁为第一性”这

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其下形成了两大派别，即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对自然界现

象的看法，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认识这些现

象的方法”［６］２４６，它是哲学的工具，即“方法”；

由于在“世界是运动、发展的还是静止、循环

的”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其下形成了两大

派别，即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纵观人类的认识

史和思想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

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扭曲了的哲

学，其对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

认识是不科学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而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作为一种其看法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

哲学，其对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

的认识是科学的，因而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复

杂的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原因，作为人类认识事

物的正确理论与方法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从来

没有实现过统一，即使集西方哲学之大成的德

国古典哲学也未能实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

一———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同唯心主义“同

居一室”；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同形而上

学“住在一起”。所以，黑格尔以具有革命性的

思想方法，却得出了极其保守的政治结论；费尔

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

义的权威，却“将小孩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了”，他丢掉了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最宝贵的

东西———辩证法。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

一这一重大使命，历史地落在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肩上。

马克思开始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志向是做

一名法学教授，而且也做好了赴任的准备。由

于在大学毕业前后其思想先后受到黑格尔和费

尔巴哈的影响，其志趣很快由法学转向哲学，先

是加入“青年黑格尔左派”，一段时期后，又投

入“费尔巴哈派”。这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在思

想方法上倾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摒弃其唯

心主义；在理论上即思想体系上倾向于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但摒弃其形而上学。其在哲学

思想上的矛盾显而易见。这一点，马克思自己

也觉察到了，于是他决心对此进行清理，这一决

心由于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同恩格斯的会见而得到
了加强，从而变成了两人的共同行动。当年他

们合著了《神圣家族》，批判了他们自己曾经身

在其中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并首

次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

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次年，马克思因参加革命

活动被逐出巴黎，迁居布鲁赛尔。在这里，他着

手清理费尔巴哈哲学，打算写一本书对其进行

系统的、全面的评述，批判地肯定其唯物主义，

否定其形而上学，为此他首先写出了一个纲要，

这就是被恩格斯赞颂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

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该提纲仅有１５００字左右，列出了１１个
问题，有的问题短到只有１行字，却点出了费尔
巴哈哲学———更不用说低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的其他唯物主义———的缺陷，从而可以清晰地

看出自己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即辩证

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区别。１８４５—１８４６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

识形态》一书，继续清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

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论证了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揭露了德国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第一次提出无

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１８４７年，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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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对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流

派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与此

同时，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向前大大

地推进了一步。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
马克思恩格斯着手起草该同盟的纲领。该纲领

最初定名为《共产主义原理》，以问答形式出

现，由恩格斯执笔写出初稿。当年１２月，马克
思停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与恩格斯一起全力投

入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工作。两人先是

商定将《共产主义原理》改为《共产主义宣言》，

后又决定将《共产主义宣言》改为《共产党宣

言》，将其作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

纲领———理论基础和斗争策略。《共产党宣

言》以《共产主义原理》做基础，《共产主义原

理》的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

《共产党宣言》是集两位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截

至１８４８年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所
有研究成果之大成。

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
思的哲学学说即世界观学说的日臻成熟，其中，

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最为精彩，唯物史观

的三大支柱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生产力是历史前进的最终推动力、人民群众是

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跃然纸上，为随后剩余

价值的发现提供了哲学工具，为再后科学社会

主义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四、剩余价值的发现及其对科学社

会主义学说创立之意义

　　就在马克思专注于对青年黑格尔派、对费
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清理的同时，青年恩格

斯由于职业原因来到了英国产业革命的策源地

曼彻斯特市参与经营一家其父亲参股的纺织

厂，并在此后由办事员一直做到股东，成为老

板。在这里，恩格斯目睹了工人穷苦的生活状

况，阅读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其观

察、研究、分析的结果，就是１８４５年出版的世
上第一部揭露工人阶级真实生活的《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恩格斯通过该书使全世界无产者

明白：除了社会主义，他们再没有其他的出路

……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

目标，才会成为一种力量。［３］２７１－２８７这是该书的

基本思想。此前一年，１８４４年恩格斯在马克思
（和卢格）主编的刊物《德法年鉴》上已发表过

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用社会

主义观点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乱

象，认为那些乱象都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后来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说道：

“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

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事实正是如此：马克

思拜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支点是数学，鉴于马克思精

通数学且对微积分有很深入的研究，恩格斯建

议马克思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彻底揭开

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而自己则继续分担清理

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责任。以后的情况世人

都很清楚：马克思倾其半生之精力，于１８５９年
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于１８６７年出版了
《资本论》、于１８７５年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
等一系列将会改变无产阶级和人类命运的经济

学著作。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

一———剩余价值规律，就是在这一时段完成的。

而恩格斯则先后于 １８７９年出版了《反杜林
论》、于１８８０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于１８８３年完成了其全面总结１９世
纪自然科学成就、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自然辩证法》、于１８８４年出版
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１８８６年出
版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等经典著作。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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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１５００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面展
开、充分论证，为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圆了其“亲爱的卡

尔”生前未来得及实现的一个“梦”。

从进入奴隶社会起，社会便形成了阶级，富

人剥削和压迫穷人已是社会常态。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剥夺和压迫，本质上没有改变，只是形式

上改变了。剥削的秘密被雇佣劳动，被工人劳

动与资本家付出工资“等价”交换，被自由、平

等、博爱的口号掩盖住了。显然，识破资本主义

的秘密需要天才的智慧，而说破这一秘密更需

要伟人的胆识。

由亚当·斯密和大卫·嘉图所创立的古典

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这是一

个很重要的发现，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

进步意义的结论。两位“经济学教父”对此未

再深究下去，他们留下的问题是：由劳动所创造

的价值那么多，为什么工人只得到其中很少的

一部分而绝大多数都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其

实，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只有几步

之遥，两位大师为何就此止步？对此，马克思是

这样解释的：“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

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研究剩余价值

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７］５０４由

此可以看出，对于资本主义的秘密，能看破又敢

于说破的人，才是具有大智大勇的伟人。这个

人，就是发现剩余价值并将剥削的秘密告诉全

世界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要理解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要研究雇佣劳动，这是一

种与奴隶制下的奴隶劳动、封建制下的农奴劳

动性质不同的劳动。与奴隶、农奴完全失去自

由、半失去自由相比，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是一种

雇佣关系、契约关系———雇主（资本家）用资本

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而付出工资，劳动力就是商

品，工人在表面上是“自由”的，他不是资本家

的附属品，资本家只是用工资来交换工人的劳

动力。这样的经济制度似乎无可厚非。但马克

思发现，劳动力并非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

的商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一般商品所不

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不仅能再生产出它本

身的价值（即所谓的“工资”———资本家购买工

人劳动力的价格），而且能创造出比它本身价

值大得多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工人看见了，但拿

不到，它被资本家占有了，这就是剩余价值。换

言之，工人的劳动时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再生

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必要劳动时间；二是

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在资

本主义社会，工人对于雇主的意义只有一条：创

造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剥削阶级集团剥削收入的总源

泉，其表现形式或为利润、或为地租、或为利息。

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

方式的绝对规律。”［７］６７９他告诉人们：榨取剩余

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既然如此，

资本家一定会想方设法使剩余价值最大化，马

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剩余价值

又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

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方法）有两条：其

一，延长工作日即劳动时间的长度，以创造绝对

剩余价值；其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以

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其中，由于工人的逐步觉

醒特别是８小时工作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逐步
法制化和普遍推行，靠延长工作日以使工人为

资本家创造绝对剩余价值的做法已行不通，于

是资本家纷纷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

动时间入手，以使工人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相对

剩余价值，其重点是开发新技术、发展大工业。

所以，新技术的开发和投入生产，对于资本家来

说，它标志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而对工人来

说，却意味着相对贫困程度的加重。

此外，马克思的研究成果还澄请了关于价

值创造的两种糊涂认识。一种糊涂认识是，认

为价值是由资本创造的。对此，马克思批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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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体现在

生产资料身上的那部分资本，它只能不变地转

移到产品身上；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即购买劳

动力、体现为工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其价值是

可变的，其增殖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还有一种

糊涂认识来自亚当·斯密，他认为，转化为资本

的全部剩余价值都作为可变资本了，而事实是：

全部资本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生产资料占去的

资本），比可变资本部分（工人工资占去的资

本）增殖要快得多、高得多。

剩余价值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其看破难，说

破更难。“剩余价值”作为近现代经济学的一

个最耀眼的真理性范畴，最先出现于马克思

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１８５８年５月所写的《经济学手
稿》中。恩格斯评价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

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科学社会主义就

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展开起来的。”［１］２４３

　　五、“两大发现”导出“一个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应运而生

　　马克思青年时期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不
满而投身学术活动和理论研究的，但他发现，即

使当时处于认识最高水平的哲学和经济学———

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都对资本主

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利弊得失保持缄默，其中

有利害的掣肘，也有认识工具落后的原因。于

是，马克思从大学毕业后就着手清理旧哲学和

旧经济学的遗产———留其精华，去其糟粕，意在

彻底清理的基础上重新锻造两件新的认识工

具，用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剖析，发现其问题，

改变其制度。由于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和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特

别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用于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许许多多此前一直纠缠不清的问

题便豁然开朗了，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资本主义制

度、指向该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私有制。对

于马克思这“两大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恩格斯

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

根据之上的”［１］４４，列宁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

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

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７］两大“认识工

具”使马克思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得出

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

主义社会。”［５］５５９这个结论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

会主义学说的结论。该学说认为：劳动社会化是

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物质基础，完成这个转变的

力量是资本主义自己培养的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几乎

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资本主义从意大利－欧
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期便开始萌芽，因不满意这

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就从那时便

开始出现了。早期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虽并

未使用“社会主义”这一名称，但其内涵与社会

主义思想相同或相似。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

者”一词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１８２６
年在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上最早出现

了“社会主义者”这个词。１８３２年，在法国的
《地球报》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

义者首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用以区别于其

他的“主义”。１８３０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
广泛流行，其含意多有提倡社会公平正义的意

思，为社会中下层人所向往，所以响应者众多。

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而张扬社会主义旗帜

的流派很多，根据其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大

致分为三类，即封建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人们常说的

空想社会主义，其性质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空想社会主义对

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批判也比

较彻底，较为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

想，所以能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主

要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与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完全不同，它的如下特征是其他社会主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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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唯科学社会主义所特有的：

其一，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鲜明的

无产阶级特征，其宗旨是解放全人类，首先是解

放无产阶级自身。

其二，它有两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

论和方法论；二是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政治

经济学。

其三，它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

私有制之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死穴”，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趋势，并为加速

其实现而奋斗。

其四，它是实践的社会主义，认为：“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４］１６而当理论已经成熟，纲领已经明晰时，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１］３。毕竟社

会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

其五，它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仅有“批

判的武器”是不够的，还应当对其进行“武器的

批判”，以武装夺取政权。

其六，它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只是从资本主

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

主义。

其七，它认为，作为阶级社会中万恶之源的

私有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生产力的

发展，将被消灭；在此之后阶级将不复存在，国

家也逐渐走向消亡。

以上特征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故被

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笔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中，列宁是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

成部分的［５］３７８，而且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是并

列的，互不隶属。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内容上

看，的确是这样。但是，并列的“三个组成部

分”未能明确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主从

关系、因果关系、工具与目的的关系等，这无助

于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恩格斯对此是很

在意的，他的《讲话》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都着力于阐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

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视后者为归宿。笔者

认为，如果一言以蔽之地概括马克思主义，可以

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学

说或理论，其内涵与“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

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其外延要大于它，因为它将

其包括在其中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进入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成为它的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作为分

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工具进入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成为它的经济学基础。总之，是马克思

用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托起了科学

社会主义这座大厦！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之

后，科学社会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科学

的哲学基础和科学的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一种无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

　　六、伟大创举、成功实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人类社会主义事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天下”，奉行“和合”
哲学的伟大民族，“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

想在中国已存在了两千年，在科学社会主义学

说尚未诞生时，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在科学社

会主义学说诞生后，它就不再仅仅是愿景，而是

有了实现的根据。这说明，在中华民族的传统

意识里，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潜伏着

朴素的“大公”思想和“大同”意识，中国改革开

放后能以４０年之努力，走完西方走了３００多年
的路，原因虽然很多，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尤

其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无疑是其中最重要、

最根本的原因。

二十多年前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

家偃旗息鼓之时，美国学者福山曾对社会主义、

对马克思作出了“终结”的结论，时评称之为

“历史终结论”。福山的话刚刚落地，２００８年，
一场肇始美国、席卷欧洲、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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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爆发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

国却以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气势和速度迅速

崛起，由富而强。这时的福山自知丑话说早了

而且说错了，之后曾两次对其“历史终结论”进

行修正、调整。看来，西方的某些学者，即使名

大、位高、言重如哈佛大学教授福山者，自以为

已经看清了社会主义在苏东是怎样“落幕”的，

但怎么也弄不明白发生在落后的世界东方的

“中国故事”。其实，“中国故事”很简单：这是

一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

义，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

路披荆斩棘、降龙伏虎、移山倒海、砥砺前行，终

于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动人故事。

“中国故事”表明：中国是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等生”。

马克思主义曾经通过十月革命传播到全世

界，为什么于２０世纪初在中国“落地”了而且
“生根”了？其原因并不复杂，那是因为“理论

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

于理论需要的程度”［４］１０。２０世纪初，灾难深重
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

不是用资本剥削取代封建剥削实行所谓资产阶

级民主的国家。恰在这时，马克思主义指出的

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契合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

潜意识中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追求，这

种契合，在今天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

民族根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预示着它有一天会在中国“开花结果”。１８４４
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

一句名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

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武

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

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４］１５７０
多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的闪电”射入了

“没有触动过”的中华大地；又过了３０年，中国
人终于“解放成为人”。

时间原本是个定值，１天就是１天，１年就

是１年，但这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而如
果用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时间，则就会出现这样

的情形：当历史的脚步“步履蹒跚”的时候（如

中世纪），“２０年等于伟大历史发展中的１天”；
当历史的脚步“只争朝夕”的时候（如产业革

命），“会有１天等于２０年的时期”［８］。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就是用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以“１
天等于２０年”的速度前进的，所谓的“中国速
度”，其秘密就在马克思的这段话里。正是以

这样的速度，中国用４０年时间走完了西方用
３００年走完的路程。

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归根

结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作为科学社会

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所提供的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经

验，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其对

全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论建设

和实践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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