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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和研究旨趣的差别

决定了其研究方式的不同。马克思通过对费希特、黑格尔的批判以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实现由唯

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并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新唯物主义世界

观；恩格斯则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对共产主义革命之

必然性的论证，完成了新的科学世界观的转型。他们道法分殊、殊途同归，并肩作战，共同创建与发

展了革命性的科学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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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谈到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

展中的作用时曾谦虚地说，在与马克思出生入

死的毕生奋斗中，他终究是“第二小提琴手”［１］，

一再强调自己只起辅助的作用［２］２４８。这样一

来，人们往往因此而低估了恩格斯在创立唯物

史观中所作的重要贡献。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左

右，随着马克思早期几篇著述的公开出版，青年

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争愈演愈烈，并引致了

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合作关系的思考；后来

随着国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即ＭＥＧＡ２）的不断出版，尤其是其私人信件的

相继披露，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的分歧愈加明显，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对立

论”“分工协作论”“完美合作论”等多种取向，

乃至形成了海尔布隆纳所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

赞成与反对的复杂局势。比如，在《马克思与

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卡弗针对晚年恩格

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

纂工作，质疑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完美”合

作关系；泰克西埃［１］则指出，“要把马克思恩格

斯分开，是何等的荒谬”［１］。其实，在经典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

斯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两人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是

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和研究旨

趣的差别而呈现出研究路径与研究方式的分

殊，但结果是殊途同归、命运与共的，最终达成

了一致的理论见解，实现了共同的崇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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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完成从唯心

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

共产主义的转变

　　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知识谱系，青年

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是各自独立地从唯心主义

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其中，相比于恩格斯的转变，马克思的转变

似乎更具有理论特质。诚然，不能由此认为：恩

格斯的思想发展看起来更显直接的现实性；又

或者是，在１８４２年秋来到英国之后，恩格斯才

开始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事实

上，恩格斯向新立场的转变，早在赴英国之前就

已开始。

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

和研究旨趣的差别决定了其研究方式的不同

马克思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着自由思想氛围

的律师家庭，其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把追求民

主自由和人类幸福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马克

思在大学期间既攻读法学也痴迷哲学，并在甘

斯的影响下全力投入黑格尔哲学的“怀抱”，特

别注重对其辩证法的研究。这点体现在马克思

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

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这样说：“如

果抽象的个别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

那么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由于个别性在

事物本性中不居统治地位，当然就被取消

了”。［４］６３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总体上正

确地规定了自我意识哲学及其基本的性质，但

同时他也认为，那主要被称为思辨的东西的观

点妨碍了这位大思想家理解自我意识哲学的重

要性。因为抽象的个别自我意识使得真正的和

现实的科学成为不可能，也使得所谓理智之中

普遍的超验之物统统破灭。因此，如果把抽象

的普遍性形式之下作为其自身表现的自我意识

提升为绝对原则，那么就会为僵化迷信的神秘

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可见，黑格尔哲学在这里

起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使得

当时有着明确自我意识哲学立场的马克思意识

到抽象的主观性有它的局限，黑格尔哲学从总体

上来讲成为基督教最后的辩护、最后的神正论。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在一个纺织厂厂主

家庭中成长，束缚于虔诚主义的思想教育，中学

尚未毕业便辍学经商，较早接触到了社会经济

关系和经济问题。恩格斯辍学来到资本主义较

为发达、思想比较自由的不来梅当学徒后，很快

就投入了具有鲜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特点的

青年德意志运动。１８３９年３月，恩格斯匿名发

表《伍珀河谷来信》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

暗，并抨击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指出虔诚主义

是工厂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工厂主的护身符。特

别是他到了英国后，新的环境促使他深入调查

研究社会经济关系问题。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成长路径不

同，也必然导致二者研究方式、侧重点的不同。

２．马克思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

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首先，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青年马克思通

过对费希特、黑格尔的批判，最终实现了对黑格

尔的颠覆与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青年马克思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在１８３７

年加入了“博士俱乐部”，随后积极投身于青年

黑格尔运动。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

费希特哲学的研究而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对费

希特的退守与奉迎、以企图把意识与存在和人

与环境割裂开来的问题。与他们不同的是，马

克思坚持了黑格尔关于意识与存在不可分割的

观点。他指出：“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

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

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

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

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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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

整性被打破了。”［４］７５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强

调了历史进程作为哲学意识同经验世界相互作

用的结果，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

哲学的世界化”［４］７６的重要论点。在这种新的

世界观中，马克思以其对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

用的辩证观点，部分地克服了黑格尔体系和思

辨哲学的形而上学性。后来，这种世界观发展

为马克思从事政治活动的指南。马克思的博士

论文构成了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的比较稳定可

靠的一个出发点、一个开端，其基本观点虽带有

黑格尔哲学的色彩，但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

“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的革命民主主义

和彻底无神论的倾向［６］，而且反映了他反对因

循守旧的保守观点，力图超越黑格尔哲学的独

创精神［５］２７。１８４１年，马克思完成其博士论文，

恰逢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这

本书对当时先进的思想界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与

鼓舞作用。同样地，它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强烈

的影响。

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尽管从黑格

尔的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中汲取诸多的养料，

但通过对社会生活问题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对

它们却抱着高度批判的理性怀疑，也促使了他

逐渐与“自由人”（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莱

茵报》时期马克思主要写了三篇政论，即《评普

鲁士最近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

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主要是讨论国家和

法的问题，并从法学的原理、哲学的原理来谈论

物质利益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

真正方面并没有接触到。除禁猎法可以从法学

方面来加以研究外，“地产析分”纯粹是经济方

面的事情，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来看，这些是非

常难以处理的。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崇高而思

辨的，其唯心主义体系使得人与自然截然地分

离开来，历史发展的动力被寄托于客观化的绝

对精神。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鞭

挞，整合了人与自然的纽带联系，但其对宗教异

化的分析却过度偏向了自然、忽视了现实的人。

费尔巴哈在１８４３年初发表的关于教育理念改

革的论文使马克思找到了颠覆黑格尔体系的绝

佳方法，一场新的哲学革命就此爆发。正如阿

维内里所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兴趣与他

最初对黑格尔的迷恋具有同样的系统性。费尔

巴哈的思想承诺‘实现’哲学。马克思认为，黑

格尔假设的这种认识，现在可以通过运用费尔

巴哈的方法来解决黑格尔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来实现。”［６］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一系列激进

的政治斗争和所见证的大量社会事实，开始认

识到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把

握到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从而动摇了其对黑

格尔关于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的观点的信

仰。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为了解决使他苦

恼的疑问，他写的第一部著作是《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并得出与社会实际生活相一致的结

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

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

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

系……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

去寻求。”［７］５９１对物质利益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使

马克思的观点“降到地面上来”了，这为马克思

“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

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也为他

创立唯物史观铺就了第一块基石”［４］。

其次，青年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

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

言》），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德国无产

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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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

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

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

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

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

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８］１５马克思在文中首

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

是唯一能够消灭任何奴役、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的阶级，并论述了他自己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

关系：哲学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头脑”，而无产

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心脏”———现实力量。

彻底的革命带来人的解放，而没有哲学的指引，

无产阶级就无法翻身；同样地，没有无产阶级的

觉醒，哲学也无法实现自我。［８］１６马克思关于哲

学与无产阶级如同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的论

断，由于未从其历史条件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

所以主要还是抽象的、理论性的概念范畴。

３．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

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首先，恩格斯开始突破唯心主义的界限，为

创立唯物史观作了理论铺垫。

与青年马克思一样，青年恩格斯当时也作

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恩

格斯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末与宗教信仰彻底决

裂，在斯特劳斯的著作《耶稣传》的影响下，开

始研究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

学》，认识到历史向着自由发展的必然趋势，并

与青年德意志运动分道扬镳，追随费希特转向

青年黑格尔派。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出版的时候，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很兴奋，一度认

为他们已经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不是先探讨政治问

题然后探讨社会问题的，而是从英国现实的社

会经济关系和政治问题开始的。恩格斯这一时

期著述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德国、法国尤其是英

国的社会革命的，他的所有其他观点都围绕着

这一问题而逐渐形成，并随之而不断发生变化。

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是矛盾的：既承认原则

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基础，并强调原则在历史

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改

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

在１８４２年１１月底写于伦敦的《国内危机》一文

中，对原则和利益何者优先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社会革命在英国不可避免，因为英国发

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进行的，而非

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

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９］。

这就是说，物质利益在一定意义上是革命的决

定因素。这样，恩格斯就开始突破了唯心主义

的窠臼。

１８４３年１０月至１８４４年１月中旬，恩格斯

撰写了《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

〈过去和现在〉》，在该文中恩格斯对卡莱尔的

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宗教观进行了批判。恩格斯

认为，卡莱尔的观点“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

式”［１０］５１６，阐明“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

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１０］５２０。恩格斯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强调生产的发展、物质利益

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天才的真正社会

使命不是用暴力统治别人，而是激励别人，引导

别人”［１０］５２２，批判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论述历

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

其次，恩格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物

主义的方法论第一次从经济方面论证了共产主

义革命的必然性。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

纲》）中，恩格斯第一次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分

析经济学范畴，并且，“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

了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

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１１］。恩格斯在批判资

产阶级经济学时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

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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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１０］４４６。

也就是说，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为私有制所

决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

二者是沆瀣一气的。恩格斯根据对历史和英国

资本主义工业本质的研究，理解到经济现象是

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至少在现代历史中是如

此），是阶级矛盾产生的基础，而阶级矛盾又成

为政党、党派斗争的关键，进而构成全部政治史

的基石。同时，恩格斯在《大纲》中率先提出

“两个和解”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

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

身的和解开辟道路”［１０］４４９。这一思想对马克思

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和哲学观点产生了积极

影响。

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

扩展的自然结果”［１０］４４２，私有制就此作为资产

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

方法论，深入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认为

这种发展归根结底决定于生产关系的发展。恩

格斯清晰地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

级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活和斗争的。他这

样写道：“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占

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

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

占有过活。其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

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

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１０］４６９－４７０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由于财产集中的规律

“是私有制所固有的”，现实社会分裂为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任何法律，土

地占有的任何分割，资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

无济于事……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

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

灭”［１０］４７０。最后，随着阶级斗争激烈程度不断

升级，社会革命的爆发也就成为必然。由此，恩

格斯得出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结

果的结论。这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从经济

方面论证共产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尝试。

尽管恩格斯这时还受到黑格尔思辨方法的

影响，还未区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对李

嘉图的经济学评价较低，但《大纲》是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著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

了基础。因此恩格斯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这

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而自豪，也无愧

于马克思的赞誉：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

才大纲”［７］５９２，是“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

作”［１２］１１２，“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

般原则”［１３］。显然，恩格斯这时已经基本上以

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严肃分析了“现代经

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

治的必然结果”［１４］５６。

　　二、在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和

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同时，恩格斯也

已开始建立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

　　恩格斯在《大纲》中从经济学方面对共产

主义进行了初步探讨，较为详尽地分析了资本

主义制度的历史背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本

质，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无

产阶级革命等基本范畴，并使之更为具体、更为

完善，进而“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

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

的革命”［１１］８０。

１．受恩格斯《大纲》的影响，马克思提出异

化劳动理论

受恩格斯《大纲》的启发，马克思在《德法

年鉴》时期之后即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

阶级社会的深入分析，其《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

写作的。《手稿》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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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思想秘密的诞生处。经由费尔巴哈的

异化理论，并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于资产

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分析有所不同，马克思

在《手稿》中着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

路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深藏

着异化劳动的内在矛盾和关键症结，即对于资

本主义制度来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得劳动

力转变成了商品，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被物化

了，这是对自然社会关系及其普遍人性的扭曲

与摧残，这就使一切人首先是工人非人化，工人

的生产劳动使其真正的人的本质丧失了。但

是，资本家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的物化而堕落为极端残忍与贪婪的掠夺

者。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条件

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相

异化，“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

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

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１２］１５７；

工人并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而是为积累起

来的劳动———资本所支配；工人的类本质———“自

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变成工人谋生的手段；工人阶

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成为人与人相异化的

集中体现。因而，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和

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和标志。

２．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达成了新唯物主

义世界观

对于异化与异化劳动，马克思在《手稿》中

秉持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

等人所强调的关于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马克

思进一步认识到，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

最基本实践类型，并由此对黑格尔绝对精神发

展范型的深入批判得出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事实上，黑格尔已看到通过生产实践以改变自

然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但在他的

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绝对精神显现为人与自

然的终极基础，所以其中的关于人的生产活动

蜕变成了精神劳动的某种形式。显然，黑格尔

在将人、自然界和人类的历史体系化的同时，也

将其思辨化与神秘化了。为此，要想建构全新

的、正确的科学世界观，就必须从最鲜活具体的

社会现实性去理解与把握人和自然界。马克思

由此揭示了：人的类本质、人类社会的基石、人

和自然界之间的桥梁，以及人们改造自然界和

改造自身的动力绝非什么精神，而正在于作为

人类生活基础的生产实践。与动物截然不同的

是，人能够依赖知性、理智和愈益精深的科学技

术体系认识到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并通过不

断深入地改造自然，使之日益满足人的合理化

需要。生产劳动实践使自然界、人及其人类社

会同时得到改造，这正是人类历史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地提出，生产劳动实践

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从这种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

将整个人类历史区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个

是非人的时期，指三大阶级社会（包括异化劳

动占统治性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史前

历史时代；第二个是真正的人的时期，基于私有

制的异化劳动被消灭了，异化劳动者转变和提

升为“真正的”人，人们过着契合人的本性、符

合人的真正本质的生活。

３．恩格斯开始建立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

《手稿》是马克思大约于１８４４年５月底６

月初至８月间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是马

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紧接着，在

１８４４年９月至１８４５年３月，恩格斯也写就了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篇文章引人注

目的地方首先在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

斯唯物史观进一步形成的过程和对唯心主义的

自觉的批判意识。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以英

国为例，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格

局，指出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思

想关系是怎样被决定于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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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在马克思文本中

相对较抽象的甚至带有空想色彩的理论观点。

《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

国宪法》这两篇文章代表了恩格斯在同马克思

初次合作之前其个人思想发展的顶峰。当时，

唯物主义观点已经被运用于英国现代史，而且

在许多方面具备了普遍的形式，因为恩格斯从

当时英国状况中越来越清楚地把握住了其历史

发展的必然特点和基本方面，并认为其他各民

族国家的发展情况也大致如此。恩格斯指出：

“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

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长此下去也一

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１５］８５

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详尽

地探讨了利益问题。他认为，私有制的统治必

然使利益变为私有的、利己的东西，并导致人们

之间的关系四分五裂，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以

达到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就必须消灭私有

制。恩格斯就此预言说：“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

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

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１０］５７２

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中，恩格斯

指出，“英国的最近将来是民主制”［１０］５８４，但这

里所说的“民主制”不是“过去那种同君主制和

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１０］５８４。

在历史线索上，英国社会的发展事实就是铁的

证明。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着一切

财产、垄断了所有的资本利益，无产阶级与广大

劳苦大众则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故此，

“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成为穷人反对富

人的斗争”［１０］５８５。但是，人民的斗争决不限于

建立不能治愈社会痼疾的所谓单纯的民主制，

而是旨在趋向于社会的民主制。恩格斯一针见

血地指出：“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穷人反对富

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

进行到底。因此，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

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

行试验，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

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社会主义原

则。”［１０］５８５众所周知，恩格斯在此处并没有在民

主概念前使用“资产阶级”的限定词，但很显

然，他实际上已经把握住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的阶级本质，他公然宣称自己是阶级社会私有

制与作为私有制统治形式的国家（包括资产阶

级民主制）的反对者，他已成长为一个共产主

义者，并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同工人阶级的革

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了。科尔纽［１６］总结说，恩

格斯“从工业革命这一观点对英国的社会经

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状况的分析，引导他完全

独立于马克思并以马克思不同的方式，发展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这本书对

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

十分重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恩格斯于１８４２—１８４４年侨居英

国期间的政治文章，标志着他已开始建立崭新

的科学的世界观，也标志着他已转向无产阶级

的共产主义立场。《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等著述已经包含了初步的科学共产主义的

理论观点，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共

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也获得了将先进的

哲学理论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的政治信念。

　　三、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丰富与发展

其新的世界观

　　如果说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深受费尔巴

哈哲学的影响和束缚，那么在他和恩格斯合著

的《神圣家族》中，他就显露出了不断对这种影

响和束缚的摆脱与超越。在《神圣家族》中，马

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分析了鲍威尔关于批判的

批判与法国的唯物主义，并对许多重要的哲学

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为形成中的唯物主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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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历史观提供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与原理框

架。这样一来，他们的新的世界观得以逐步完

备和不断成熟。

１．马克思基于实践观的新哲学

１８４５年，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按照恩格斯的说

法，该《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的第一个文献”［２］２１９。马克思在《提纲》中明确

地指出，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黑格

尔所谓的绝对精神，更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

普遍人性或生物本能，而是自觉的、能动的、革

命的实践。实践既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也是

认识发展的基础；既是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标准，

也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

论，不仅是认识论上的真正革命，而且是整个哲

学革命变革的主要范式之一。

马克思从新的世界观出发，批判了费尔巴

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从而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

哲学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

义是“半截子”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坠入了唯心

主义泥潭［１２］５３０。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经由革命

的实践，才能彻底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

难题。作为类存在物、作为实践的个体，人不可

能脱离或超越社会，人的本质必须被理解为其

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而，对于社会问题、宗

教问题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践”范畴

就成了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枢纽或钥匙。

基于实践观点，一种新的哲学观点形成起来，它

与旧哲学观点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认为：对世

界的解释只是前提和铺垫，改造世界才是关键

和目的。

２．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独创性

贡献

与马克思的哲学研究路径不同，恩格斯从

对历史发展的分析中探求唯物史观的一般原

则，这使马克思正在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

一步完备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与无产阶级在资

产阶级社会中的状况与作用，作了深刻而精辟

的分析，他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合乎

规律地产生的，同时又如何合乎规律地出现了

两个新的互相敌对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

工业无产阶级。恩格斯在其中尖锐地揭露了资

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他指出：“对资产者来

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

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

的利益而颁布的……法律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

的最强有力的支柱。”［１５］１１８－１１９但是，对工人来

说，法律“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１５］１１９。

无疑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对无产阶

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时代总结，并凝聚了恩格斯

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贡献。尽管在

这部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

痕迹，但它也最能说明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

恩格斯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３．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全面创建新的世界观

１８４５年４月初，恩格斯从巴门来到布鲁塞

尔，再次会见了马克思。两位朋友惺惺相惜，确

定他们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

当时，马克思大致向恩格斯阐述自己的唯物主

义历史观，他们共同决定全面制定新的世界观，

以此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来对抗德

国哲学代表人物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个计划在

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获

得了圆满实现。《形态》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出

发，在分析各个主要历史时期时又按照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

史观的阐述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前提、观点本

身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他们较为全面地论述了

物质生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决定性作用的原

理，也首次从实质上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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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形式）发展的辩证机理。这一极其重要

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正日益不断完善的历史

唯物主义范畴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深刻把握唯

物主义历史观实质的钥匙。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发现可以概要性地归纳

为以下几条基本原理：特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

决定与其相适应、相作用的生产关系类型（交

往形式）；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特

定阶段时，必然与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样，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只能通过社会革

命获得最终解决；而一种与更发达生产力相适

应的新交往形式将替代已成桎梏的旧交往形

式；随之，新交往形式又成为更新生产力的发展

桎梏，并经由全面彻底的革命为更进步的新交

往形式所取代，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

样，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依次更替的各个

阶段之间，形成了一种承续性的联系，从而使人

类社会的演进成为自然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道：“因此，按照我们的

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

式之间的矛盾。”［１２］５６７－５６８这个矛盾的发现对于

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之前揭示了经济关系决

定政治、法律等关系，那么现在则确定了什么东

西决定经济关系本身，进而揭示了历史过程更

深刻的基础：归根到底，生产力决定人们之间的

一切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社会的一种形

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如果说之前他们指出

了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现在

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个基础本身发展的内在机

制。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各重要方面之间的关

系机制，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内部互相之间的

辩证关系，就得到了深刻的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的

发现，为我们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解和社会历史

的发展分期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标准。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激发的社会革命，作

为历史演进的基本动力，决定性地推动了社会

形态的过渡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就这样创立

了唯物史观，从而完成了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

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四、结语

　　２０２０年，适逢恩格斯诞辰２００周年，国内

众多学者纷纷就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卓越

贡献发起隆重纪念活动，许多学者在纪念文章

中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关系再次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与赞美。基于此，通过对马克思恩格

斯早期思想活动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过

程的比较分析与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几方面结论。

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活动和理论

活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两人的思想和工作是

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又各具特色、珠联

璧合，进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马克思恩格斯

在世之时，资产阶级理论家就曾经口诛笔伐、大

搞文字狱，妄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对

立。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

学者不仅制造“两个马克思”的谎言，而且说马

克思恩格斯两人的观点和其代表的结论有矛

盾；或者说恩格斯只是通俗地宣讲与附和马克

思的观点，贬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的

作用。现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胜利，那

些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人更是挖空心思采

用更加狡猾的手法，通过伪造和曲解马克思恩

格斯学说的手法，来达到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

的险恶用心。

其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患难与共、志同道

合的亲密战友，在两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的伟

大事业中，内在地包含着他所作出的独立的重

要贡献。恩格斯在哲学、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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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论等基本领域，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奠基性

作用的见解和新的科学发现，极大地推动了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

其三，在马克思思想观点形成的每个阶段

上，恩格斯都既合作又独立地作出了自己的理

论创建，以博学的研究领域和深刻的研究见解

使马克思的观点更趋完备、锦上添花。特别应

当指出的是，恩格斯基于鲜活的实践调查和具

体的历史分析，使马克思富有浓郁理论性质和

思辨色彩的抽象观点不断充实和完善，使之更

具体化、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因此，恩格斯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特别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作用的评价是

十分谦虚的，既彰显了他对马克思的敬仰与怀

念，也蕴涵了其虚怀若谷、心胸广阔的伟人情

怀。故而，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

格斯和马克思并肩作战，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

命作出了决定性的重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这

座神圣崇高、庄严宏伟的纪念碑上，在“卡尔·

马克思”的大名旁边，永远不可磨灭地镌刻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光辉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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