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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李 景 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马竟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

这一命题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伪传统材法
。

目前
,

国内哲学界对实践唯物主义命题的抽象认同和具体理解上的严重分歧

衰明
,

对这一命题的讨论已构成哲学观念变革的中心议题
。

因此
,

依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

对实践唯物主义命题的含义作出正确的解说
,

不仅涉及到对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本质的理

解
,

而且最终影响到哲学改革的进程
。

本文仅就这一命题所包含的理论 内容谈点粗浅看法
。

一
、

马克思提出
“

实践的唯物主义
”

的理论背景及其哲学意义

众所周知
, “

实践的唯物主义
”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术语
,

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墓本精神和根本原则
,

是其哲学体系的理论 内核
。

马克思是以实践概念为起点
,

来逐

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
。

这一点
,

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 中就可以明显地

感受到
。

恩格斯把这个提纲称作是科学世界观的天才萌芽
,

也就是肯定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

墓本生长点
。

如果我们把这个提纲看作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纲要
,

那 么
,

灯84 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 则是这个纲要的
“

导言
” 。

在这个手稿中
,

马克思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形成

的思想历程作了简要地说明
,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生长的秘密发生地
。

《18 4 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手稿》) 的巨大理论意义在于
,

马克思从哲学和经

动作为自己存在和发挥功能的基础
,

不把 自己看作是一个最终完成了的封闭的 绝 对真理体

系
,

因而它最鲜明地体现了哲学应有的开放性
、

批判性的本质
。

这种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创始人那里是十分明确的
。

但是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本质只能通过 自己的发展才能表

现和实现出来
。

因为这种本质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生命
。

停止了发展 作为生命的本质

的东西必然受到窒息
,

具有开放性
、

批判性本质的哲学也将变成封闭
、

保守的僵硬体系
。 ’

应

该指出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

批判性的本质虽然规定了它 自己的生命发展的道路
,

但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也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主体实现 自我发展
,

它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不断集中人们开放性
、

批判性地处理 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实践活动的精髓
,

才能

实现自己的发展
,

才能表现 自己生命的本质
。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

强调要不断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

这种革命化既

要拆诸理论的批判
.

更要诉诸实践的批判
。

理论的批判虽然要以实践的批判为基础
,

但实践

的批判又要有理论的批判的前导
。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把实践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

忿



济学两个方面批判地总结了前人在
“

劳动
”

和
“

实践
”

概念的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和

失误的根源
。

从《手稿》的行文来看
,

马克思首先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
,

扼要地阐明了劳动范

畴在人类思维史上逐涉形成的过程
。

马克思认为
,

人们对财富本质的理解是从客观的
、

外在

于人的
“

物
”

逐步地转到人的活动
。

但是
,

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仅看重取得货币的活动
,

而忽

视了生产活动
。

重农主义者只把农业劳动宣布为唯一的生产性活动
,

此时的劳动还是在一种

特殊的
、

自然规定的形式中被认识的
。

只有亚当
。

斯密的以劳动为原理的经济学才把
“

劳动

一般
”

看作是
“

财富的主体的本质
”

(参见《手稿》
,

第 66 一 69 页)
。

认识到劳动是财富的普遍

本质
,

这是认识史上时首巍滋 这一进步是当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 的时 候 才 实 现

的
。

实际上
,

马克思指 出劳动是人类财富的本质 (请注怠
,

财富的本质和财富的源泉有区别)
,

也就是指 出了人及其社会存在的本质
,

马克思首先以经济学术语表达了类似的哲学命题—
社会生活在本质 上是实践的

。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分析和批判就证明了这一点
。

在《手稿》中
,

马克思从经济学转向哲学时
,

一下子优抓住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核心
。

马克思指 出
,

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
, “

他抓住了考砂的本质
,

把对象

性的人
、

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 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 同上书
,

第 1 16 页)
。

黑格尔的

出发点虽然是精神和意识
,

但他看到了克服意识和 自然的对立必须以劳动为中介
,

劳动是人

与自然之间的
“

中项
” 。

马克思在手稿中曾三次提到黑耘尔的这一贡献不是偶然的
,

它从一个

侧面说明马克思当时正是紧紧围绕劳动
、

实践这个
“

问题框架
”

审视黑格尔的理论成果的
。

从

本质上来说
,

黑格尔哲学是对客体至上
、

自然本位的 }沉唯物主义哲学的反动
,

他以歪曲的形

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
,

即以绝对精神为本体的主怀性哲学
。

马克思的功绩是把这一划时

代的哲学观奠定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
。

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和批判
,

使马克思的思想有 了新的升华
。

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

的抽象的思辨哲学
,

他所建立的是以感性的人为根本的新哲学
,

即人本学
。

费尔巴哈认为
,

以往唯物主 义的最大弊端是忘记了人
。

为此
,

他甚至捉出
: “

我同意唯心主义必须从主体
、

从

自我出发的观点
。 ”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止卷
,

第 5 23 页) 但由于费尔巴哈重点批判的

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只是跟在实践后面跑
,

对实践作出事后的解释
。

实践虽然是现实的
,

但并

非任何现实的实践都是合理的
,

因此
, 李行乒盯实践也应该从理论上采取批 判 的 态 度

。

在现

代
,

以科技革命为中心而展开的社会实践
,

使人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 的 历 史转 折时

期
。

特别是现代社会实践所产生的巨大的主体性效应和反主体性效应
,

要求我们按照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内在本质所规定的 自身发展道路
,

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对现代社会实践进行批判性

的分析和总结
。

通过这种分析和总结
,

一方面从现代社会实践所产生的主体性效应中集 中其最

精致
、

最珍贵的精髓
,

另一方面又对现代社会实践的反主 沐性效应所带来的诸多全局性问题

从哲学上作出总体性回答
。

这种批判性的分析和总结
,

就是要从哲学本体论
、

哲学认识论
、

哲学价值论的联系上
,

探索在理论与实践
、

科学与道德
、

文化与价值相统一
、

真善美相统一的

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人与世界的和谐一致的开放性关系的途径
。

这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实践的现

代特点
、

立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现代状况
,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本

质
,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发挥其功能所应书闭 日觉意识
。

(责任编辑
:

邵 波)



对象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
,

这一哲学视角决定了他主要以自然 为根 据
,

而忽视 了

作为人的主体性本质的实践活动
。

在他的人本学中
,

感性原则
、

客观性原则 成 了 最 高 的 原

则
,

凡在他看来有碍于这一原则的都要受到批判和排斥
。

例如
,

费尔巴哈偶而也谈到实践
,

认为人本学在本质上具有一种实践倾 向
,

但在其思想的深处却贬低实践而颂扬认识
。

究其原

因
,

在他看来
,

实践是以主观的
、

利己主义的态度对待事物
,

在实践中人和对象的关系不是平

等的
; 而认识却以客观的

、

平等的态度对待事物
。

由于费尔巴哈的着眼点是客观地认识对象

而不是能动地改造对象
,

所以他一方面承认
“

制造是一个真正属人的和根本属人的概念
,

自

然界繁殖
、

产生
,

而人则制造
” ,

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制造
“

是一个有意的
、

故意的
、

外在的

行为
; 在制造这个行为中

,

并不是我最固有
、

最内在的本质直接参预其中
,

我并不是同时又

是受动的
、

被动的
” (《费尔巴 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

,

第 2 61 页)
。

在他看来
,

人的实践活动

之所以不是人的最内在的本质
,

就是因为这个创造过程有人的主观因素参与
,

反映不出人的

受动性
。

可见
,

费尔巴哈否认只有人才具有的创造活动是人的本质正是囿于体系的需要
,

为

了坚持纯粹客观性的原则
,

他不惜牺牲人的最基本的东西
。

他从人
、

主体出发
,

最终却失去

了人的主体性的本质
,

这个教训在今天看来也是发人深省的
。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 出
,

费尔

巴哈的主要缺欠是他把人只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
、

把自然界理解为与人的实践

无关的纯粹的客观性
,

这的确抓住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性缺陷
。

在带手稿》中
,

马克思用
“

实践的人本主义
”

同黑格尔相对立 ; 在《提纲》中
,

马克思用
“

实

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

同费尔巴哈相对立
。 ’

这样
,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

而实现了对二者的超越
,

实践成为马克思超越旧哲学的核心概念
。

借助于实践概念
,

马克思

对人类史和自然史的本质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
。

按照维柯的见解
,

一个事物的本性也就是它

的生成
。

马克思把劳动
、

实践看作人及其社会生活的本质
,

首先是因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

人通过 自己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

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

马克思正是 “在劳动发展史中找

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

第 2 5 4 页)
。

同样地
,

从实践观

点出发
,

马克思的自然观和旧唯物主义有很大的差别
。

白然界不再是孤立的
、

与人无关的自

然界
,

而成为人的活动的对象世界
。

换言之
, “

在人类历史

—
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

—
中

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

((( 手稿》
,

第 81 页)
。

这样
,

马克思就把对社会生活本

质的理解推进到对 自然的理解
。

说劳动
、

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

也就是说 劳 动
、

实践 是
“

人化了的自然界
”

的本质
。

费尔巴哈强调感性的人和感性的自然
,

把人看作 自然界 的 一 部

分
,

他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始终停留在人依赖 自然界生存的意义上
,

并没有真正揭示作为人类

生存条件的自然界的本质
,

没有看到劳动和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 马

克思财倒过来
,

把 自然界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

认为正是劳动
、

实践才使自然界成为

人类的无机的身体
。

由此可见
,

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
,

首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

对自然的理解

是包含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理解之中的
,

而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又是 以实践为发生原

则和根本的
,

实践原则和人的主体性原则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核心
。

这 的确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

二
、

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原则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
,

实践唯物主义的命题
,

其侧重点是在
“

实践
”

方面
,

不能把这,



命题简单地理解为
“
行动的唯物主义

” 。

马克思提出这个命题是为了把自己的哲学同旧唯物主

义区别开
,

而不是一般地号召人们去实行唯物主义原则
。

实践唯物主义是包含唯物主义但又

不能归结于它的实践理论
,

它的主要贡献是实现了从客观性原则向主沐性原则的转换
。

弓立

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对现实
、

事物
、

感性
,

不是从主体角度
、

人的感性活动去考察
,

不是把外

界事物作为人及其活动的对象去考察
; 而是相反

,

把人作为外部世界的对象
,

只看到人是受

动的对象
,

忽视了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能动的本质
。

这显然是观察角度的根本变化
。

当前关于
“

实践唯物主义
”

命题的争论焦点表现为
,

是从客观性原则出发来阐述主科性
.

还是从主体性原则出发来理解客观性
。

我个人认为
,

实践原则和主体性原则是统一的
,

在其沂

开的形式上
,

实践原则集中地体现了主体性原则
。

具体说来
,

实践唯物主义所体现的主体性 分

则着重表现在马克思关于主客体相互生成
、

相互规定以及主体把握客体的两个尺度的思想中
。

第一
,

主体和客体的实践发生学原则是实践唯物主义 的基本内涵之一
。

马克思认为
,

无

论主体还是客体都不是现成地呈现出来的
,

而是在实践 中逐步生成的
,

这是马克思关于主体

和客体这两方面都要从实践角度去理解的思想的基本依据之一
。

关于主体在实践中生成的观

点已为世人所熟知
,

马克思认为
,

人的眼睛跟非人的眼睛有不同的感受
,

属人的感觉和感官

的人化
,

只是由于劳动
、

由于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

界史的产物
。

这些思想虽然深刻但并不难理解
,

较难理解的是马克思关于主体和客体相互生

成的思想
,

尤其是马克思多次谈到自然界对人的生成
、

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 中形成的自然

界是人的现实的 自然界的观点
。

我认 为
,

要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

不能以人们同现实发生

关系的经验事实为根据
,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对象似乎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

并没有一个
“

生成
”

的过程
。

问题在于人与事物 自由地建立对象性关系的能力正是历史实践 的 产 物
。

因

此
, 、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就具有很深刻的含义
。

马克思关于动物同环境关系的论述构成我们理

解的基础
。

马克思认为
,

动物没有关系
,

它同环境的关系不是作为
“

关系
”

存在的
。

换言之
,

环境对动物说来并不是
“

生成
”

的
。

这是因为
,

虽然动物也进行生产
,

但这种生产是片面的
,

它只是生产 自身
、

而不是生产
“

对象
” 。

由于动物的生产本质上是消费对象
、

生产 自身 的 活

动
,

所以它不能 同环境建立起对象性的关系
。

与此相反
,

人的生产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
、

全

面的生产
,

人不仅生产 自身
,

而且再生产整个 自然界
。 “

通过这种生产
,

自然界才表 现 为 他

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
”

(《手稿》
,

第 51 页)
。

这就是说
,

人和事物的关系本质上是 实 践 关

系
,

人的对象世界是由实践活动创造出来
、

建构起来的
。

所以
,

属人的自然
、

人化的 自然才

是与人实际地发生关系
.

的 自然
。

而人化的 自然是在人的活动 中形成的 自然
,

所以现实的自然

界正是生成着的自然界
,

而不是在人之前的那个 自在的 自然界
。

说人和事物的对象性关系以

实践为中介
,

就是说以人化 自然为中介
,

人化自然是人与自在的 自然发生关系的基础
,

人化

自然的生成性质决定了人和 自在 自然的关系本质上也是生成的
、

逐渐发展扩大的
。

一

从这一观点出发
,

人能否实现认识的纯粹的客观性
、

能否认识 自然界的本来面 目的问题

也就可以 回答了
。

人不可能象客观论者所主张的那样纯粹从客体出发
,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

人总是作为人而活动
,

而且只能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和方式去把握世界
。

具体地说
,

人总

是从已知把握未知
,

以人化 自然为中介去评价
、

认识 自在的 自然
。

所以
,

人对 自然界的认识

即所谓世界观
,

本质上只能是一种
“

人化 自然观
” ,

而不能是别的
。

这种 自然观只能是 历 史



的
,

而不是 自然界的本来面 目
。

和动物 比较起来
,

人和 自然的关系是最不
“

自然
”

的
,

这正是

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
、
厂

第二
,

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或它所体现的主体性原则
,

说到底是主体改造客体
、

客

体统一于主体的原则
。

实践是 人的有 目的地支配
、

改造客体的活动
,

主体既是实践的起点又

是实践的归宿
。

问题在于
,

如果承认这个基本事实
,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客体的规定性 ?

揭示客体的本质规定性
,

是准确把握马克思的主体和客体理论的首要环节
。

我们知道
,

马克思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着手的
,

即客体有其 自然规定性和社会

规定性
。

从客观方面看
,

自然事物是物质和形态
,

质料和形式的统一
。

马克思认为
,

人并没

有创造物质本身
,

而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
,

在生产中客体虽然被破坏了
,

但并不是化为乌有
,

而是变成其他形态的实体
。

这些论述实际上就是一般唯物主义所多次申明的客体的客观性和

先在性
。

如果人和外物的关系仅是一般对象性的关系
,

那么指出客体的客观性和先在性也就

够了
。

但人和 自然关系的实质却是活动及其对象化的关系
。

所以
,

马克思在指出客体的客观

性的同时又反复强调要从主体方面
、

从实践角度去理解客体
。

马克思认为
,

实践活动是积极

的
、

创造性的活动
,

这种活动实质上是创造形式的活动
,

人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形式变

换
,

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 目的
。

在实践过程中
,

客体由
“

无形式的物质
”

转化为具有
“

特定的效用形式
”

的对象
。

因此
,

马克思指 出
,

社会的物质变换同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具

有质的区别
,

在 自然进化中
,

自然物的物质规定性构成形态变化的基础和依据
,

但在社会物

质变换中
,

起主导作用的却是人的活动本身
。

由于产品结构是活动过程的物化
,

所以产品具

有对实践过程而言的依赖性结构
。

由此可见
,

从实践角度来考察客体
,

它除了具有客观性和

先在性以外
,

还具有待定性和从属性
。

在实际生活中
,

主体不是从客体的现存性和给定性出

发去消极地适应客体
,

而是从 自身的需要出发去重新规定和改造客体
。

正如 马 克 思 所指 出

的
.

在实践中
“

不是把人当作某种驯服的 自然力来驱使
,

而是当作主体来看待
,

这种主体不

是单纯地在 自然的
、

自发的形态之下
,

而是作为支配一切 自然之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里

面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第 3 分册
,

第 2 50 页)
。

所谓客体的待定性和从属性
,

就是它的

自在形式的可变性和暂时性
。

对此
,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
: “

劳动是活的
、

塑造形象的火
; 是物

的易逝性
,

物的暂时性
,

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 被 赋予 形 式
。 ”

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土〕
,

第 33 1 页)实践的客体不仅是外在于人的对象
,

而且是属

人的对象
,

它总是给定性和待定性
、

客观性和从属性的统一
。

实际上
,

客体的待定性和从属

性才是它的本质特性
,

说一个东西是客体
,

就意味着它将被
“

人化
” 。

客体正是以其待定性和

从属性区别于
“

客观实在
” 、 “

物质
”

等范畴
。

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对象观或客体论
。

如上所述
,

客体的给定性和待定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质料和形式
、

物质基质和形式变换

的关系
。

从客体的自然规定性看
,

质料和形式是统一的
,

但从其社会规定性看
,

质料和形式

又是矛盾的
,

只是 由于主体性的介入
,

通过实践过程
,

它们才又达到新的统一
,

这种统一实

际上已是主客体的统一
。

自从人类产生 以后
,

世界的统一过程就具有了新的性质
,

即由单一

的物质基质和形式的统一分化出主客体的统一
。

但这种统一不是把人及其活动统一于 自然世

界
,

而是把 自然纳入人的世界
、

即文化的世界
。

这意味着
,

尽管人在实践中要受到 自身物质

梅虑的秘的
,

受到被改造对象及其环境 (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的制约
,

但这种受动性始终未

份



能阻止人类由自然世界向文化世界的跃迁
。

可以说
,

人对外部世界的实践关系涵盖了主体和

客体的基本规定性
。

_

主体改造客体
、

客体统一于主体就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

而且具有世

界观的意义
。

在考察主客体关系时
,

如果片面强调客体的客观性
、

先在性
,

仅仅从 自然方面

来理解和寻找人和 世界的统一性
,

这种客体至上
、

自然本位的观点无疑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后

退到旧唯物主义
。

第三
,

马克思关于人的内在尺度是活动的根本尺度的思想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

马克思是在人的尺度和动物的尺度
、

内在尺度和对象尺度的相互关系中来揭示这一内容的
。

关于动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关系
,

马克思指出
: “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

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
,

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 ”

这就是说
,

和 动物 相

比
,

人的活动尺度是超越种属规定的尺度
,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文化活动和本能活动的区别
,

文化构成人与动物的最后分界
。

人的活动是把
“

自然
”

改造成
“

文化
”

的活动
,

动物的活动及其

结果并不构成文化的因素
。

二者的区别是
,

动物主要依靠遗传性质的代码只对具有生物学意

义的个别事物和信号起反应
,

而不是主动对周围世界赋予意义
,

它们的生产以物种的尺度为

限
, “

一窝蜜蜂实质上
、

只是一只蜜蜂
,

它们都生产同一种东西 ,’( 同上书
,

第 1 95 页)
。

与此相

反
,

人把一切现象都看作与 自身有关的对象
,

也就是说
,

人是能赋予一切事物以 忿义和价值

的创造者
,

即使是 自然界的事物
,

也是根据它与人类的关系来判断其价值
,

并把它们纳入自

己的文化世界
。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赋予意义的行为是人类的
“

命名
”

行为
,

其 目的是以代码

的形式使周围世界秩序化
,

但这种命名行为的基础却是人的实践活动
。

马克思指出
,

在实践

中物的尺度以
“

满足需要
”

的属性表现 出来并铭记在人们的头脑中
,

人们就在观念上把能满足

需要的外界物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
,

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
。

人们为某一事物
“

命名
” ,

就是

赋予它某种意义
,

明确了该物与人的需要的联系
。

实践本身具有产生新意义和新价值的功能
,

这是人的活动不受种属局限的最深刻的原因
。

说人的尺度是超越种属限定的尺度
,

并不是否认人有自身的尺度
。

相对于客体而言
,

人

的尺度是主体性尺度即日益发展着的社会需要
。

因此
,

要阐明人的活动尺度
,

就要考察内在尺

度和物的尺度的关系
。

过去我们曾认为物的尺度是人的活动的根本尺度
,

现在看来不尹
。

人

的实践不仅是适应对象尺度的活动
,

而且
‘

是利用物的尺度来实现人的目的 (尺度)的活动
,

而

人的主体性尺度的实质就是超越现实客沐 州也的限定
。

马克思认为
,

人总是在对 自身有用的形

式上占有 自然物
,

在劳动中
, “

劳动材料获得形式
,

获得一定的属性
,

创造这些属性是 整 个

劳动过程的 目的
,

并且作为内在 目的决定运动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
。 ”

(《马克思恩 格 斯 全

集》第 47 卷 第的 页 )这表明
,

人的内在尺度即是占有物的尺度
,

它必然也是活动的根本尺

度
。

换言之
,

物的尺度只有符合了人的内在尺度
·

它才会成为人的活动的尺度
。

人类对周围

世界赋予意义和创造价值的活动总是根据物与自身的关系来进行的
,

因而物的尺度和人 的内

在尺度的统一是活动的起点
。

这两种尺度的统一是人以自身的尺度衡量物的尺度
、

物的尺度

不断转化为人 的内在尺度
、

内在尺度又转化为活动尺度实现的
。

对人而言
,

把内在尺度运用

到对象上去和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由于内在尺度支配着实

践活动
,

所以它也间接地支配认识活动
。

同对象的实践关系把人的认识的注意力和感官的活

动集中于人所需要的方向
,

人借助
:

感官所反映的不是物的所有属性
,

而是那些同合目的的活

17



动相关的属性
。

认识的选择性的根源就在于人总是根据内在需要把最有实践意义的属性划分

出来
,

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
。

这是物的尺度统一于人的内在尺度的征识论根源
。

三
、

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实践结构的理论

我认为
,

马克思在哲学上提出科学的实践观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
,

与他提出劳动价值论

并在经济理论 中作出的新发现是有机统一的
。

换言之
,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和历

史理论的一般基础
,

而劳动价值论则是实践观的引申和发展
。

因而
,

深入研究马克思经济理

论中关于实践 (劳动)构成的思想
,

对于加深理解
“

实践的唯物主义
”

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

第一
,

要重视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实体部分的观点
。

活动
、

实践
、

劳动等

范畴
,

在哲学史上早已出现并在不同的含义上被使用
。

马克思的贡献
,

是明确指出了上述范

畴的统一性和差别
,

突出强调劳动是一切活动的基础
。

马克思认为
,

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是人

类在 自由时间里所从事的高级的活动
,

但 自由时间的本质是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剩余时间
。

因此
,

作为人类自由发展的科学和艺术活动
,

总是以生产劳动的发展为基础
。

劳动是人类社

会从 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最初源泉
,

生产劳动构成人类社会结构的骨架
。

人类历史上的一个

基本事实是人们首先必须吃
、

喝
、

住
、

穿
,

就是说首先是劳动
,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
、

科学
、

艺术等其他活动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其他活动
“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

并且受生

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

第 12 1 页)
。

劳动既然是理解全部社会

史的锁钥
,

因而也是理解其他活动的锁钥
。

在我们的哲学论著 中
,

活动
、

实践
、

劳动等范畴往往是在同等程度上被使用着
,

这在一

定限度内也是可以的
。

但是
,

应当明确这些范畴在内容和应用范围上是有区别的
。 “

活动
”

在

最一般的和抽象的意义上
,

它是社会和人存在和发展的方式
,

而劳动概念则揭示活动概念的

本质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马克思才说
: “

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伙同上书
,

第 12 7 页 )
:

马克思在此并非否认其他活动形式的存在
,

而是为了指出人类一切活动的本质和基础
。

实际

上
,

并非任何活动都是劳动
,

许多活动如人的心理意识过程
,

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内部方

面
,

是心理活动形式
,

但它并不是劳动
。

另外
,

人的有机体的生命活动也同劳动有区别
,

它

仅仅是劳动的条件或潜在的劳动
。

因此
,

把
“

劳动
”

从活动概念中区分出来
,

为我们揭示人类

主体性心理结构形成的最终根源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视角
。

第二
,

从马克思的劳动要素说来透视人和自然关系的本质
。

众所周知
,

马克思是以劳动

为参照系来称谓各个要素的
,

例如
,

他把人
、

活动的主体称作
“

活劳动
”

或
“

自为存在的劳

动
” ,

把活动的工具和传导体称作
“

劳动的化身
” ·

把活动的结果称作
“

物化劳动
”

或
“

死劳动
” ,

而把生产过程的实体称作
“

劳动
”

等等
。

很显然
,

在劳动过程中
,

所有 的要素
,

无论是主体因

素还是自然物质因素
,

全都具有劳动过程系统的质
。

在马克思看来
,

人本身不是某种驯服的

自然存在物
,

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主体出现在劳动生产中
。

人通过劳动把自然物

质的特性变成了主体的特性
,

把 自然变成了自己的无机的身体
,

人的劳动能力是已经转化为

主体的自然力
。

在生产劳动中
,

人吸收一切自然力又放出一切 自然力
,

人的主体性就体现在

劳动中
。

劳动是由人来发动和支配的过程
,

这就是马克思把人称作
“

活劳动
”

和
“

自为存在的

劳动
”

的含义所在
。

同样豹道理
,

人的生存环境权仅是人的本质力量形成的条件和客观可能



性
,

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
,

是在人的活动中实现的
。

费尔巴哈就不懂得这一点
,

他过多强

调自然界
、

客体
,

但他并未把它们理解为活动的要素
。

在马克思看来
,

重要的不是对象的简

单存在
,

而是要把它们引入活动的现实过程
。

把活动的工具和产物称作
“

劳动的化身
”

和
“

死

劳动
” ,

正是为了突出它们作为 自然对象经过了劳动的熔铸
,

具有了劳动的本质 特 性
。

所谓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

一是指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人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本质是

劳动实践
,

二是指人和人之间的物质交往的本质也是劳动实践
。

由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

是劳动的化身
,

因而人们交换的就是各自的劳动和劳动能力
。

这样
,

每个人不仅是 自身活动

的产物
,

而且也是他人活动的产物
。

人的主体性是通过社会地进行的物质变换 (环境的改变)

和物质交往 (其结果是人的自身发展) 的途径实现的
,

这两方面同活动的改变 (活劳动和物化

劳动的相互转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
。

第三
,

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二重性理论的逻辑意义
。

自然界既是具体的
,

又是抽象的
。

人

类的认识不仅在内容上与外部世界相符合
,

而且在思维规律上也和外部世界相一致
。

从思维

形式上研究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
。

他认为
,

逻辑范畴是外部存在和人的

活动的无数次简化的产物
,

从而把人 的有 目的的活动引入了逻辑的范畴
。

列宁明确地提出逻

辑的格与人类的重复性实践有关
。

侧重研究心理逻辑学的皮亚杰也认为
,

人的心理逻辑运算

能力不是从对象本身中抽象出来的
,

而是从行动和行动的协调中抽象出来的结果
。

我个人认

为
,

所谓重复性实践和行动的协调都不是指实践 的内容
,

而是指实践的形式结构
; 不是指单

一具体实践的结构
,

而是指人类历史实践所共有的形式结构
。

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二重性理论

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有帮助的
。

马克思认为
,

一切劳动从内容方面看是具体的有用劳动
,

从

形式方面看则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能力的单纯凝结
。

因此
,

任何劳动活动都是具体和抽象
、

内

容和形式的统一
。

客观世界的逻辑就是经 由人的实践中的普遍形式结构才内化为人的心理运

算结构的
,

而实践的共有结构是表现在一切具体实践当中又在历史实践当中积沉下来的结构
。

如上所述
,

抽象的人类劳动和活动的普遍的形式结构主要是指主体能力
,

这种能力的获

得必须通过活动和活动的重复
。

随着活动的重复
,

人类从事活动的行为动作逐步简化
、

压缩

即程序化
,

变成主体 自身的活动技能
。

这样
,

起初作为实现特定 目的的具体动作
,

就逐步丧

失它 由以产生的具体 目的的依赖性
,

某种普遍化的动作程序就从具体活动情境中分离出来
。

这种普遍化的动作程序具有较大的适应性
,

它不再仅仅对应某种具体的联系和关系
,

而是反

映普遍存在着的联系和关系
。

就是说
,

实际的运算失去了个别性
、

显露出一般 性 并 被 形 式

化
。

这种抽象出来的动作程序一方面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
,

另一方面也以客观化的形式体现

在工具和语言符号体系中
,

组成相对隐定的逻辑和数学的矢闭识体系
。

与具体的实践概念相对

应的
一

抽象实践概念的提出
,

为揭示人的心理逻辑结构的起源提供了钥匙
。

它有助于说 明
,

尽

管各个民族
、

每一单个主体的实践活动总是千差万别的
,

但却有其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思维逻

辑的类似机制
。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
,

马克思对
“

活动
” 、 “

实践
” 、 “

劳动
”

诸范畴关系结构的研

究
、

对劳动的过程结构和要素本质的独特理解以及对劳动属性的关系结 构 的分 析
,

理 应 是
“

实践的唯物主义
”

的重要内容
。

从哲学层次和科学层次对这些思想进行深入地考察和系统地

整理
,

是我们建构新的哲学体系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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