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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

马克思实践概念探析
％

韩步江 尚庆飞

【提 要 】 马克思的 实践概念 ， 需要从两个方 面把握 ：

一是通过 马 克思哲 学 思想史视

角 ，
以文本为载体直接解读马克思实践概念 ， 可以发现实践是立足现实并改变现实的 活动 ，

是人的对象性活动 （ 包含创造性和革命性 ） ， 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动 关 系 的有效中介 ， 属于

社会历 史范畴 ， 可以根据具体 的社会历 史具体化 ， 蕴含着可能性向现实发展的 空 间 。
二是

通过马克思哲学原理视角 ，
以马克思哲 学思想 内在逻辑深层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 ， 可 以发

现
， 实践有主体性维度 、 客体性维度 、 阶级属性和民族立场的 维度 。 当 前 学术界将马 克思

实践概念扩张式地解读为 实践本体论 （实践
一元论 ）

，
这并没有真正把握住马 克思 实践概

念的本意 ，
也没有做到 在

一般科学认知基础上去深入地透视马克 思实践概念丰富 的 理论

特征 。

【关键词 】 马克思 实践 历 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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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从感性具体主观臆断都必然会产生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理论

到总体抽象再到抽象具体的发展过程 。 每一个特征的扭曲 ， 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谱系 中毛泽

环节都包含着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 ， 透视东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 、 运用和发展 ， 更

这些环节可以发现 ， 把握马克思实践概念不是无法理解毛泽东与马克思在实践概念上的异曲
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 因 为实践概念不仅具有同工之妙 、 殊途同归之美 。

表层意义 ， 而且具有深层意义 。 实践概念不仅

是马克思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利器 ， 而且是新
一

、 ￥３：胃 的 ：Ｓ ：接解读

世界观的基石 ， 它既具有批判功能 ， 又具有建１丨折母巴而 ＾棚： 古田 中 认秘

的＃如 Ｌ
ｉ从哲学层面上概括马克思头践概念的理论特

构功能 ， 从马克思主乂谱系学来看 ， 它还具有

发展功能 。 但这并不意味着 ， 马克思实践概念

没有规范的理论特征 ， 是
一

个随意泛泛而谈的

概念 ， 错综复杂并不代表着杂乱无章 ， 把握马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毛泽东实践概念及其意

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特征还是有迹可循 、 有据
？ ３ＺＸＣ０１ ３＼ｇ：胃

ＴＴＴ太
重大项 目

“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 时代化 、 大
可査 、 有理可観 。 任何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众化研究

”

（ １０臓００則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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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马克思思想的应有之义 ， 而从哲学层面上西 。

”？ 哲学对现实的研究并不是要求将理念与

剖析马克思实践概念内在结构则无疑是把握马现实分开 ， 以命令式的
“

应当
”

规定现实 ， 而

克思实践概念理论特征的关键 。 马克思实践概是立足理念 ， 坚持理念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把握

念的理论特征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颠覆和重建了现实的真实程度 。 显然 ， 这不是将哲学确定在
一

种哲学话语 ， 仅仅停留在实践概念的表面是现实的立场上 ， 而是将它确定在理性立场上的

看不出来的 ， 必须从实践概念的 内在结构 出 发表现 ，
现实成了理性的

“

玩偶
”

， 需要理性来证

通过比较才能说明实践概念本身 的理论特征 ， 明它的存在和价值 。

而比较的对象往往有二个方面 ：

一是实践概念与坚持推崇理性原则 的思想家相反 ，
旧 唯

在其他思想家那里的理解和运用 ；
二是实践概物主义思想家高度肯定现实 、 感性的地位 ， 但

念在马克思那里不同情况下的运用 。 通过比较他们孤立看待客观事物 ， 将客体与主体分开理

找到马克思实践概念想要表达的 内在思想意蕴解 ， 看不到客体与 主体之间 的联系 ， 更看不到

和对实践概念所增加的新的思考 内容 ， 就能概改变现实的活动 。 这为马克思提出实践概念提

括出马克思实践概念 自身 的理论特征 ， 具体来 供了思考空 间 。 马克思认为 ， 从现实出 发而不

说 ，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特征主要包括以下 是从原则 出发是新唯物 主义的前提 ， 这是黑格

几个方面 。尔不能走向 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因 ， 同样 ， 停留

第
一

， 实践是立足现实 ， 并改变现实的活 在现实立场上也不能走向彻底的唯物主义 ， 因

动 ， 它 以现实为 出发点 。 如果说批判是理论能 为在历史观中它看不到
“

现实的个人
， ，

的实践

动于现实的一条逻辑 ， 那么实践就是现实 自身 活动 ， 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客观存在 。

的一条客观逻辑
；
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虽然是很第二 ， 实践是人的对象性活动 ， 包含着创

现实性的话题 ， 但人类的认识活动却不总是目 造性和革命性 ， 无主体的活动不属于实践概念
绕着现实展开 。 人类对

“

全知 全能
”

上賴渴
的綱 。 恢复人的主体地位 ， 是马克思通过对

求 ， 反映着人类龍麵实的
“

真理
”

追求 ，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而对唯心主义
飯映着人们在现实面前的无奈 ， 或许这就是

形式逻辑批判的产物 ， 这是
一

段艰难的挣扎过

程 。 在马克思之前 ， 很少有思想家真正去用心

粹信仰并不能解释现实中 的问题 ， 这
，
人类理

科学地考虑人的问题 ，
在认识上的终极追求使

性的
＾
复和重建提供了重要 当信

很多思想家认为只有摆脱 了个人情况的差异影

响才能得到永恒的真理 ， 真理似乎是远离现实
°

／ｎＳｉｆ 中的人的悬置物 ， 人的现实生存和生活似乎并

不关乎麵 ， 人賊顏运撤程巾祕化物 。

这是－种意识到对象化过程但颠倒真实秩序的
每一

ｉｆ錢
思想表达 ， 这种在认识论上的彻底化追求最终

是黑格尔 。 黑格尔认为 ，
哲学就是要达麵性

走 向 种更 离现 的人的

与现实的和解 ，

“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
等

的 ，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

”① 因此 ，

且古ｆ
前
：ｆ

“

在 日 常生活中 ， 任何幻想 、 错误 、 罪恶 以及
－ｆｎ

切坏东西 、

一

切腐败幻灭的存在 ， 尽管人们都
种心考还是有限 的 、 不足 的 ， 甚至是存在着问

随便把它们叫做现实 。 但是 ， 甚至在平常的感

觉里 ，
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① ［德］ 黑格尔 ： 《小逻辑》 ， 贺麟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的美名 。 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 ， 只是
一个没有

② ［德］ 黑格尔 ： 《小逻辑》 ， 贺麟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〇〇９

什么价值的 、 可能的存在 ， 亦即可有可无的东年版 ， 第 ６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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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 。 这主要集中于对人进行类本质的规定和和 自然结合起来的重要功能 ， 将实践抽象为
一

思考 ， 不从现实角 度理解个人 ， 而将个人放入种跟 自然没有关系的概念和原则 ， 不能从 自 然

类本质中进行理解 ， 不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历的角度对人的产生活动进行历史审视 ， 而马克

史发展中 的作用 ， 不能对人的生产活动作出分思则指出 ：

“

正像
一切 自然物必须产生

一

样 ， 人

析 ， 最终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也只能停 留在也有 自 己 的产生活动即历史 。 但历史是在人的

宗教批判领域中 。 马克思不仅恢复了人的主体 意识中反映出 来的 ， 因而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

地位 ， 而且通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 种有意识地扬弃 自 身的产生活动 。 历史是人的

究明确了人的主体活动 。

“

现实的个人
”

的提出真正的 自然史 。

，
’②

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重要方面 ， 在马哈贝马斯认为 ，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
克思看来 ， 现实

＾
体的个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是 通过社会劳动的综合实现的 ， 这意味着在他那

人本质力量的展示 ， 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实践是 里 ，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
一

个综合概念 ， 起着
现实具体人的对象性活动 ’ 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综合的功能 ， 即社会劳动综合着人与 自然二个
对象 、 现实＿性齡发现 ， 人的对象倾动 施 ， 佩 ：

“

同 《總学 》 咖 的黑格尔相
是人在现实层面上实现 自身需要的活动 ， 它在 反 ， 马克思坚信 ， 意识的 自 我反思触及的是社

＿会劳动的基本结构 ， 并在社会劳动 中揭示从事
人的对象性活动不是感性直观的活动 ， ｍ 客观活动的 自 然存在物 （人 ） 同他周 围的客观

巧 力胃ＴＯ＃ 。 ＳＢ
自然獅综合 （结合 ） 。

”③ 这麵综合是唯物主
观

‘？气
的 ， 是能从

“

现实的
义综合 ， 它

“

不是以思维为媒介 ， 酿以劳动为

媒介而完成的 ， 像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 ， 那么综
活

合赖以形成的基础就是社会劳动的系统 ， 而不

现实向前发励规定 。 马克思对费尔 巴哈＿

判充分地個 了这－点 ， 马韻 尔 巴哈

＝Ｓ＝
真

认
度展；的： 将实践解＝综＝ ＝

了解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和革命性 。＾身 。 从联系范畴看 ， 我们可

第三 ， 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动关系＠念
＾

为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动关系

中介 ， 是－种客观存在 ， 既包含着人与 自 然之 ＾
中介范畴 。 中介不是中 间 ’ 中介是一种客观

间的关系 ，
又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实践

存在 ， 中 间是两者之间的缝隙空 间 ’ 中介既连

是人的对象性活动 ， 这意味着实践不是独立的
着主体 ’ 又连着客体 ， 起着主体和客体之间 的

主体活动概念 ， 它显然包含着人的活动对象物 ，

桥梁纽带作用 ， 好
＾

一

个硬币 的二面通过硬币

主体和对象物二个方麵 自然性是马克思唯物
本身结合在

一起 。 实践既有人 （主体 ） 方面 ，

主义的关键 。 在马克思看来 ， 人是 自然存在物 ，

又有 自然 （客体 ） 方面 ， 还有主体能动于客体

而且是为 自 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 ， 人实践活动
—

的主要对象就是客观 自然 ， 人通过实践活动同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 ３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 ７２ 年版 ， 第

自然发生着关系 ， 他称劳动 是不依一切社会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乜 卷 ， 人民出版社 簡 年版 ， 第
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 ， 是人和 自 然之间１ ６９ Ｋ 。

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 自然③ ［德］ 哈贝马斯 ： 《认识与兴趣 》 ， 郭官义等译 ， 学林出版社

①

气
同唯 ；

＾
＂

＾￡
动概念的 ３１解存

④ ［德］ 哈贝马斯
：

《认识与兴趣》 ， 郭官义等译 ， 学林出版社
在着重要区别 ， 唯心主义常常看不 出劳动将人１ ９９ ９ 年版 ， 第 ２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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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 因此 ， 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动关最后是阶级属性和 民族立场 。 这三个方面需要

系的中介 。进行整体有机地理解和结合 ， 抓住一个方面进

第四 ， 实践概念属 于社会历史范畴 ， 这意行孤立的理解和发展往往会将马克思主义发展

味着实践概念可以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具体化 ，
成非马克思 主义 。 就思想史来看 ， 马克思对传

意味着实践概念包含着可能性向现实发展的空统哲学实践概念的超越就突 出地表现于此 ， 能

间 ， 这是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谱系 中能够坚持和够以 内在有机联系和互动的 深层结构和 功能 ，

发展的重要原因 。 将实践限定在唯物主义维度 ， 凸显 自 身哲学思想的精髓 ， 是马克思实践概念

即从 自然史角度说明实践 ， 不是马克思思想的与思想史上其他实践概念的根本不同 。 人的理

重点 。

“

现实的个人
”

的社会实践活动建构起来 性虽能张扬 ， 但并未必能领会马克思实践概念

的社会历史才是马克思真正关注 的焦点 。 在马之要义 。 马克思实践概念是包含着科学性 、 价

克思看来 ， 人的实践活动只有进入社会历史的值性和发展性的概念 ， 这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理

领域才可真正地成为实践活动 ， 因为实践活动论特征三个基本方面的内在逻辑前提 。

本身只有在历史的既定条件下才可 以得到 阐释１ ．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主体性维度

和说明 ，

“

每个个人和每
一

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主体性维度与 马克思主

西 ： 生产力 、 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 ， 是义实践概念的客体性维度相对立 ， 是在社会实

哲学家们想象为
４

实体
’

和
‘

人的本质
’

东西践中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所呈现出来的对人的本

的现实基础 ， 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质 、 功能和意义的
一

种理解 、 把握和运用 ，

“

马

东西的现实基础
……

”

。

？ 因此 ，
感性具体的实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不是给予的 ， 是在创造性实

践活动都是特定社会历史下人 的对象性活动 ， 践中形成的
”

理念 ，

？ 是
一种既包含着主体和客

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 。体 ， 又包含着事实和价值 ， 还包含着主观和客

实践概念之所以属 于社会历史范畴还可 以观的分类方法 。 因此 ， 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主

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 第
一

， 实践活动的主体体性维度考察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特征是深

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 。 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 ， 层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重要方面 。 具体来说 ，

在马克思看来是
“

现实的个人
”

， 历史就是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主体性维度的理论特征主要
“

现实的个人
”

出发的 ， 这就决定了实践概念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不开社会历史的范畴 。 第二 ， 实践活动 的客体第一 ， 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 实践活

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 。 实践活动的客体不是纯动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主体力量的正确合理发挥 。

粹的客观 自然 ， 而是能纳人人的社会性过程的提到实践 ， 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人 。 从某种程度

客观 自然 ， 自然经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变成了
一上讲 ， 实践是人的主体性概念 ， 是人的基本存

个社会概念 ， 这就使得实践概念离不开社会历在方式 。 在早期人类社会 ， 人的存在方式表现

史范畴 。 第三 ， 实践活动过程是
一

个社会历史为类存在物 、 部落体 、 群居动物 ， 以原始共同

过程。 实践活动 自 身是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体形式与 自然相联系 ， 人的个体性存在很难维

发生变化的 ， 在不 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系 ，
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使得人们根本无法同

的表现形式 ， 这就说明 了实践概念是
一个社会强大的 自然界抗衡 ， 人同动物一样完全依赖于

历史范畴 。自然界 。

“

自然界起初是作为
一种完全异 己 的 、

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 ，

二 、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深层理解

对马克思实践概念进行深层理解可以发现 ，

①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Ｉ＂ ５ 年版 ， 第

９ ２
？

９ ３ 页 〇

实践概念的 存ｆｔ＃二
？ 张一兵 、 胡大平 ：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 》 ， 南

面 ： 首先是主体性维度 ， 其次是客体性维度 ，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１ ２７ 页 。

１３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人们同 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 自然界的关量能动的工业实践创造出 了一个社会存在 ， 这

系一样 ， 人们就像牲畜
一样慑服于 自然界 ， 因种存在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实体关

而 ， 这是对 自然界 的
一

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系组成的 ， 而是 由非实体性关系组成的 。

（ 自然宗教 ） 。

”① 在这样一种原始落后的条件下 ，在此 ， 我们有理 由相信 ， 肯定人的主体力

人的实践活动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 尤其是社会量即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活动 的正确合

性
“

生产
”

。 人们有的只是生活 ， 并无生产 。 只理发挥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重要理论特征 ， 这

能在臣服于 自然界的情况下 ， 利用 自然现存的 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理解 、 坚持和发
东西获得 自 身的存在 ， 根本无法达到认识和使 展实践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

用 自然界的程度 。 随着人的主体力量在人的活第二 ， 实践是人的基本认知方式 ， 它不仅
动 中的不断提升 ， 人渐渐地开始独立地制造和 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 ， 而且推动着人们认知

使用劳动工具了 ， 这标志着在人与 自然的对抗 方式的发展 。 在人的实践活动未充分形成和展
中 ， 人开始具备独立性 、 自 主性和能动性 了 。 示之前 ， 人对 自然界的认知方式主要是依赖于
人作为人是由此拉开帷幕的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自然直观完成的 。 在农业文明下 ， 人在 自 然面
能够独立地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才是人 。 前并不具有支配地位 ， 人臣服于 自然 ， 自然界
这
，
味着 ， 实践 （劳动 ） 活动 的独立 、 自 主和 “

表现为 自在的更高的东西 ， 表现为 自 为合理的

东西
”

， 但这并未阻止人们对 自然雛秘的渴望
（

口

劳动 ＞ ， 人只
，

＿动
，
－棚于 自然界的麵 總索 。 在当賴条件下 ， 人们的实践活动范

酵能力还并未真正打开 ， 因此人们对真理的
＿

追求或者 以想象来征服 自 然界 ， 出现了 图腾崇
缓
，２

为实践
拜 ， 或者以直观的方式探索 自 然的奥秘 。 这种

自然直＿方式在当时具有—定的合理性 ， 因
；！ 自然 ＷＩＩ 自 ｆｔＭｎ ｉｔｔ 彳

为当时人生活 的雕職本身也不是人类劳动
（劳动 ） 活动主要还是依赖于原始群体的方式进

行的 。 随着人在实践活动中 能力輔围的扩大 ， ＝
大约在域纪左右 ， 人与 自然的关系开始＿＝＝＝＝＝＝直

！２；
变化 。 人与 自然的直棚－关系开雛人与 自＝＝＝
然相对分离和人与人之＿关系取代 。 新酿

产阶级生产方式在近代 自 然科学发展推动下不
了

：

仅开始改变人与 自社间的关系 ， 而且开始？这 践活

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人
导致的 ， 也是当时人的

的鉢＿拭 ， 祖在关綠社改变人祕
、

轉在方式 。 这种改变在马克思看来 ， 是人的本＊

质力量实现了的工业生产所带細 ， 以工业生产
式产生了重要变革 ， 催生出 了

一

种不 同于 自 然

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不同 ，

直观的科学抽象方法 。 在农业生产下 ， 人们的

它使人在 自然界面前更具支配地位 ， 马克思说 ：

实践活动同 自 然的直观认知方
巧
相适应 ， 人们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从 自然的支配为前提……
通过 自然直观方式了解 自然进行实践活动 ， 人

社会地控制 自然力 ， 从而节约地利用 自然力 ， 用
与 自然同

一

性关系决定了这种适应在当时具有

人力 兴 建 大 规 模 的 工 程 占 有 或 驯 服 自 然


力 ，

——

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 ５ 年版 ， 第

性的作用 。

＠ 匕使人在农业文明下 自然存在方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料 卷 ， 人民出臟 ２〇〇 １ 年版 ， 第
式变成了

“

社会存在
”

方式 ， 人们通过主体力５８７
？

５ ８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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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合理性 ， 人们实践活动程度根本无法也是马克思深人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考察实践活

不需要使人催生出科学抽象的认知方式来 。 但动主体方面的结果 ， 在他看来 ， 实践活动本身

在工业生产实践的现代社会中 ， 自 然直观的认就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发挥和展示 。

知方式开始发生了变革 ，
工业生产实践不仅需掌握社会历史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要而且催生了人的认知方式的变革 。 工业生产辩证统
一

，

？ 在马克思看来是完整把握实践活动

实践跟农业生产实践不同 ， 它创造出 了
一种非的关键 。 在马克思看来 ， 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创

实体性的 、 抽象的社会关系 ， 通过直观方式来造性 ， 但这种创造性是以先前历史承继的条件

把握这种关系显然无法深人人的实践活动的真为基础的 ， 而且是
一种双向 的创造性 ，

“

环境的

实本质 。 工业生产实践活动如果用直观方式来改变和人的活动或 自 我改变的一致 ， 只能被看

把握 ， 那就会像庸俗经济学家一样陷人工业生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

”③ 这种既有

产实践活动本质之外 ， 用外在假象取代真实本作用力又有反作用力 的人的实践活动就是历史

质 。 工业生产实践创造出 的人的非实体性社会的本质 ，

“

创造这
一

切 、 拥有这
一切并为这

一切

存在必须通过科学抽象来认知 ，

“

分析经济形而斗争的 ， 不是
‘

历史
’

， 而正是人 ， 现实的 、

式 ， 既不能用显微镜 ， 也不能用化学试剂 。 二活生生的人 。

‘

历史
’

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 自 己

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

”① 这就是说在工业目 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 历史不

生产实践下 ， 人的实践活动不仅产生了人的认过是追求着 自 己 目 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

”④
由此

知方式变革 ， 而且推动了人的认知方式的发展。可见 ， 社会历史规律性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

２ ？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客体性维度的发挥 ， 从某种程度上讲 ， 人的实践活动所构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客体性维度是对马克思筑的社会历史是社会历史规律性呈现的前提 ，

实践概念的
一种深层理解 ， 主要有两个方面 ： 社会历史规律性就是基于以往社会历史发展所

一是实践概念本质层面的客体性维度 ，

一是实得出来的
一种理性认识 ，

理解和运用这种社会

践概念运行层面的客体性维度 。 这两个层面的历史规律性必须考虑到人的主观能动性 ， 因 为

完整有机结合就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客体性维社会历史的 （未来 ） 发展并不
一

定按照这个规

度 。 特别是马克思实践概念运行层面的客体性律性进行 ， 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人的主观能动性

维度对解释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功能和意义具有的正确发挥下可 以在
一

定的时间和空 间里离开

至关重要的作用 。 从历史运行层面来看马克思社会历史的规律性 ， 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

实践概念的理论特征 ， 可 以发现马克思实践概

念的客体性维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４４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第一 ， 实践是社会历史规律性和人的主观
８ 页 。

如斗Ｍ？姑抛
、

１：始女 ＩＩ古 田 ａｔ 田 中瞄Ｔ且② 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 阐述和说明 ， 实
能动性的辩证统

一

。 在马克心那里 ， 实践不是际上并没有掌握社会历史规律性和人的主 ５１能动性的辩证

抽象的哲学概念 ， 这可 以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统一 。 为此 ， 张一兵教授对这种不足进行了批判 ， 提出了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 》 ， 阐释了社会历史运行的

， ＿

命 Ｂ＆ ａｔ為？

ＨＨ ＺＩ古 田 士真正辩证法 ， 肯定了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时是
程中还可 以看出 ，

一

头践概念跟马克思对历史本可以超越这种规律性的 ， 但历史的发展表明 ， 这种超越只

质层面和历史运行层面的建构紧密相连 ， 真正是暂时的 ，
最终还是要 回归社会历史规律性的 ， 社会历史

的实践活动必须坚持社会历史规律性和人的主规律性是对社会历史运行层面的整体科学把握 ， 是建立在

观能动性的辩证统
一 社会历史规律性是马克狄昍现 。

吁：
现 土

，二
兄
史的未来发展跟这种规律性保持着完全

一

致 ， 因为人的主

思通过人们社会实践整体运行过程发现的客观观能动性在社会历史发展柯以暂时地突破社会历史 的规

规律 ， 是社会历史 自身发展所包含和呈现出来律性 。

的东西 ， 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 往往表现
③

￥
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懸 年版 ， 第

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２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５ ７ 年版 ， 第

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人的主观能动性１ １ ８
？

１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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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活动作用 的结果 ， 但最终 回归到社会历会产生问题 。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有多个

史规律性则说明人的实践活动从根本上无法远方面 ， 当他从社会运行层面看实践时 ， 他所看

离社会历史规律性 ， 这就是实践对社会历史规到的是
，
社会生活 只有从实践角度去理解才能

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机辩证统
一

。把握其本质 ， 因 为
“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第二 ， 实践是理解和检验理论的标准 ， 是实践的
”

。

？ 这是对实践概念 的
一

种高度肯定 ，

理论走向社会现实层面的重要基础 。 马克思实将社会生活 的本质规定为实践意味着人的实践

践概念的形成与对抽象理性思维的批判是 同构活动是社会生 活的重要基础 ， 没有人在实践活

过程 ，
正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层面的动中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 ， 社会生活就有可

理解 ， 使得马克思开始逐渐认识到理论与现实能变成 自然生活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全部社会

的关系问题仅仅靠抽象的理论思维是很难解释生活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才可能存在和发展 ，

清楚的 。 理论必须回 归到实践 ， 并在实践中论这显然是对现实本质的
一种理解 ， 因 为全部社

证 自身的合理性 ，

“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会生活在马克思看来就是
一种现实 。

理性 ，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 而是
一个实践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人 的基本存在方式 ，

的问题 。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 自 己思维的真理是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 而且是人的

性 ， 即 自 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 自 己 思维的本质建构的重要基础 。 马克思说 ：

“

人的本质不

此岸性。 关于思维
——离开实践的思维

——

的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上 ， 它

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 ， 是一个纯粹经院哲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⑥ 显然 ， 对人本质的

学的问题 。

”① 这就是说 ， 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理解马克思 已经意识到要摆脱抽象的思维 ， 从

性的重要标准 ， 实践为理论建构 出了重要维度 ， 现实性人手了 ， 而一旦涉及到对现实的理解 ，

没有实践所明确的维度 ， 理论 自身就缺少了衡往往就离不开实践 ， 因 为实践包含着对现实的

量标准 ， 分不清现实性和非现实性 。真正理解和把握 ， 是人从主体方面去把握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 ， 离开人的实践活动 的理论的重要活动 。 实践创造 出 的人的社会存在就意

不仅无法理解社会现实生活 的本质 ， 而且很容味着人在现实性上是
一

种社会关系 的建构物 ，

易将理论引 向非现实性的方向 。 只有从实践出社会关系 的总 和代表着人的本质内 容 。 同样 ，

发并在实践中理解理论才能真正地把握历史唯社会也应该从实践活动建构起的社会关系总体
物主义认识论 ，

“

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旨在研究既 （人类社会） 来理解 ， 单个人的抽象理解和直观

决定着现实的生活过程 ， 又决定着建造生活世都不能真正地理解社会 ， 社会是人的实践活动
界的先验条件的社会范畴 。

”② 才能真正解决理 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整体存在物 。 为此 ， 马克

论神秘主义问题 ， 马克思说 ：

“

凡是把理论引 向神思批判道 ：

“

费尔 巴哈没有看到 ，

‘

宗教感情
，

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 本身是社会 的产物 ， 而他分析的抽象的个人 ，

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

”？ 这意味着 ，

在理论与实践的比较中 ， 马克思更看重实践的重

要作用 ， 这是马克思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发生重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 民出版社 懸 年版 ， 第

身５ ５ 页 。

变革的结果 ， 在经历了先刖抽象思维的反思后马 ② ［德］ 哈贝马斯 ： 《认识与兴趣 》 ， 郭官义等译 ， 学林出版社

克思已经认识到只有从人的实践角度去理解感性 ，１卿 年版 ， 第 ２５页 。

恢复感性在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 才能真正地使理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 ９５ 年版 ， 第

论具ｓ

■

发展的潜力 ， 为此他批判费尔 巴哈道 ： 费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丄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第
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 ； 但是他把５ ６ 页 。

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 、 人的感性活动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 Ｉ＂ ５ 年版 ， 第

第二 ， 实践是社会生活 的本质和基础 ， 离 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 ５ 年版 ， 第

开人的实践来谈论人 、 社会 、 唯物主义往往都 ５ ６ 页 。

１ ６



韩步江 尚庆飞 ：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马克思实践概念探析

是属于
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

”
？ 为了解决这种直地位 。 而工人在生产中与生产资料分离 ， 只能靠

观唯物主义不能从实践角度理解人和社会的问出卖 自身劳动力为生 ， 因此他们的实践活动往往

题 ， 马克思提出要从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社会倾向于维持 自身的生存 ， 有时还表现为斗争活动 。

关系整体 （人类社会） 来理解人和社会 ， 他说 ： 从这里不难看出 ，

“

现实的个人
”

在一定的社会形
“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
新唯物主义态中往往是以整体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 ， 阶级就

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

”②是这种人与人关系在社会层面上的
一

种整体划分

３ ．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阶级属性和民族立场物 。 在阶级社会里 ， 个人从属于阶级 ， 个人的实

与西方传统实践哲学相 比 ， 马克思实践概践活动都贯穿着阶级性 ， 贯穿着不同阶级的特殊

念具有 自 身鲜明 的特色 。 它强调实践活动要同利益和要求 ， 是阶级意志的集中写照和反映 。 这

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相结合 ， 要考虑社会阶意味着人的实践活动必然离不开人的这种
“

阶级

级状况和民族 国家的具体情况 ， 凸显阶级社会人
”

身份 ， 带有 自身的阶级属性 。

和民族国家的本色 ， 将阶级社会和 民族国家的第二 ，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民族立场意味着

具体实际真正地融人到实践概念的现实建构过人的实践活动离不开民族的客观实际 ， 民族精

程中 ， 在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中 进行具体科学神为人的实践活动奠定 了
一种基调 。 马克思是

的实践 ， 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 民族独立的共德国人 ， 德国思想家 自黑格尔起
一直带有强烈

产主义理想 目标 。 由此可见 ，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民族主义色彩 。 黑格尔就曾认为 ， 德意志要

具有阶级属性和民族立场是必然的 ， 而理解这成为真正的 国家就必须克服 自身全局观的缺失

种必然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和地方主义 。 马克思也十分强调 民族 的立场 ，

第一 ，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 阶级属性包含着对德意志 民族既有肯定的
一

面 ， 又有批判的一

两方面的含义 ：

一是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无法面 。 从他的文章来看 ， 他对德国很多思想家进行

摆脱 自身的阶级属性 ，

一是坚持无产阶级阶级过分析批判 ， 在他看来 ， 德国代表着
一种现实 ，

属性才属于历史的真正实践活动 。 从社会经济民族的往往也就代表着世界的 ， 从民族实际立场

层面理解阶级概念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将出发往往就能看到普遍 ， 因此 ， 他说 ：

“

德国人的

其延伸到政治领域是马 克思的首创 。 对资本主 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

”？ 后来马克思还认识到 ， 人

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是马克思阶级概念得 的实践活动呈现出来的差异往往是由于民族差异

以明确的前提 。 虽然马克思很早就明确 了 阶级 导致的 ， 德国人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 ，

立场 ， 但对阶级的真正理解还是在对资本主义 因而从来没有
一个历史学家 ， 而法国人和英国人

生产方式内在过程分析中完成的 ， 对资本主义 就能写出市民社会史 、 商业史和工业史 。

生产方式剥削关系本质的挖掘 ， 使马克思认识＿

到只有从阶级的角度才能剖析出 资本主义生产＝、 余 马克 的

方式的本质 ， 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存扩张式解读

樹马克思实践概念直接解读和深度理解
乂就不能作为

一个生产性的社会经济过程而持ｔ ｅｇ

续存在 。 换句话说 ， 社会陳是资本主义 内在

的 、 不可分割的
一个特征

”

。

③ 在马克思看来 ，

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 ， 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卯 ５ 年版 ， 第

＿ ５６
页 

０

仅带来了人的阶级划分 ， 而且给人的实践活动 ②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 ９５ 年版 ， 第

带上了阶级属性 。 资产阶级在生产中占有生产手５ ？页 。

段和全部生产产品 ， 以剥削无产阶级剩余劳动为③ 〇？ 理査德 ． 斯凯思 ： 《阶级 》 ， 雷玉琼译 ’ 吉林人民出版

生 ， 因此他们的实践活动往往倾向于使劳动者与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生产资料相分离 ，
以经济手段追求政治上的垄断１ ６ 页 。

１ ７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 １５年第 ５ 期

范式 ， 即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扩展式解读 。 这种 并不符合辩证法的规定 。 按照辩证法规律 ， 事

解读有二种倾 向 ：

一是要打破传统对马克思实 物是
一

分为二和合二为
一的 ， 既然理论和实践

践概念功能和意义的定位 ， 即主张实践唯物主 是二个方面 ， 那么恢复它们的本质应该是在这

义是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真正解读 ；

一是用外二个方面之上 的东西 ， 而不是实践概念本身 。

在的理论资源透视马克思实践概念得出实践本忽视理论在实践 中的地位往往很容易将 自 然解

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结论 。释为人 自私 自 利的对象物 ，

“

如果人仅仅立足于

实践本体论 （实践哲学 ） 是将马克思的实实践的立场 ， 并 由此出发来观察世界 ， 而使实

践概念看成马克思思想的本质 ， 认为马克思全践的立场成为理论的立场时 ， 那他就跟 自 然不

部思想精髓都围绕着实践概念思考和展开 。 通睦 ， 使 自然成为他的 自 私 自利 、 他 的实践利 己

过上述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直接解读和深层理主义之最顺从的仆人 。 这种利己 主义 、 实践的

解可以发现 ， 将实践概念看成马克思思想的本直观一在它看来 ， 自 然 自 在 自 为地便是无

质主要有以下二个问题 ： 第
一

， 实践是现实的 、

——

之理论上的表现便在于它认为 ： 自然或世

感性的活动 ， 将现实的 、 感性概念看作是马克界 ， 是被创造出来的 ， 是命令之产物 。

”？

思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否存有将马克思矮化为现

实感性层面实证主义者的倾向 。 实践概念只是本文作者 ： 韩步 江是河海大学 马克 思主义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 ， 实践概念与学 院博士后 ， 南 京 大学哲 学博士 ； 尚 庆

历史概念相比明显不如历史概念来得宽泛 ， 历飞是南京大学哲学 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史概念是 比实践概念更高的范畴 ， 用实践概念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概括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似乎有点类似于 自 然唯

物主义的色彩 。 第二 ， 实践是与理论相对立 的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 下卷 ， 荣震华等译 ， 商务印书馆

概念 ， 提实践本体论是不是在取消理论 ， 这种１ ９８４ 年版 ， 第 １４５ 页 。

消除二元分立的方法显然是用一方取代另
一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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