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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实证主义的批判

赵立(!!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

摘4要#面对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底的西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有必要从学理上予以回

应# 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实证主义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从思想史上看!实证主义与马克思

主义都是在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 只不过!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对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秩序的理论呼应!在方法论上强调直观"自然与道德!而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批判精

神!辩证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在方法论上强调总体"历史与革命# 较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

方法的核心要旨体现为*基于%证实&的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

统一&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实证主义$孔德$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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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伴

随着改革大潮#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底的西方

主流人文社会科学思潮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市场#

并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猛烈冲击% 这些以实证主

义方法论为内核的社会思潮不断&发酵'!对理性

原则的极致运用#对社会的&自然'诠释"社会达

尔文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唯科学主义'论调#

显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 !( 世纪#我们对马克思

主义的再研究(再思考和再建构都是由现实的理

论和实践需求所激发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任务&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批判实证主义#而

是深入它的前沿#充分警觉种种非历史性理论的

问题'

!

% 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厘清实证主

义及其方法论本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

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与斗争#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

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一4启蒙与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与

实证主义的历史相遇

启蒙运动以&理性至上'的原则扭转了欧洲

思想界的主导思想#在哲学领域表现为由对本体

论问题的追求翻转为对认识论问题的思考% 具体

来说#近代西方哲学不再思考认识"主体$如何得

以与对象"客体$一致#而是尝试将对象"客体$理

解为与认识"主体$相一致% 在这种认识论的指

导下#宣称自身为理性代表的数学和几何学方法#

作为构造认识对象的方法#被非批判地引入形而

上学领域% 从笛卡尔到霍布斯再到莱布尼茨#最

终在康德处集其大成#形式理性主义的方法成为

哲学领域的方法论标杆#从而为实证主义潜入哲

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随着科学的&凯旋'#一切

形而上学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取而代

之的是对科学的推崇#甚至发展到了将人视作机

器的地步% 在这一时期#科学高悬于理性王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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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空#人类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思路来把握人

与自然的关系#并塑造了人类的进步观念以及相

伴而生的乐观主义态度#&一种以对于科学及其

方法的确信#对科学的文化及其传统的热情为基

础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

!

#科学主义由此兴起并

迅速征服了人类的心灵%

在科学主义的新思维下#人类不再满足于对

自然的征服% 因为一个合理的推论是!既然理性

能够从混乱的自然领域中抽象出作为&铁律'的

科学#那么繁芜丛杂的人类社会领域也就同样能

够为理性的科学所把握% 也即是说#科学由此不

仅被认为是一种关于自然知识的探索体系#更是

被视为把握人类社会的不二法门% 在激进倡导者

的推动下#科学主义逐步强化#最终演变成&唯科

学主义'的观念% 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看

不见的手'就代表着由确定性规律所支配的无数

个体的连接#&这是一种客观化的描述#这种描述

对待社会事件就像对待自然中遵循类似规律的其

他过程一样'

"

% 由此出发#启蒙运动后的思想家

们试图寻找人类社会的真正规律#这一方面为实

证主义的出场提供了思想温床#另一方面孕育了

启蒙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真正继承

人)))马克思主义%

实证主义"R&K'>'O'KL$与奥古斯特3孔德密

切相关#尽管孔德实际上并未在其著作中使用过

&实证主义'一词#

% 那么孔德的实证主义是从何

而来的呢2 一方面#在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影响下#

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突破了传统知识精英的

&小'圈子#在法国大众中普及开来#这种崇尚科

学(宣扬科学的浓厚氛围为实证主义的诞生提供

了思想土壤% 另一方面#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过

后#昂利3圣西门认为#要想摆脱法国资本主义社

会的动荡#就要在政治方面延续自然科学方面已

经发生过的变革#&即从臆测向实证过渡#从形而

上学向形而下学过渡'

$

% 作为圣西门的秘书#孔

德深受圣西门&实证'思想的感染% 不过不同于

圣西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孔德看来#法

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问题不应再以-破坏.为

中心#而必须以-建设.为中心#即以安定社会秩

序(消除各种政治力量的对立和争斗(携手共建新

社会为中心'

%

% 在此背景下#孔德创立的实证主

义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孔德将自然科

学的实证精神视为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

德提出#人类理性有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即纯然

是临时性的神学阶段(单纯是过渡性的形而上学

阶段和走向成熟的实证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了

人类理性从低到高的连续发展过程&

% 第二#孔

德试图借用自然科学规律建立&秩序与进步'的

社会图景% 孔德认为#人类理性的三个阶段直接

对应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尚武的神学时代(

形而上学的法学家时代和实证科学的工业时代%

孔德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将止步于实证社会阶段#

社会秩序将在永恒规律的&保驾护航'下#依靠科

学的进步获得最终的完善#因此在孔德看来#革命

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

% 第三#孔德的实证主义

体现了资本主义在&双元革命'后的保守转向%

孔德认为#人的行动要由对自然秩序的认识来决

定#但是秩序本身和关于秩序的知识则与人的行

动无关#由此#人的理性在秩序面前折戟#也就无

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发起挑战了%

对于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坚决

予以抵制和反对的%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作为

产生于同一时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

在某些方面&分有'了时代精神的部分共性#即启

蒙运动以来对于理性和科学的推崇#进而在此基

础上#寻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把脉'#只是

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开出了两副完全不同的理

论&药方'% 究其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继承了

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以辩证的方式看待资本主

义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而孔德的实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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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则将社会发展仅仅寄托于科学的进展和道德的

认同#在肯定性的思维中失落了启蒙运动所开辟

的批判路径% 因为启蒙向来都是辩证的事业#单

维度的肯定性思考永远无法理解启蒙的复杂性(多

维性和批判性% 从启蒙的传统来看#肯定理性与科

学的价值本是应有之义#黑格尔就一方面强调哲学

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性与科学的重要性% 只

不过黑格尔认为#启蒙运动将科学理解为狭隘的物

质利益的综合#只追求人世幸福和物质满足#忽略

了自由意志#因而丧失了运用理性法则指导人类经

验和欲望的可能#只有通过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

能充分运用理性把握世界和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

说#黑格尔还是认同启蒙运动的理念的#由此也就

可以解释#青年黑格尔派为什么将提倡理性作为自

己的任务#因为&除了他们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

的成分外#他们还带有启蒙运动的尖锐的批判的倾

向和对法国革命原则的崇拜'

!

%

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构

成了他们青年时期的思想底色% 青年时期的马克

思恩格斯都热情洋溢地称颂理性#反对宗教思想和

封建专制#高度认可科学的力量% 因此#在他们青

年时期的作品中#&理性'&科学'乃至&实证'基本

都是以积极的意义出现的% 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

文时明确提及#德谟克利特作为怀疑论者#认为感

性知觉的世界&脱离原则而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现

实性'#进而通过经验观察&投入实证知识的怀

抱'#尤其&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

"

%

恩格斯则在不断吸收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与家庭的

宗教信仰决裂#并意识到&凡被科学推翻了的东

西#在生活中不应该继续存在'

#

% 但是普鲁士社

会的现实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性'哲学破产

了#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期间遭遇了物质利益

问题#而恩格斯则在曼彻斯特亲眼目睹了工人阶

级的真实生活#由此#两人转而&研究真实的(活

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

$

% 这标志

着马克思恩格斯摆脱了纯粹抽象思维的迷雾#转

而在社会历史发展与活生生的现实中寻觅&真相

与出路'% 相较于孔德提出的唯心的(非历史的(

保守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联手缔造的马克

思主义&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

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

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

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

%

二4辩证总体$历史发展与革命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孔德实证主义的三个

维度

孔德极力强调阶级调和#反对政治运动和暴

力革命%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孔德选中无产阶级

作为实现其改良社会精神风貌的主力军#持续对

法国工人开展实证教育% 孔德对于&道德复兴运

动'&和平社会主义'的提倡与当时的欧洲社会环

境有极大关系%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的对立日益加剧#革命的宣言已经呼之欲出#震撼

整个欧洲的 (+3+年大革命就要到来了% 因此#孔

德诉诸&道德与和平'的实证主义正是这一时期

资产阶级所期望的理论% 此外#孔德的学说对欧

洲工人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第一国际内部就

有支持实证主义的工人组织% 面对受到孔德实证

主义学说影响的工人运动与革命实践#马克思恩

格斯从辩证总体(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三个维度

出发#对孔德的实证主义展开了科学批判%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总体的视角出发

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 (+"" 年 1 月 1 日#在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要

&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孔德正在受到英国人和法

国人的大肆追捧% 从法国建立的实证论派工人团

体到在欧洲各地建立的&实证主义协会'#实证主

义流派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对之

作出必要的研究与回应% 马克思认为#孔德的实

证主义表现为虚假的丰富性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

的琐碎性% 为什么实证主义会呈现这种样态呢2

一般看来#因为&实证主义科学观以近代自然科

学作为自己的科学范式#只从肯定的方面理解事

实#看不到事实在历史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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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就看不到事实中所蕴含的价值'

!

#因而无

法透视经验材料背后的总体性价值#也就无法从

整体上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孔德

的著述虽然看起来&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

是与黑格尔相比却非常可怜#因此#即使孔德的著

作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细节上的些许优点#但是在

整体上却远逊于黑格尔% 以黑格尔作为孔德的参

照物#说明马克思意识到#孔德以实证主义为资本

主义绘就的&发展蓝图'#就像黑格尔创建的无所

不包的哲学体系% 不过#孔德只抓住了细枝末节

的东西#在整体上被黑格尔哲学完全比了下去#更

不要说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为对整体性的强

调%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虽然在细节上

会有在所难免的缺点#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

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

"

% 这种整体性的

辩证思维也是恩格斯批判孔德的出发点% 在 (+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对整个自然科学进

行百科全书式的概括成为一股潮流#圣西门和黑

格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只不过随着自然界的普

遍联系被发现后#这种外在的排序就已经落伍%

孔德与这两人相比更是落了下乘#恩格斯明确指

出#&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

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

#

#

因为孔德只是在&安排教材和课程'的意义上才

使用这一方法#根本没有以整体性的思维运用这

一方法#更谈不上辩证使用了% 对于这一&抄袭'

来的&实证主义破烂货'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宪

章'#马克思在致实证论者爱德华3斯宾塞3比

斯利教授的信中明确表明了态度!&我作为一个

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

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

$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批

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 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批

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认为其一方面是形

而上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只批判既成事实却没有

提出面向未来的举措% 马克思反问道#是需要开出

面向未来食堂的孔德主义调味单吗2 实证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一方面自诩反对形而上学#另一

方面却试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不容忽视的无

产阶级要求调和起来'#为资本主义社会&出谋划

策'% 约翰3斯图亚特3穆勒作为孔德实证主义在

英国的继承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就以&调和不能

调和的东西'而著称% 在马克思看来#穆勒只是

&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

状态看作到处存在的状态'

%

#而且穆勒这样做是

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完全抹除了#由此陷入

了&在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在存在的时候

也是不存在'的虚无状态%

马克思指出#只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

无知的人#才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是必

然的(历史的产物#才会将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

度当作&符合事物本性的(自发成长起来的'自然

产物而加以保存#进而才会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

&永恒性'#认为可以通过&道德限制'对社会问题

加以修正% 实证主义者难以理解*资本论+的辩

证方法#因为辩证方法视现存事物是必然灭亡的#

视既成形式是暂时性的#对任何东西都是批判的

和革命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实证主义

者必然会陷入恼怒和恐慌% 恩格斯也揭橥了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直观性和非历史性% 恩格斯指出#

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的生产和交换行为在社会

方面产生的直接预期影响#&在今天的生产方式

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

的最明显的成果'

&

% 这种直接性使得实证主义者

只能看到直观的社会生产结果#而完全看不到资本

主义生产行为背后对于自然和社会造成的深远影

响% 因此#日益激烈的阶级对立完全不在实证主义

者的视野内#存在的只有埋头工作的工人(组织生

产的实业资本家和安排人类精神工作的实证主义

学者% 这幅由&秩序与进步'涂抹而成的社会画卷

充分表明了实证主义者只是资本统治的代言人%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实践的视角出发

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 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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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拥趸们确实参加过第一国际的活动#但并

非是英国和法国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的#向第一国

际打入了一个楔子#而只是&由于他们是工人#可

以接纳为一个一般的支部#但不能是-实证主义

者的支部.'

!

% 恩格斯也明确指出#虽然个别实

证主义者在巴黎公社期间#在报刊上为抵制对第

一国际的疯狂攻击作出了贡献#但是#一方面#实

证主义者&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创建国际的工作',

另一方面#虽然实证主义者宣称支持工人运动#但

是很短时间内这些支持就变得冷淡了#因为实证

主义者认为&工人已经过分强大#为了保持资本

家和工人"在圣西门看来#他们都是生产者$之间

的真正均势#现在又该支持资本家了'

"

% 实证主

义者的这种所谓维持均势的做法#实际上完全忽

视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社会力量上的巨大差

别#因而暴露了他们&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

人独裁$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

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

#

% 马

克思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坚决与实证

主义这一调和主义立场和宗派主义行径作斗争,作

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

与实证主义的等级制和宗教观念作斗争的% 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的

实践精神#坚持从这一科学立场出发#我们就能明

晰和拒斥当代社会思潮中各式各样的实证主义变

种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道路'%

三4实证经验$科学抽象和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当孔德还站在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上时#他极

力宣扬&唯科学主义'#强调作为客观方法的&实

证方法'既是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也是社会科

学的一般方法#两者在&实证方法'的基础上获得

了统一% 不过#孔德所强调的&实证方法'并非科

学研究的&证实方法'#而是以&经验性(因果性和

非历史性'为特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恩

格斯肯定了自然科学与实证知识是&时代精神的

精华'#但是反对实证主义假借科学的名义#在理

论领域扮演权威的角色% 面对实证主义方法论对

于&实证'的垄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证实

方法'不能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画等号% 此

外#马克思恩格斯扬弃继承了黑格尔思维方式的

辩证抽象与历史具体#使其成为&新的唯物主义

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

% 以此为基础#我们

得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第一#&证实方法'不是实证主义的专属方

法%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调查的实证方法出发#

得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准确认识#进而批判了

实证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看到#在研究物质生产

的过程中#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是从&合乎自

然的个人'出发#认为是自然而不是历史形成了

这一起点#并且只有达成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被这

种主观主义的&孤立个人'视为&外在的必然性'#

(6世纪的经济学家"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

依然抱持着这一神话% 但是用&隐身帽'遮住眼

睛和耳朵只能违心地否认妖怪的存在#如果借助

社会统计揭开笼罩在现实社会上的帷幕#我们就

能够一窥&幕内美杜莎的头'% 马克思高度肯定

了英国的社会调查工作是 &内行(公正和坚决

的'#因为这些调查呈现了经济发展状况(工人工

作情况和生活状况#充分展示了工人被剥削的情

况% 因此#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大量应用了

这些社会调查报告#以充分佐证相关的理论分析,

而恩格斯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亦同样

&深入了问题的核心并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建构

了真实的历史'

%

%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经验事实的必要性#但

是并没有止步于经验事实#而是进一步走向了历

史深处% 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明确意

识到#止步于经验事实是不可能理解资本的抽象

统治的% 以价值形式理论为例#马克思指出#资产

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是却

无功而返#原因就在于#&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

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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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只从量的维度上考虑价值#将价值形式与

价值混淆起来#因而肯定无法理解商品(货币和资

本的&奥秘'% 如何才能从经验事实中把握资本

逻辑呢2 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答案是历史辩证

法"

% 正是从历史辩证法出发#马克思将政治经

济学研究置于经验的实证研究中#最终科学揭示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生成逻辑#有力驳斥了实

证主义方法论的非历史性#&奥古斯特3孔德及

其学派本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

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

#

% 这正是对

实证主义方法论非历史性的绝佳评价%

第二#&合理的抽象'是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

抽象解释不了具体% 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抽

象'是不同的% 实证主义无疑非常强调抽象的必要

性#因为只有抽离了质的差异性#才能以&无差别'

的形式拥抱&量化'和&可计算性'#进而服务于资

本逻辑的统治需要% 实证主义的抽象宣称建立在

对客观事实的经验研究之上#但是最终却只得出一

个空洞的(具有单纯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概念#而

&这种同一性是由研究者本人经过思维制造出来的

纯粹同一性#是一种静态的(僵死的抽象#根本不涉

及事物的内在本质% 这种抽象构成了所有经验科

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

% 马克思曾经犀利

批判了这种抽象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方法!&每当它

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和

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区别

是什么呢2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样强调抽象的必

要性#但并非实证主义的经验抽象#而是科学抽

象#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不同于实证

主义的经验抽象#马克思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开

始(从现实前提开始#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但

是如果抛开这些所谓现实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剩

下的只有空话% 以人口这个概念为例#在古典政

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起点的人口只是&整体的混沌

表象'#没有任何的实在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只

有通过分析人口更具体的规定#将之与实际的存

在联系起来#才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最简单的规

定,从这一简单规定再启程#最终才能返回到人口

概念#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才掌握了丰富

的总体% 实证主义将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产物进

行拒斥#片面(绝对地将认识的可能性寄托于经验

观察与抽象#而这根本得不到科学的认识% 因为

离开了合理的科学抽象#思维只会被杂乱无章的

材料所包围#找不到明晰的出路% 不过#&从抽象

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

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但决

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

% 马克思主义认为#

现实的具体存在并非是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的#

而是独立于我们的思维之外#始终作为前提浮现

在表象面前% 实证主义方法论虽然强调现实的具

体存在#但是既理解不了现实存在的生成#也理解

不了或者是拒绝回答认识的来源#只笼统强调经

验的重要性#鼓吹&观察优于想象'% 借用赖特3

米尔斯对抽象经验主义的评价来说!&他们的这

些研究堆积琐屑的细节#却对使这些细节形成一

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这些细节无论怎么

庞杂#都不会使我们确信任何本值得我们确信的

东西%'

'米尔斯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第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逻辑&把脉'#而非实证主义以思想的逻辑对

历史的强行规定与塑造% 在黑格尔处#历史与逻

辑的统一被视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即&历史上

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

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

(

% 虽然孔德并

不认同黑格尔的哲学思辨#但是在非历史性这一

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孔德的实证主义一

方面将人类历史通过理性发展程度的不同划分为

三个阶段,另一方面则以人类理性的进步支配人

类历史的发展% 这种以思维逻辑座架现实历史的

方法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特征#

13(

!

"

#

$

%

&

'

(

马克思!*资本论"第 (卷$+#人民出版社 !##3年版#第 "3页%

竭长光#李靖新弘!*作为&真理'的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探讨+!#!!年第 "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 (卷$+#人民出版社 !##3年版#第 $+"页%

孙乐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其哲学效应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卷$+#人民出版社 !##3年版#第 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66*年版#第 3!页%

Q)赖特3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3读书3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卷$+#贺麟(王太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而马克思恩格斯则通过把握历史发展的辩证规

律#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 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是将历史与逻辑直

接等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明确意识到#历

史的发展并非是一个平滑的思维过程#而是充满

了&跳跃与曲折'#如果思维严格对照真实历史的

发展状况#那么思维就会被局限在无数无关紧要

的细节里#而不能真正发挥思维的抽象能力#也就

达不到对历史的准确(客观认识% 因为历史资料

固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但是真正把握历

史的发展需要更高一级的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来

源于哲学的抽象训练#又扎根于&人的思维的历

史发展'% 正如研究经济范畴要从它们在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出发一样#&历史与逻辑

相统一'要从符合对象的整体结构出发#唯其如

此#马克思主义才能生动描摹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完整结构#进而刻画出一幅资本主义的起源(

发展与消亡的完整历史画卷%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诞生于同一时代背景

下#都是对近代启蒙思想与科学精神的理论反响#

并且同样受到了工业文明和自然科学最新发展成

就的滋养% 只不过#在追求理性(发展科学的时代

主旋律下#孔德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视为人类

理性的最高阶段#试图运用所谓科学精神架构起

&秩序与进步'的社会框架#以实证主义为走向保

守的资本主义&卫道'% 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方

法#马克思主义立志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

人'%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的&总体(历史与革

命'维度科学超越了强调感性直观(自然秩序和

伦理道德的孔德的实证主义% 而这一批判的更深

层次的理论宏旨则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历史性的

辩证方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

实践批判#为人类超越具体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和&着了魔的颠倒世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想

方案% 这充分说明#无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如

何鼓吹自身的&科学性'#我们都不能失却自身的

理论定力#而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这也是我们创新发展 !(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前提%

45-A"$-4-%-/. "(;&$H+./12+-%/+(+2 ;-/5"3!

.&#)-,/0&%1 &/-2/3)4#56%7$789),:6,;$)5#<,#7$7=7#;

\̀ 5:8'

(#!

"()QM/>MIG&ID><%'MK&GHCIJ'K>D&.'CFXEM&IP# BC/-'/?9/'OMIK'>P# BC/-'/?!(##!$# QE'/C,

!)]MRCI>LM/>&GUE'F&K&REP# BC/-'/?9/'OMIK'>P# BC/-'/?!(##!$# QE'/C$

!"#$%&'$! W/ >EMGC.M&G>EM&/KFC<?E>&GLC'/K>IMCLNMK>MI/ E<LC/'K>'.C/% K&.'CFK.'M/>'G'.>E'/0'/?

Y'>E R&K'>'O'KLCK'>KLM>E&%&F&?'.CFTCKM# '>'K/M.MKKCIPG&IHCIJ'KL>&IMKR&/% >&'>%&.>I'/CFFP)HCIJC/%

d/?MFKV.I'>'a<M&GQ&L>MVKR&K'>'O'KLIMOMCFKHCIJ'KLK.'M/>'G'.LM>E&%)W/ >MILK&G>EME'K>&IP&G'%MCK# T&>E

R&K'>'O'KLC/% HCIJ'KLYMIMT&I/ &/ >EMTCK'K&G>EMd/F'?E>M/LM/>C/% >EM%MOMF&RLM/>&G/C><ICFK.'M/.M)

&̀YMOMI# Q&L>MVKR&K'>'O'KLYCKC>EM&IM>'.CFM.E&&G>EMT&<I?M&'K'MVKMK>CTF'KELM/>&G.CR'>CF'K>K&.'CF&I%MI#

MLRECK'S'/?'/><'>'&/# /C><IMC/% L&ICF'>P'/ '>KLM>E&%&F&?P)XEMHCIJ'KL.IMC>M% TPHCIJC/% d/?MFK>I<FP

'/EMI'>M% >EM.I'>'.CFKR'I'>&G>EMd/F'?E>M/LM/>C/% O'MYM% >EMRI&KRM.>K&GE<LC/ E'K>&IP'/ C%'CFM.>'.CF

YCP# MLRECK'S'/?>&>CF'>P# E'K>&IPC/% IMO&F<>'&/ '/ '>KLM>E&%&F&?P)Q&LRCIM% Y'>E Q&L>MVKR&K'>'O'K>

LM>E&%&F&?P# >EM.&IMMKKM/.M&GHCIJ'K>K.'M/>'G'.LM>E&% 'KMLT&%'M% '/ >EMMLR'I'.CFLM>E&% TCKM% &/

&.&/G'ILC>'&/'# C%EMI'/?>&>EMK.'M/>'G'.LM>E&%K&G&I'K'/?GI&L>EMCTK>IC.>>&>EM.&/.IM>M' C/% &>EM</'>P

&GE'K>&IPC/% F&?'.')

()* +,%-#! HCIJ, d/?MFK, R&K'>'O'KL, Q&L>M, K.'M/>'G'.LM>E&%

"责任校对4龙四清#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