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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在改造世界中探索着其中的奥秘，无论是自然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是这样。
人类思想史上的许多发现，犹如夏夜的群星，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其中最明亮的一颗，是马克思创立
的历史唯物主义。
它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开了长期覆盖在社会机体上的帷幕。
无怪乎恩格斯于1883年3月17日站在生死与共的亡友墓前发表著名的悼亡演说时，突出地评价了马克思
创立唯物史观的划时代的历史功绩，誉其为马克思一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统一整体。
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确实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的独创性和突出贡献。
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某些原理，可以在马克思的先驱者们那里找到初始形态：古希腊就出现了朴素唯物
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而且黑格尔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唯心主义形式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18世纪
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则确立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原则。
在社会领域则不同。
尽管人类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而且有某些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但从总体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不像在自然领域和认识领域那样，可以通过倒转、剔除、清洗、补充来形成新的理
论，而必须通过总结全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重新研究历史和现实，揭示从未被发现过的历史自身的
规律。
从被繁芜复杂的意识形态、动机和偶然性层层包裹的历史表层走向历史的深处，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
务。
社会科学完全可以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定性准确，即对历史的宏观规律有一个科学的理解。
社会有机体不同于生物机体，它有自己特有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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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历程为前导。
着力研究马克思如何突破以往历史观的局限而走向历史的深处，即发现历史自身规律的过程，由此深
刻揭示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人类历史观变革方面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其中特别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范畴、理论价值、内在矛盾以及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必然性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于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著作奖
，1994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等奖，1995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
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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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英国。
当时英国的许多报刊，如《泰晤士报》、《绅士杂志》、《年鉴》都竞相报道了这次危机：威廉斯银
行倒闭，伦敦几家商号——伊韦雷特·沃克公司、西克斯·史奈斯公司倒闭，“各式各样的人纷纷提
取存款”，“战战兢兢地等候新的破产消息”；它们报道了工人失业加剧，无数台纺织机停止运转，
“目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是最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景况凄惨万分，穷人濒于饿死，各阶层居
民都苦于时运不济”；它们还报道了“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致爆发了公开的暴动
”。
当时在布拉克本、阿克林顿、普雷斯顿、克利瑟罗、罗奇德耳、曼彻斯特、布腊德弗德、约克郡都发
生了骚乱和暴动。
如果说1825年是经济的转折点，那1830年则是政治的转折点。
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
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中说：“从1830年起，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出现
了近代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
”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1830年是个转折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转折点。
从1789年到1830年7月，法国资产阶级经历了革命、复辟、革命的曲折过程，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从此以后开始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搏斗的阶段。
法国工人阶级曾经积极参加推翻波旁王朝的斗争，但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独占。
工人没有获得实际利益，处境日益恶化，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
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菲列涅茨·李斯特曾在一封信里描绘过他到里昂的亲身感受。
他说：“一到里昂就陷入一种骇人听闻的苦难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环境之中，使我非常激动，深感
世道不公，心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悲痛”；“老年人不得安宁，青年人毫无希望，儿童也没有一点欢
乐！
大家一同都挤在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内”；“连从未见到母亲嘴角上挂过笑容的孩子们也要俯身在织机
上操作，用浑浊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手指下现出供达官贵人的仔崽们玩赏的阿拉伯式图案或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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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再现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历程，并对近年来涉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讨论所提出的一些重
大理论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探源的一本专著，作者力求全面理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范畴的
来龙去脉，力求对马克思有关历史观的著作，尤其是其中一些重要著作，作出中肯而简明的评介。
因此，全书的理论观点甚为丰富，而脉络也纷繁复杂。
作者以高度的概括力，把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历程归结为两次转折，即从异化到异化劳动，再从异
化劳动到全面创立唯物史观，从而给出了一条主线。
　　——《哲学动态》，1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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