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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本书的书名，再看扉页上的那段话，读者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有关历史的规律与真相，
是从18世纪的伏尔泰以来包括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作
者何德何能，居然还敢侈谈什么历史规律和妄论什么历史真相呢？
难道他自认为要比伏尔泰、黑格尔和马克思有更多的学问呢？
若有人对我提出这样的责问时，我哑口无言，无以为答。
确实，我不敢说自己有多深的学问，但是，也只是在我搞清规律，探得真相之后，再回过头来用这个
同样的疑问来问自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不是一个何德何能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学问多少的问题，而
是一个认识的时代局限性问题。
就是说，人类的历史进程就像一卷被逐渐展开的长幅画轴，当这长轴的画面还没有展开到一定的尺幅
之前，或者说仅仅展开到三分之一的画面，人们就很难断定这幅长画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反之，也只
有画面的展开达到足够的尺幅之后，或者说展开到三分之二的画面，这幅长画的主题内容才会显露出
来。
与此同理，在历史的规律和真相问题上，这个认识的时代局限性决非是一个泛泛而说的遁词，而是有
明确的时间界限的，那就是我国步入社会转型期。
在此之前，无论是谁，无论他是多么的德高望重，都缺乏必要的研究条件。
其理由如下：在绪论中，读者将会看到，这个规律仅仅现其身形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中，或者
说，这个规律只有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中，才是复杂的历史现象所无法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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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本岀的书名，再看扉页上的那段话，读者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有关历史的规律与真
相，是从18世纪的伏尔泰以来，包括黑格尔与马克里思在内的哲学家和历史都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
，作者何德何能，居然还敢侈谈什么历史规律和妄论什么历史真相呢？
难道他自认为要比伏尔泰、黑格尔和马克思有更多的学问呢？
　　作者在《历史的规律与历史的真相》的绪论部分，从理论上对这个规律作了通俗的阐述，并把这
个规律命名为“需求法则”，而《历史的规律与历史的真相》的正文部分则承担着用历史来证明这个
规律的任务。
这个规律一旦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的光芒可能会令人眩目，某些人一时不能适应，也属正常现象，这
并不重要。
而重要的是，这个光芒不但可以照亮历史，也足以照亮未来，这乃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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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马克思的这个分类中，最重要的是简单劳动可以根据劳动者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来计
算其价值的；复杂劳动的“熟练、技巧和速度”，也可以根据“教育和训练”的培训费用，来计算其
价值的。
只有劳动中的一切消耗都是可以用价值来计算的前提下，马克思才能够证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究竟
有多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才能得以建立起来。
如果，当创造力也作为一种劳动力的付出时，人们就很难计算出这种劳动的价值有多少，更无法计算
出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商品价值有多少。
有谁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值多少钱呢？
有谁知道，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价值是否等同于它的稿费和版权收入呢？
可见，一旦在劳动和劳动力的分析中引入创造力的概念，剩余价值理论顿时就复杂化了，不再是简单
明白的了，甚至是无法成立的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里，“改进机器”的创造性劳动都不再是由劳动者来完成的，都
成了资本家的事情，是“资本家不断地改进机器”。
以上所说，并不是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也没有任何贬低剩余价值理论的用意，而是要说明，
在理论上，针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这要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
当马克思决心要从理论上揭开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秘密时，这个研究目的决定了马克思对劳动只
能是按照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进行分类。
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把劳动分为创造性劳动与非创造性劳动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我们就无法揭开生产
力是如何得到提高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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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交书稿时，我向本书责任编辑曹坚平提出：是否可以不搞作者简介？
曹先生答：随意。
我那时的想法是，一本书的好与坏，对于读者来说是书的内容质量而不在于作者是谁。
事后，我觉得似有不妥。
毕竟，当读者看完这本书后，或是喜爱它，或认为是一派胡言，都可能要想知道作者是谁。
这个谁，不止是一个姓名符号，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读者有权知道，我应该尊重读者的这一权利。
王祖华是我的真实姓名而非笔名，上小学时曾用名王生，籍贯浙江萧山，1947年生在上海，1966年高
中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1972年上调回沪，恢复高考后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获工学士学位。
本人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始于1967年，1970年曾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一文，经当
时的上海某出版社经济学资深编辑徐先生审阅后认为：这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且能做到自
圆其说，但不能公开发表（注：徐先生后来又担任过《中国大百科辞典》的编辑，那时他与我大姐法
语翻译家王美华正在一起从事《法汉词典》的编辑工作。
他所说的“不能公开发表”是指当时所处的年代而言）。
这一审阅意见中的肯定部分，对我的研究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而他的“不能公开发表”的告
诫，又使我对这项研究工作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以及它的非功利性，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应该说，正是出自于这正反两个方面的激励，才使我在后来的岁月里，能够在默默无闻之中孤独地坚
持研究达三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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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活动而已。
　　——卡尔·马克思：《神圣家族》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饥饿的生物寻觅食物的历史。
　　——亨里克·成廉·房龙：《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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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规律与历史的真相》：人类历史是受制于人类自身三个基本需求的紧迫性程度此消彼长而发
展着的历史．这三个基本需求依次是求生存、求发展和求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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