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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深刻的革命性。 从实践基地的建构出发,把被唯

心主义颠倒了的认识图式颠倒过来,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认识基础;从实际的生产活动出

发,把虚幻的主体从天上拉回人间,完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还原;从哲学的革命出发,将
单一的抽象主体转化为关系网络中的主体际,完成了马克思革命哲学的基本逻辑。 这一逻辑是

一个开放的、需要不断更新内容的革命逻辑,坚持马克思哲学精髓,就必须在保持革命精神的前

提下,继续不断地深化革命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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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从资本的兴起到资本的全球化扩张,
从现代性思维到后现代思维,从宏观的民主政治到

微观的知识权力控制,从旧的全球化到新的全球化,
处处都显示着这个世界的深刻变化。 尽管如此,马
克思并没有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变得“过时冶、需要

我们去“保卫冶。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

的出场[1],但是这个不断的出场也从反面证明了对

马克思哲学不断的误读。 不管是对作为“幽灵冶的

马克思还是对当下在场的马克思,人们都普遍缺乏

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生命力的深层挖掘。 作为同一

个马克思,不管是西方语境还是中国语境,不管是原

初语境还是当下语境,不管是哲学语境还是经济学

语境,都只能拥有同一个镜像:“我们是当代的哲学

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冶 [2]9不同的

是,在不同语境下马克思的问题指向有所区别,而构

成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是对时代问题的深层指认过

程。 因此,解释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生命力的唯一证

据就是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时代的把握:透过

哲学革命的形式化认识论转换,抵达革命哲学的实

践基地,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完成主体际的

语境转换。
一、解放语境的认识论构成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把追求个人自由和

全人类的解放作为一生的使命,贯穿于马克思一生

的也就是解放话语:“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

辱、被奴役、 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

系。冶 [2]11一方面,从古希腊“原子式冶的个人,到黑格

尔的“绝对精神冶的自我实现,从哲学话语到经济学

话语,马克思在学习解放话语的同时也在进行话语

的解放:从对主体的异化分析到对资本的价值运动

分析,从主观的思辨话语到实证的科学话语。 但是,
如果因此就把马克思认定为类似于孔德的“实证主

义冶却是混淆了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哲学的本意———
马克思消解的是旧的形而上学,而不是形而上学本

身。 另一方面,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万象,马克思继

承了从古希腊经历中世纪并被近代科学改造了的理

性传统,透过行为分析动机,透过现象分析本质,透
过事件寻找规律,但是并不像韦伯一样标榜价值中

立,而是永远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这个世

界没有“救世主冶,只有解放了的主体才能实现主体

自身的解放。



解放主体的前提是进行认识论的还原与颠倒:
哲学不是科学的注脚,在黄昏起飞的猫头鹰也同样

迎接着黎明。 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还在概念世界里纠

缠于纯粹理性如何能够到达彼岸的时候,科学已经

走在了前面:用纯粹形式化的数学和纯粹经验化的

实验开辟了一条通往无法被哲学证明的真理的道

路。 停止了进化过程的形而上学被定格在了物的世

界:所有的观念只是哲学家的自言自语。 在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的丰富性面前,苍白的哲学语言失去了

认识能力,连知识的客观性都成为了问题。 其实问

题就出在问题本身:在提出问题之前必须对问题本

身进行追问。 因此,在没有搞清楚认识的哲学思考

的起点之前,所有对认识的哲学追问都是非法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思考的实践性标签就是旧形

而上学的墓碑。
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传统的形而上学所分

析的抽象的认识主体,也不存在实证科学所研究的

“客观事实冶,因为表面的客观事实背后总是隐藏着

“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冶 [3]155这一事实。
纯粹的直观永远不可能达到其所想要的纯粹状态,
因为任何可以被定义为认识的过程总是“心(脑)—
身冶的交互作用,是“感性—理性冶的交互作用,即便

是最形式化的数学也不是纯粹的理性产物,总是夹

杂着“信仰冶、“信任冶之类的东西:纯粹理性的纯粹

性只能存在于纯粹理性自身,而即便是纯粹理性自

身也需要依附于一个物质基础,这就构成了一个无

法打破的解释的循环。 因此,作为人的认识只能是

这样:“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 本能的人,即野

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 自觉的人则

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

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

之网的网上扭结。冶 [4] 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没有人的

认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

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

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

性。 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冶 [5]500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

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冶 [6] 因此,构成

认识论的解放语境必然是对旧哲学前提的改造与超

越。 这里存在两种类型的提问方式的约束:不能提

出超越现实的问题,所有的理解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妄图超越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只能被认定为非法的

“越界冶;也不能提出没有固定的问题域的问题,因

为这将会使问题本身失去意义的附着,漂浮在形而

上学的幻想之中。
二、虚幻主体的实践还原

马克思的哲学是与旧唯物主义相对立意义上的

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
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

类。冶 [5]502也就是说,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

对主体的性质的理解。 而新旧理解方式的区别就在

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只有将虚幻飘渺的主体

拉回人间的实践基地,才能够还原人类认识的真实

图景。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对于主体的理解方式可以划

分为两种:个体的人和作为类的人。 尽管传统社会

主体是城邦式的公共社会,但从古希腊原子式个人

的哲学探究到宗教神学对分有神性的人的理性剖

析,仍然可以看到追求个体的努力。 从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冶到康德完成“哥白尼式冶的革命,树立

了个体主体的至高地位,取代了上帝;再到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的自我理解,“科学与主体话语上升为社

会主导话语冶 [7],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主体及其理

性力量成为哲学话语的中心:实证主义、科学主义、
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语言哲学、
哲学解释学、哲学人类学都把目光聚焦到作为认识

主体的个人上面。 但是这个个人是抽象的、单一的

主体,而作为类的人只是个体的简单放大,因为他们

都没有意识到,探寻真实的认知主体应该从什么地

方出发:“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

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
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

程中的人。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

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

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

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冶 [8]525鄄526

这也就意味着,想象的主体仅仅存在于主体的想象

当中,抽象地谈论“认识是如何可能的冶本身就是所

有困惑和错误的源头。
还原主体实践本性的路径有很多种,马克思选

择了那个时代的聚焦点:“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

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

到的他人的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
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

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

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爷。冶 [8]532鄄533 从生产

活动、生产交往方式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及其

认识诞生的实际过程和发展的真实路线。 现实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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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活动及其变迁可以解释一切认识的困惑:作为意

识活动的精神生产本身也只能通过广义的生产才可

能被解读[9],因此所有真理的真理性只能是生产交

往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同样验证着

马克思的认识逻辑: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并不是抽

象的认识主体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新科学、新技术

在生产领域全面变革的产物。 生产方式、经营方式、
管理方法、消费形态以及带来的一系列生活方式的

变革,在改变资本形态及其运作方式的同时也在影

响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 任何试图脱离实践基地

的主体解释都无法逃脱解释学的主体循环论证的悲

剧:个人永远无法挣脱社会关系网络。 因此,与唯心

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相反,认知科学越来越清楚地看

到纯粹的思辨与单纯的物质研究一样不能完整地理

解人的认识能力,更谈不上破解 “心—身冶 关系

之谜。
三、革命哲学的主体际转换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

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冶 [2]11。 马克思哲学革命不

是单纯为了哲学而研究哲学,哲学革命的目的是为

了建立革命的哲学。 而这个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

高意义上的革命———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我

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

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冶 [2]5因此,
获得自由的前提就是摆脱各种形式的奴役,特别是

隐藏在所谓的自由背后的深层的奴役。 从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完成了这样的

变革:“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
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冶 [10]94但在

资本主义正庆祝自己胜利的时候,马克思却看到了

其暗淡的未来。 因为旧的解放的完成变成了新的奴

役的开始:“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

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冶 [10]94鄄95 旧革命任务

完成的同时就是新革命的开始。 而革命的武器是不

能从旧的军火库中获得的,必须另起炉灶。 “革命

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冶 [2]12 这个物质基础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现实的革命力量和掌握这个

革命力量的人———无产阶级。
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到货币对劳动中的人的消

灭,从私有制的“公平冶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

最大的不正义:把血淋淋的剥削描绘成资本家的个

人奋斗,把资本的逻辑偷换成天赋的人权,把赤裸裸

的权力用私有制的遮羞布掩盖起来。 只有把被唯心

主义颠倒了的世界颠倒过来,让人们擦亮眼睛,认清

现实世界的真实面目,才能激发革命的力量,进而用

革命的哲学武装革命的力量,最终达到改变这个世

界的目的,因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

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冶 [8]527,而且,“只
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

的解放冶 [8]527。 因此,革命哲学要实现革命目标首先

就必须完成人的回归:从认识的主体向实践的主体

转化,从单一的主体向多极主体转化,而能够完成这

一转化过程的唯一路径就是交往实践的主体际建

构。[11]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冶 [5]501也就是说,以生产交往为基础的社会交往

的总和构成了主体际的客体底板与主体意向的双向

整合。
主体际转换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要完成意义的图

谱,因为所有的革命都是创造意义的过程。 主体际

转换在意义领域的意义就在于意义生成和意义表

达。 意义的生成就是颠倒了的精神现象学:不是绝

对精神创造世界,而是主体之间的交往世界建构了

意义世界。 主体际的交往过程也是意义生成的过

程:一个主体所获得的意义成为另一个主体意义存

在的必然条件。[12] 这是一个双重的生成过程,既是

交往主体的生成过程,也是交往关系的生成过程。
意义表达的内在机理就是主体间交往实践活动的互

对象化活动,“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

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

系。冶 [3]165因此,解放的实质就是意义的趋同与同化

的过程,反之亦然,意义表达的非对象性也是最真实

的通往奴役之路。
主体际转换的实质就是从单向度的直观思维向

双向的有机的关系思维转化:还原社会生活的本来

面目,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哲学分析,透视构成社会关

系的政治、经济纽带,寻找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

元素及其来源。 从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视角剖析

构成当代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平等、不正义、不自由的

主体际现象,认清主体际关系的“应然冶状态与“实
然冶状态之间的差距及其根源,通过不断地变革主

体之间交往实践的物质基础和与之相对应的认识语

境,在打造新的生产力的同时及时地更新解放的话

语形态:革命的哲学需要与革命的实践一起不断地

自我革命,在延续自身生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新的

批判力量的生长点,只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

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始终走在人类解放道路的

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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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xt Transition of Marxian Philosophy: From Revolution
of Philosophy to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HENG Xiaoqing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213164, China)

Abstract: The life of Marxian philosophy lies in the profound revolution. The base of epistemology of Marxian philosophy is constructed
by the reversal of the cognition reversed by idealis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From the actu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
Marxian philosophy completes its practical reduction by pull backing the unreal subject from the heavens to the world. From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ary, Marxian revolutionary philosophy completes its basic logic by translating the single abstract subject to the inter鄄subject
in the network of relations. It is an opening and revolutionary logic that need updating its content continuously. If we want to insist on
the Marxian philosophy, we must keep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volutionary philosophy.
Key words: Marx; philosophy revolution; context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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