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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之对比
###基于主体性视野的研究!

任学鹏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K#M$

摘D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既是对近代西方

哲学的汲取与继承$又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与超越$因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

要求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 本文以哲学中的主体性范畴为视角来对比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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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从其理论

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而言"是近代西方哲学历史

发展的必然产物#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其理论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对近代西方哲学

是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而这一批判继承的关系

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理论层面"也体现

在对哲学中主体性范畴的解读上# %一般来说"

主体性是指*是一个主体+或*是与主体有关的+

这样一种性质#&

1#2如果说近代以前人类对主体

性的认识仍然臣服于大自然或是宗教的神"那么

近代社会则不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近

代西方哲学"都承认主体性是关于人的主体性#

但就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

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却不尽相同#

一%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解读!理性

主体性

"一$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

近代西方哲学从其历史文化渊源来看"受到

来自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双重影响"古希

腊文化中所固有的理性思维与希伯来文化中的个

性意识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种内

在的理性驱使力"而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

发展要求"在资产阶级提倡科学知识以促进资本

主义生产力发展"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思想解

放的理论武器的社会大背景下"近代西方哲学作

为社会存在的意识反映"其哲学内在所固有的理

性驱使力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下也突

出地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与对人身自由发展

的诉求"因此"无论是求知识"还是争自由"近代西

方哲学都表征着一种理性的基本精神诉求#

"二$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体性

以哲学基本精神为其内在主体"近代西方哲

学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对主体性的认识与

解读也趋于理性主体性的解读与阐释# 随着资本

主义生产社会化进程的发展"作为社会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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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主体"在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彻底改变了对自然

的隶属关系和依赖状态"人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

地位上升至主体性的中心位置"人的主体性地位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确证与发展# 与此同时"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

使得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个体

本位的社会诉求逐渐形成"人的自主性作用的发

挥由受动转向主动"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物的依

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发展的社会关系时代# 在

此基础上所发展而来的近代西方哲学对于人的主

体性所表现出的巨大变化"把这完全在于理性的

支撑# 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理性才使得人在近

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驱使下成为万物的主

宰"理性是人类发展解放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近

代哲学家看来"无论是技术理性还是个体自由理

性"只有从理性出发"人的主体性才能在社会中得

以发展"而这一理性主体性原则贯穿于近代西方

哲学的各个阶段#

#*#K!#$ 世纪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理性主

体性

近代西方哲学在 #K 到 #$ 世纪集中表现为唯

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与共存# 唯理论以笛卡尔为

代表"是一种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认识论学说"这

一认识论主张理性演绎推理-经验论以弗兰西

斯.培根为代表"是一种片面强调经验或感性认

识作用的认识论学说"这一认识论主张经验归纳

推理法# 无论是唯理论的理性演绎推理还是经验

论的经验归纳推理"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两者对人

类主体性的认识都强调理性主体性# 就唯理论而

言"正如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在这里"笛

卡尔突出自我意识自由)能动的特点"以认识的形

式表达了对主体性的自由理性认识"他认为主体

的活动是受自由规律规定的)受动的)机械的活

动"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哲学理论进一步展开论述-

而就经验论而言"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知

识就是力量&"在这里"经验论认为主体的能动性

集中表现为运用经验知识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它

所追求的是科学知识对对客体的支配"因此"经验

论对主体性的认识突出其科学理性的诠释# 可

见"无论是唯理论所凸显出的主体性自由理性"还

是经验论所凸显出的主体性科学理性"两者对主

体性的认识都表现为理性主体性的认识和解读#

!*#$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之理性主体性

#$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

卢梭)狄德罗等为代表"是一场反对宗教蒙昧主

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理性

和科学为武器"倡导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平等)博

爱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在这一启蒙

运动中产生和发展出 #$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

学思潮# 由此可见"对于 #$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

哲学思潮"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实践性"把

哲学研究的重心聚焦于社会历史问题# 而在哲学

研究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们对主体性的认识"尽管他们从人的自然本性出

发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其唯物主义思想带有浓

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就其主体性认识而言"法国

启蒙思想对主体性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基

础之上的"这一时期主体性活动的展开都得益于

理性的支撑"没有理性的推动作用"人的主体性活

动就无法真正展开# 正如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

物孟德斯鸠关于%法&的根本观点所言$%法"就最

广的意义来说"就是由万物的本性派生出来的必

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一切实体都有它们的

法-神有神的法",,人有人的法&#

1!2可见"孟德

斯鸠关于法的这一思想中对主体性的认识包含着

理性对主体的主宰与规定"凸显出其理性主体性

的认识#

G*#$!#% 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之理性主

体性

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

哲学发展的总汇"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

哲学发展的最高峰# 正如黑格尔所言$%理性和

自由永远是我们的口号&"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

开始"经过费希特)谢林"由黑格尔完成"他们摧毁

了西方两千多年的传统形而上学"发展了理性辩

证法"重新建立了新的形而上学# 德国古典哲学

的开创者康德面对先人所遗留的哲学疑问"提出

了其先验哲学"康德把意识与自在之物相分离"认

为先验意识是自然客体的立法者"人类所能认识

的只是对自在之物的反应"却无法认识自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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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康德对主体的认识活动虽然最终导致不可

知论"但对主体性的认识却依旧是建立在理性基

础之上的"他所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道德公设等

哲学理论"无不凸显出其对主体性的认识是一种

理性的认知与肯定# 相对于康德而言"黑格尔作

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哲学理论所显示

出来的庞大体系无不显示出其对主体性的理性解

读# 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的自我矛盾运动为主

体"把世界的本质看作理性"他认为世界仅只是绝

对精神的外化"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认识活动的

主体是概念主体"黑格尔在此提出%实体就是主

体&"通过概念主体的辩证运动"思维与存在最终

达到统一# 透析黑格尔哲学"世界是绝对精神经

过扬弃之后的结果"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

学反映# 在此"黑格尔对主体性的认识虽然把概

念置之于主体的位置"但在其绝对精神的矛盾运

动过程中"黑格尔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依旧是理

性的认识"因为人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化"主体性活

动仍然是从属于绝对精神的理性之下"因此"可

见"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对主体性的认识都是

一种理性主体性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解读!实

践主体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其理论基石的"

这也是其哲学所蕴含的基本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

看来"人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人更

是社会实践中的人# 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人通

过实践来与客体发生相互作用"实践贯穿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层面"它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是世界分化与统一的现实基础"也是人对现实世

界的把握途径# 因此"相比以往一切旧哲学"马克

思开创了以实践为理论基石的新哲学"这一实践

的哲学基本精神见之于主体性"即为实践主体性

的认识与解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运动观之实践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认

为世界的物质运动是辩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

为人作为主体与世界万物一样统一于物质"在与

物质世界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使

整个世界分化与统一于物质"而在这分化与统一

的过程中"主体性活动通过实践显示了物质运动

的辩证性# 因此"与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的革

命性意义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认识

不仅只是把主体性理解为单纯的类主体性活动"

而且把物质运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

物质运动"因此"可见"在其物质运动观中对主体

性的认识是一种实践主体性的认识与解读# 正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0中所论述到$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

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1G2在

此"马克思对物质世界的分化与统一运动"寄之于

实践的理解"对作为物质运动的主体性认识给予

实践的认识与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之实践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关于实践主体的认

识活动的理论构建"它反映了人类主体实践活动

的认识全过程"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科学认识#

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作为认识活动主体的人与作

为认识对象的客体"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其认

识活动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实践是人类认识发

生)发展的必要前提"它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提供了

现实的发展可能性# 同时"实践也为人的认识活

动提供了不同于生物遗传的社会传承方式# 因

此"在认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认识

是建立实践的基础上而言的"也正因为对主体性

的实践性认识"在认识活动中"人作为实践活动的

主体"才会在认识过程中对认识活动予以准确地

把握"在实践决定认识的同时"也通过实践这一中

介"检验和发展认识活动的主体性成果# 正如马

克思所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

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1&2在此"

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过程中"

人不仅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而且真正证明自己

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在实践中不仅在精神上

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的)现实地使自己二重

化"而也正是实践使得人的主体性得以全面的

发展#

G*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之实践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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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观的认识上"开创了

人类哲学史上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即唯物

史观的创立# 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建立在

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把人作为主体的发

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

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

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

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

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

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

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

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

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1M2

马克思在此运用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历史活

动"把人作为主体的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阶

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自由

全面发展的阶段# 从马克思对人类发展历史的划

分来看"在历史活动中"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

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而言

的"实践既是人类历史形成的动力"又是人类历史

不断前进的支撑点"在人类历史的这三个阶段"人

都离不开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因此在马克思主

义历史观中"对主体性的认识更是建立在实践的

基础之上的实践主体性认识#

对主体性的实践性认识"既是对主体性的科

学认识"也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理性主体性认识的

积极继承与历史超越#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主体性对近

代西方哲学理性主体性的继承与超越

"一$实践主体性对理性主体性的积极继承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实践认识"相对

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体性而言"并非完全把

主体中所包含的理性完全抛弃# 近代西方哲学作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先基"其对主体性的理

性认识"也包含着对主体活动的积极认识"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性正是在继承近代西方哲学

理性主体性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正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一样$%费尔

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

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

动# 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0中仅仅把理论的

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

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因

此"他不了解*革命的+ *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

义&#

1H2近代西方哲学对主体性的认识在其哲学

理性基本精神的指导下"对主体性的认识把主体

的理性活动放在首位"这一对主体性唯理性的认

识有着很大的独断与片面性"但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对主体性认识的根本形成却有其合理的层面#

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体性认识对主体活动的理性作

用予以十分重要的地位和肯定"使得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对主体性认识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理性

对主体活动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在活动过程中理

性对主体活动的能动性)创造性)选择性等作用"

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实践性

认识#

"二$实践主体性对理性主体性的历史超越

#*实践主体性对理性主体性的历史超越首先

表现在实践主体性并非对理性置之不理"其对主

体性的认识不是唯实践主义"其对主体性的实践

认识中就内在的包含着理性的认识# 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0中曾这样论述到$%凡是有某

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

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

*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

为关系存在的&#

1K2紧接着"马克思又说到%意识

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1$2

# 在此"马克思对主

体性的认识充分地说明了主体理性活动的重要

性"但在对理性的说明中"马克思相比近代西方哲

学家们更为深刻"他认为理性不是人类一开始就

存在的"从根本上而言理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形

成和发展的"实践既是理性形成的源头"也是理性

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动力#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实

践主体性相比理性主体性更突出其深刻性#

!*实践主体性作为对主体性的全新诠释"相

比理性主体性"它内在的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的辩

证统一# 理性主体性对主体的认识看到了主体活

动的能动性)创造性"但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却没有给予合理的认识"以至于近代西方哲学对

主体性的理性认识发展到最后却变成了极端的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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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性主义或自由理性主义# 马克思与其相比"

认识到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具有先在的优先性"认

识到人改变自然的活动是一种自由与必然的关

系"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在与客体发生关系的过程

中"理性的能动性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如

果把理性的作用无限放大"则会对主体与客体关

系的正确认识产生极大的偏差# 实践主体性正是

对理性主体性这一偏差的批判发展"通过实践的

思维方式以及实践的变革"主体在实践中能够正

确认识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并对理性的自

由性认识上升到合规律性的高度# 正如马克思所

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1%2因此"

就这一点而言"实践主体性相比理性主体性更突

出其全面性#

G*实践主体性相比理性主体性"开创了新的

历史观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以往的一切

哲学"开创了对历史认识的唯物史观理论# 这一

对历史的科学认识也体现在其对主体性的认识

中#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

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

践&

1#"2人是历史的主体"社会是人自我活动的产

物"人类历史的生成和发展既不是神的旨意的执

行"也不是理性思维的堆积"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

产物# 实践主体性对主体的历史活动认识放在实

践的视野中"无疑是对历史活动的实践主体"即人

民群众主体作用的认知"也是对重要历史人物历

史作用的科学评价# 因此"相比理性主体性的认

识与解读"一如%只有实践本体论才能引导人们

走出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主体性的误区&

1##2

"也

只有实践主体性才能引导人们对主体性的认识走

出一道道理性或感性的误区#

正如马克思对主体性的认识"随着人类历史

的发展而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对主体性的认识也

不尽然相同"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以往哲学

向人类展示了其巨大的历史超越性"主体性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并没有终结"正如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对现实的批判一样"主体性问题也在

不断的前行"它是对人的本性及其实现其理想状

态的不停追问"是人类历史无法消解的主体性"而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践主体性则给我们对主体性

的认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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