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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人类思想史的伟大成果,虽然二者有着内在的

对立,但从起源与形成的思想资源看,它们又同源于古希腊“逻各斯”和“努斯”精神;都

蕴含着人类的超越精神和能动精神;都是启蒙理性与自由思想的结晶.面对全球化的

强劲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运用市场经济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思潮的紧张

关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关系成为学界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同源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因价值观的差异始终处于对立的态势.社会主义因其

强调人的社会性主张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原则,自由主义因其强调人的个体性主

张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二者因此产生的对立在二十世纪变得愈益紧张,并曾

因此导致由两大思想体系支撑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一度变得

不可调和.然而,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现实情景是两种社会制度意欲

全盘否定对方或根除对方将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必

须长期并存,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够长期共存,并将处于相互促进、相互吸收、
相互砥砺的关系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特别是在吸纳了市场经济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解决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从西方思想史上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对立关系,它们还有着许

多同源和相互补充的关系.二者同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都是

启蒙运动理想主义崛起和成长的思想之果,都彰显了人类所特有的超越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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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精神,都建基于合理的人性基础上.从二者的关系以及当代世界的发展态

势看,必须实现它们在对立基础上的对话与融合,才能为实现和谐世界以及为中

国改革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

哲学的先祖泰勒斯在探索世界的“始基”时开启了人类的理智之光.“水”是
万物之源开启了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自然之源,开始摆脱历经千年的“神创论”
思维定式,突破神话思维的束缚走向哲学和科学思维.“‘始基’问题意味着人们

并不满足于自己与之直接‘交往’的世界,而相信这个眼前的世界是由一个我们

眼前看不到的东西‘产生———生成’出来的.”〔１〕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凭借人类特有

的想象力超越了经验性存在,探寻经验背后支撑事物存在的本源和动因.赫拉

克利特在探寻万物变化的动力之源时阐述了“火”的原则,正是这一“永恒的活

火”彰显了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发掘出人类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逻
各斯就是规律,是变化的尺度,是变中之不变;它显然是一种关系,但已不是抽象

的数或量的关系,而是质的关系,是两个在性质上不同或对立的东西统一成一种

新质.”〔２〕即事物的尺度和规律.“努斯”是人类以其优先存在追寻无限未来的自

由意志,正如黑格尔在谈到“努斯”的发现者阿那克萨戈拉的思想贡献时说:“在
此以前,我们只见过各种思想,现在才见到思想自身被当作原理”〔３〕.简言之,
“努斯”精神就是理性与自由精神.

思想界大都承认自由主义发源于古希腊,可以与“逻各斯”和“努斯”精神对

接.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为自由言说和公开辩论提供了公共空间,自然哲学家以

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思想家为欧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自己

的聪明才智,播下了自由的种子,成为后来西方思想的源头.而无论是社会主义

思想家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大都把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追溯到柏拉图的原始

共产主义,柏拉图在希腊城邦政治的基础上,努力构想出以至善为最高理念的

“理想国”.考茨基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是以“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和原始

基督教共产主义”作为开篇的,和通常的论述一样,考茨基也是从柏拉图的«国家

篇»开始,结合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详细分析其中包含的共产主义思想.按照社

会主义的批判者哈耶克和波普尔的观点,他们把社会主义思想之源也上溯到了

柏拉图.但是,从古希腊永恒的活火精神所展示的人类永不枯竭的能动性来反

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灵魂,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

同源于古希腊,二者有着对自由共同的、永恒的追求.
第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人类力图把握自然界、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变

化规律性的思想成果.人类在与自然抗争中总有一种把握自然和自身发展规律

的冲动和激情,这种精神驱使人类走出蛮荒时代,进入文明的历史.社会主义是

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在挖掘潜藏在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

本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想学说,这是“逻各斯”精神的外化.追寻超越现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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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性社会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从未停止的行动,社会主义同样有着对自由的无

限向往和不懈追寻.在社会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使得人与人的雇佣与被

雇佣、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合法化,僭越了它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期许,而资本主

义制度本身无法容纳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必然走向一种能够实现人类本真自

由的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对自由的向往的思想源头也可以推展到柏拉图之前

古希腊“活火”的精神和由此生成的“逻各斯”和“努斯”精神.不能因为二十世纪

现实社会主义出现了诸多问题就全盘否定作为人类思想史灿烂明珠的社会主

义.
第二,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同样追寻自由、平等.他把“宇宙”视为秩序之原

型,在他看来如此广袤和复杂的宇宙都有秩序和规则,更何况人间的这些琐事,
他在思索事物的本源和规律中推展出“理念(理型)”.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认
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超越感觉的杂乱和混沌,遮隐事物琐碎的细节抽象出概念.
摆脱了现象纠缠的“概念”却失去了事物原初生动活泼的内容,所以,柏拉图的

“理念”最终成为后世思想家诟病的核心.“理念论”和理想国似乎成了自由与专

制的“分水岭”,似乎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之根,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成为自

由主义之源.这一划分实质上把柏拉图的理想国视为人为设计的乌托邦,忽略

了柏拉图的思想渊源和自由之本.柏拉图要人们服从统治者的意志,主张节制

欲望的真意在保持希腊城邦的自由.在他看来“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国家方面,
极端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４〕过分追求自由

会破坏城邦的民主基础,甚至走向民主的反面.从追求自由的目的上看,柏拉图

的思想并未出现拐点,他的思想与其前辈思想家的本质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看

出,社会主义即使追溯到柏拉图,也不是乌托邦与专制的源头,也有着对自由与

秩序的憧憬与向往.
第三,单纯考察马克思的论著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古希腊之源.马

克思的博士论文就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

他的论文“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５〕,设想沿着博士

论文继续研究希腊思辨思想写一部更大的著作,并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宏大但忽

视了其中的细节,马克思深刻地体悟到那些具体问题对“整个希腊精神的重要意

义”〔６〕.他批评普鲁塔克嘲笑伊壁鸠鲁时作为希腊人忘记了希腊观念———“理论

上的宁静正是希腊众神性格上的主要因素.”〔７〕可见马克思对古希腊思想在整个

西方思想发展史中的开端性要义是有充分认识的.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

斜所开出的自由思想寄予无限的希望,他看中的正是原子的偶然、偏斜脱离了

“决定论”的命运,摆脱外在必然性的束缚,赋予人以自由的可能性.他引用伊壁

鸠鲁的话指出:“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

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

的,”〔８〕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正是在把握自然必然性基础上、摆脱必然性束缚的自

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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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研究古希腊哲学中,马克思体认到古希腊“逻各斯”和“努斯”精神所

赋予人的无限力量和自由精神.就是极力批判马克思的汉娜阿伦特也认为

“马克思的思想源头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揭示这样的结果:连
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９〕伯尔

基也同样指出:“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１０〕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古希腊及希腊化时期思想家的研究奠定了他一生对自

由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类现实真切关注的精神动力,我们从他的哲学、经济学手稿

中更清晰地看出他对欧洲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综观马克思一生的创作历

程,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还是作为实践唯物主

义者的成年马克思,他的思想源于欧洲思想传统,始终不渝追寻自由,马克思在

理论和逻辑上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实现自由的路径和制度不

同.
综上可见,从古希腊思想开出的人类智慧看,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有着共同

的源起,都是人类理性和自由精神外化的重要思想成果,目的都是探寻适宜人类

生存的社会“尺度”与“规律”.

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源于人类特有的超越精神和能动精神

人类之所以能开出自己的历史,不断创造自然之未有,优化自身的生存环

境,在于其特有的超越性和能动性.如果仅从物欲上看,人类祖先与动物没有本

质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具有能动和自我超越精神,它表现在人

类总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和理想社会的辩证关系中,人潜藏的这种能动精神促使

其不断超越现实创造新的生活空间.同时,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创造性

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经验,并逐步发展出各种文化体系传承后人,这些精神活动

成果又可以成为后辈人进行生产和生活,特别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基础.
第一,人除了具有自然性、物质性和经验性这些一般动物都具有的特性外,

还具有精神性、超验性和理想性、创造性这些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性.正是人

自身的超越性和能动性,才使得我们的祖先在经历了与自然斗争的漫长历史阶

段,走出茹毛饮血的原始蒙昧时代.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创造出外化物,
又不满足于已有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正是这种不满足推动人类不断冲破自然和

人为创造物的束缚.不满足于现实又受现实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类

祖先在遇到诸多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和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时,他们凭借自身的

想象力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虚拟的外化物或未来社会,并相信人自身能够在未来

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天国获得幸福.如人类自有文明记载以来就有了神话演绎、
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在无法明了自然现象的原因、无法确

认把握自身命运时的超现实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

的实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１１〕

宗教成为挣脱人间苦难的庇护所,人类把苦难的解决寄托于天国、寄托于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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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然界最聪明的动物也未能创造出一个崇拜物来解决自身的难题.我们的祖

先以其特有的想象力创造出的原始形态的文化彰显了人类自身特有的能动精

神,人类正是凭借着这种特有的精神属性不断探索理想的社会形态.
第二,当西方走出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走出封建时代,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后,

同样遇到人类由于无法解决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几乎与自由主义同时降生.托马斯莫尔看到了萌芽时期的资本

主义的丑态,以其天才的想象和对人类命运的高度关切,反资本主义而行之,为
救民于水火,为摆脱“羊吃人”的灾难创设了自己的“乌托邦”,大胆地构想了与金

钱崇拜社会相对立的、视黄金为粪土、共同劳动、计划消费的理想社会.这是人

类聪明才智的巨大发挥,也是人类为挣脱困境的有益探索,他的天才构想充分反

映了人类在克服自身问题时对未来的憧憬,也是人类作为理想性存在的突出显

现,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开端.此后的诸多社会主义者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

者和未来理想社会的探索者从未停脚.特别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发

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移易的内在矛盾,探索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有效路径.社

会主义思想的出现是在矫正和克服自由主义思想支撑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中产生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是在对自由主义

思想的批判和对现实的超越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第三,每一时代的人都在重复着的日常生活中探寻新的生存之道,每一时代

的思想家也都在批判现存的同时构建距离现实或远或近的“乌托邦”.面对城邦

危机,柏拉图在批判古希腊的社会问题中构建至善的“理想国”;启蒙运动时期的

思想家也在批判中世纪教权束缚的黑暗时代中构建理想社会,孟德斯鸠、卢梭、
伏尔泰等思想家几乎都有自己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即使洛克、亚当斯密这些经

验主义者也在批判现存社会的问题中向往超越现存的新社会.黑格尔在思考人

类精神的本质时,以其卓越的智慧建构了以“绝对精神”为制高点的自由世界;马
克思从天国批判降落到对人世的揭露,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逻辑上构建出理

想社会.无论是被视为理性主义者的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家,还是那些自由主

义者,他们都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构建符合自身理想和人类本性的未来社会,他们

都以自由之精神追寻着人类的最高价值———自由.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

共同价值,只是二者回归现实的自由路径存在差异.
第四,从人的趋社会性看,社会主义或理想的共产主义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

就显现出来.正如考茨基所指出:“人是一种社会的生物;只要生产条件许可,使
共产主义有几分实现的可能,人就很容易产生向往共产主义的感情.几乎所有

的历史时代都存在过某种真正实行的、或者力求实行的共产主义形式.人类诞

生之初,共产主义就伴随着出现了,它曾经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绝对多数民族的社

会基础.”〔１２〕正是每一个体对未来的憧憬和不懈地追求构成了考茨基意义上的

“共产主义”情结.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统一的存在物,社会主义虽然强调人的

社会性,但亦不是不顾个人自由,只是由于人的趋社会性决定了自由必须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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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自由至上原则也需要在稳定社会中去实现.
无论自由主义如何指责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

本身就是人类自由成为至上价值的成果,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始终是以扬

弃自由资本主义之弊端为前提的.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家发现资本主义不能兑现

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意图探寻自由之新路.“社会主义的根

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一种渴望,是对一个没有贫困与灾难、没有剥削与压迫、公正

合理的世界的憧憬,这种憧憬与渴望先是表现为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幻影,而后

才发展成为一门学说———马克思主义.”〔１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

基于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上的逻辑与历史结论.

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崛起的精神成果

从西方思想史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沐启蒙运动的精神光辉.正是这

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使深处教权统治的欧洲逐步挣脱了宗教乃至

愚昧的束缚,开启了理性和自由之光.“我们身处的社会是建立在理性观念上

的,情感体验和直觉认识只有在有了理性的解释的时候才会得到承认.”〔１４〕从这

一点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共同浸润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之中.
第一,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源于对旧制度和旧观念的批判与反思.在理

性被禁锢的中世纪,教皇建立起一套神权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保证教权至上且不

受任何约束,这就为迫害所谓“异端”、清除异教徒提供了条件.而综观人类思想

观念史,多数当时被打压的“异端”成了后世的正统观念或思想前导.文艺复兴

呼唤人的主体地位,怀疑主义的兴起成为质疑宗教权威、支持理性主义的主要动

力,理性要重新夺回自己的领地.人本主义的复兴开始冲破宗教和专制统治,宗
教的统治地位就逐步被解构.“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教会普遍腐败及压迫人

民的臭名声.”〔１５〕当宗教统治达到极致后,教权抵挡不了世俗利益的诱惑变得腐

败而失去其神圣性之后,就必须进行宗教改革.按照英国思想史家伯里的观点,
宗教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人民释放自由,而是无意中推动了宗教自由和思想

自由,助推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研究的兴起,盲信和迷信逐步衰落.伴随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成长,十九世纪成为理性主义结果的时代,天文

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成就不断销蚀和撼动上帝的地位,进化论几乎颠

覆了上帝造人的宗教观.正是自由思想、进步理想和教会权力的衰落才使欧洲

思想史上再度出现了繁花似锦的时代,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照耀下,人类一

步一步地走出了中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逐步诞生且影响至今.而无

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以抗争、批判的面貌出现,它们最初所

要对抗的都是那个时代最不合理或最不人道的处境和制度.只不过随着历史的

发展,两者内部都有分歧、分化的现象,某些主张也随着时间的积淀或权力运作

的需要,而被定型化,有失原有的批判精神.”〔１６〕

第二,社会主义是在汲取启蒙精神的同时,又在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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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壮大起来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英国政治经

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足以证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

批判地汲取启蒙思想精华基础上的思想升华.马克思深谙黑格尔辩证法所呈现

的革命精神之精髓,以此作为其批判的方法论,发现了蕴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

且无法移易的资本逻辑,在自身不断否定的基础社会最终冲破制度的束缚,走向

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人的片面发展的新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社会

为其没有良心的自由交易原则所驱动,容纳激烈变化的运动.资本主义的敌人

也可以利用大量的自由来做自己的工作———阅读、写作、演讲、聚会、组织、示威、
罢工、选举等等.”〔１７〕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启蒙思想的成果发现了启蒙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医生”.无论如何,他们

为资本主义“把脉”发现的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之病,至今仍未治愈.马克思恩

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不但汲取了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依据物

质生产的条件批判了启蒙学者理所当然认定的那些原则.”〔１８〕从而形成了独具

特色、推动二十世纪人类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先导理论.
第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处于辨证运动的时代场景中.在世

纪之初,当资本主义深陷经济危机不能自拔之际,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曾青

睐社会主义,试图借社会主义之力把资本主义推出危机的泥沼,如新自由主义的

鼻祖哈耶克在青年时代曾一度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想.当年苏联社会主义所表现

出的强劲的发展动力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榜样的力量,成为东欧国家选择

社会主义制度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主要动因.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之

时,借鉴包括自由主义支撑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精华,成为社

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以来探寻民族复兴的历史过程中,也交织着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谋与交锋,正如朱高正所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是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两大思潮,两者之间既有对立,也有继受的关系.
中国不谈工业化则已,一旦接受工业化,就不能不正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

大思潮以及其彼此间的对立与互动.”〔１９〕中国近代以来探索民族出路、追寻工业

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始终存在以西方为参照、向西方学习的倾向.但是,“如何

学”和“学什么”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既不能“全盘西化”,又无法回避西

方自由主义,这一两难情结至今困扰着中华民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尤为凸显.且随着

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确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社会主义与

自由主义既对立又无法厘清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的

意识形态为由对其进行全面否定,另一方面则认为自由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就

产生了一面进行市场化改革,一面大力揭批新自由主义;一面倡导以人为本,一
面在极力择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以这

种受冷战思维影响的二元对立、不可调和论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

关系已经越来越无济于事,无法避免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强势侵袭.如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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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来国内对新自由主义的大力批判和否定,让人觉得主张市场化、自由化的新

自由主义的代表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都在说一些“疯话”,而选择新自由

主义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国家领导人都是“蠢货”,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也违

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因此,我们在厘清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的同时,也要看到二者的内在

关联,这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具有真理性的理论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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