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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ꎬ就是从预成性思维方式或既成性思维方式转向生成性思维方式ꎮ
这种变革ꎬ实质上就是哲学变革ꎮ 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本质ꎬ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ꎮ 要理解和

把握生成性思维ꎬ首要要理解和把握任何事物和对象所具有的自在规定、关系规定和过程规定ꎮ 生成性思维关

注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现实发展逻辑ꎬ反对主观主义和本本主义ꎻ注重实践进程及其实践发展逻辑ꎬ反对以抽象设

定理解和把握事物发展ꎻ注重历史进程及其历史发展逻辑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ꎻ注重事物存在发展的现实条件ꎬ
反对脱离现实条件抽象地谈论事物的存在发展ꎻ注重实现理想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和现实运动ꎬ反对空想主义

和先验主义ꎻ注重事物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在的自我生成ꎬ反对教条主义ꎻ注重事物之间的环环紧扣、因果

关联和内在生成ꎮ 生成性思维强调实践地、历史地、辩证地、自身发展地、因果联系地看待历史ꎮ 其实质ꎬ就是将

实践原则、历史原则、辩证原则、自我发展原则、因果关系原则引入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ꎻ生成性ꎻ生成性思维ꎻ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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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 年以来ꎬ我国哲学界就生成论这一论

题展开了学术探讨ꎬ有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独到

而又有启发的见解ꎬ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ꎮ 至今ꎬ因有些学者不大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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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论思想及其实质ꎬ导致在某些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ꎮ 这表现在:有的

从本本主义出发ꎬ有的从西方标准和范式出发ꎬ
来剪裁中国实践ꎬ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实践进行主观裁定ꎬ并对我国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某种质疑ꎮ 产生这种

模糊认识的深层根源之一ꎬ主要在于对马克思所

实现的哲学变革及其本质特征缺乏全面深入的理

解ꎬ没有深刻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本质ꎮ

一、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

己”这一重大论题以来ꎬ西方一些哲学家就一直

在追问:“人是什么”? 并提出了诸多答案ꎮ 答

案种种ꎬ但有一个共同点ꎬ即是按照“是”和“是
其所是”的思维方式来回答的:它首先预先抽象

地设定人人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ꎬ然后认为现

实的人都是这种本质的具体体现ꎮ 这里ꎬ人是被

预先规定为一种确定性、既成性的存在ꎬ人是从

某种抽象的共同的“是”来规定的ꎮ 这实质上是

一种预成论或既定论的思维方式ꎮ 这种思维方

式的合理性在于:它注重“确定性”“普遍性”“共
同性”“稳定性”ꎮ 然而ꎬ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缺

陷ꎬ就在于它忽视事物和对象的“不确定性”“特
殊性”“历史性” “未完成性”和“开放性”ꎬ要言

之ꎬ忽视其生成性ꎮ 它注重“是”却忽视“成为”
是ꎻ它注重“成”却忽视“生”成ꎬ它注重“非此即

彼”ꎬ即在是与非是之两极对立中进行思考ꎬ是就

是是ꎬ不是就是不是ꎬ不能既是又不是ꎬ却忽视了

“历史生成”ꎻ它注重“固定性”却忽视了“发展

性”“未完成性”和“开放性”ꎻ它注重“普遍性”却
忽视了“特殊性”ꎮ 大体来说ꎬ近代西方的知识

论和形而上学大都属于这种思维方式ꎮ 正如恩

格斯所指出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ꎬ“不是从运

动的状态ꎬ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ꎻ不是把它

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ꎬ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

东西ꎻ不是从活的状态ꎬ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

察ꎮ” 〔１〕

德国古典哲学虽然具有“生成性”思维方式

的因素ꎬ如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

定性的辩证法之伟大之处ꎬ首先在于把人的自我

产生看作一个过程ꎬ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ꎬ把现

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

果ꎮ 黑格尔还指出: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

程ꎮ 但是ꎬ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ꎬ而没有

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ꎬ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

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ꎮ〔２〕

在西方ꎬ生成性思维是一个哲学范畴ꎬ它首

要是针对知识论、形而上学所蕴含的既定性思维

而出场的ꎮ 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ꎬ就是从

预成性思维方式或既成性思维方式转向生成性

思维方式ꎮ 这种变革ꎬ实质上就是哲学变革ꎮ 马

克思在继承唯物主义的前提下ꎬ把实践、历史和

辩证法引入哲学ꎬ引入唯物主义ꎬ把运动、发展、
变化引入哲学思维ꎬ注重哲学的实践性、历史性

和辩证性ꎬ强调事物和对象的实践性、历史性和

辩证性ꎬ认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共同的普遍的本

质ꎬ一切事物都处在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生成

过程之中ꎬ并在实践、历史、现实展开的运动发展

过程中生成自身ꎮ 这正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所在和本质特征ꎮ
就是说ꎬ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ꎬ主要在于在

继承唯物主义前提下ꎬ把实践原则、历史原则和

辩证原则引入唯物主义ꎬ所实现的是对唯物主义

的哲学变革ꎮ 这里ꎬ实践的本质ꎬ就是人类在改

造世界中不断推进创新ꎬ其实质就是一种“生成

性”ꎻ历史的本质ꎬ就在于它是一个个连续的“生
成”而构成ꎬ其实质也是一种“生成性”ꎻ辩证法

的本质ꎬ在于它是批判的、革命的ꎬ在于它是在超

越、否定现存的事物中不断推进事物的发展、变
化ꎬ其实质还是一种“生成性”ꎮ 概言之ꎬ“生成

性”或“生成性思维”ꎬ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所共有的实质和本质ꎬ
或者说ꎬ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

主义的共同实质和本质特征ꎬ就是“生成性”或

“生成性思维”ꎮ
—６—

　 ２０１９. ２学术探索



二、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本质之证明

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本质ꎬ在他的学说体系

中充分地呈现出来了ꎮ
(一)哲学:从形而上学走向实践的、历史

的、辩证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思维ꎬ较早呈现于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ꎮ 这主要是通过对

“劳动”的阐述来展现的ꎮ 马克思指出:“历史的

全部运动ꎬ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ꎬ———同时ꎬ
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ꎬ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

认识的生成运动ꎮ” 〔３〕 这里ꎬ“运动” “产生” “生
成”都表达的是历史的生成ꎬ尤其在这里就直接、
明白地使用了“生成”的概念ꎮ 马克思又进一步

明确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来说ꎬ整个所

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过程ꎬ
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ꎮ” 〔４〕这里ꎬ马克思

直接且鲜明地使用 “劳动诞生过程” “生成过

程”ꎬ来更为明确地表达人的活动的生成性与世

界历史的生成性ꎮ 显然ꎬ在马克思那里ꎬ他明确

使用“生成”概念ꎬ来揭示和表达历史的生成性

本质ꎮ 就是说ꎬ在马克思看来ꎬ历史的全部运动

在本质上就是其现实的生成过程ꎬ世界历史就是

人的劳动的诞生过程ꎬ人就是其全部活动和历史

的全部运动的结果ꎮ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ꎬ马克思强调: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ꎮ 凡是把理论诱入

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ꎬ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

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ꎮ” 〔５〕就是说ꎬ
要理解和把握社会生活ꎬ从本质要理解和把握人

的实践ꎮ 而人的实践ꎬ既是一种感性的、对象化

的活动ꎬ同时又是一种历史过程ꎬ在这种生成性

过程中ꎬ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秘的东西能得到

合理的解释和解决ꎮ 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实践的

生成”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ꎬ马克思对生成性

思维作出更为明确而深入的阐述ꎮ 马克思强调: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ꎬ他们自己就是怎样ꎮ

因此ꎬ他们是什么样的ꎬ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

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ꎬ又和他们怎样生

产一致ꎮ 因而ꎬ个人是什么样的ꎬ这取决于他们

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ꎮ” 〔６〕 其中所讲的“生命”
“生产”ꎬ就是一种生成性过程ꎬ人就是在这种生

成过程中得以表现和实现的ꎮ 马克思又指出ꎬ他
研究历史的基本前提是人ꎬ“但不是处在某种虚

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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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

的生活过程ꎬ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

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ꎬ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

汇集ꎬ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ꎬ是想

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ꎮ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ꎬ在
现实生活面前ꎬ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

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ꎮ”这里ꎬ马
克思反对“固定不变”和“僵死事实”ꎬ“绝不提供

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ꎬ〔７〕 注

重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生活过程”ꎬ这种“发展

过程”和“生活过程”ꎬ实质上讲的就是历史的生

成性本质ꎮ 在讲到“人”的时候ꎬ马克思强调指

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ꎮ〔８〕这是从

“历史活动”角度来理解人的解放ꎬ是一种生成

性思维ꎮ 马克思还指出:“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

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

种理想ꎬ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

是‘人’的发展过程ꎬ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

一个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ꎬ并把‘人’描述

成历史的动力ꎮ 这样ꎬ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

‘人’的自我异化过程ꎬ实质上这是因为ꎬ他们总

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

的个人ꎬ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ꎮ
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

置的做法ꎬ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

展过程了ꎮ” 〔９〕 这里ꎬ马克思用“历史发展阶段”
来理解人的生成性本质ꎬ体现的也是一种生成性

思维方式ꎮ 在讲到共产主义的时候ꎬ马克思又强

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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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ꎮ 我们所称为

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ꎮ
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ꎮ” 〔１０〕 这

里讲的是共产主义的生成性ꎮ 概言之ꎬ这里马克

思运用生成性思维ꎬ揭示了历史发展、人的发展、
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成性本质ꎮ 关于历史的“生
成”ꎬ他强调历史发展的过程性ꎻ关于“人的生

成”ꎬ他反对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ꎬ反对把整个发

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ꎬ主张把人看作

是通过其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而生成的ꎬ从而注

重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ꎻ关于

“共产主义的生成”ꎬ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由现

实的运动而生成的ꎬ强调共产主义是由现有的前

提产生的现实的运动ꎮ 总之ꎬ马克思要建立的唯

物主义历史观ꎬ就是一种注重实践活动和实际发

展过程的科学ꎬ这种科学反对可以提供适用于各

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ꎬ认为一切从人类历史

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思想观念ꎬ若
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ꎮ 可以说«德
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成性思

维的一部代表性著作ꎮ
(二)经济学:从抽象公式到具体过程

马克思在经济领域创立政治经济学ꎬ同样确

立的是生成性思维ꎬ运用的是生成论ꎮ 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ꎬ马克思明确指出:国民经

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ꎬ
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ꎬ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

规律ꎮ 它不理解这些规律ꎬ就是说ꎬ它没有指明

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的ꎮ” 〔１１〕显然ꎬ这里ꎬ马克思明确反对的是“削足

适履”ꎬ即用一般的、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来

剪裁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ꎬ鲜明

地强调要“根据脚选择合适的鞋”ꎬ即建立一种

从经济事实出发说明“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

的物质过程”ꎬ再从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

物质过程来揭示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的经济学ꎬ
进一步说明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是从私有财产

的本质中产生出来ꎮ 显然ꎬ这里ꎬ马克思是强调

私有财产在现实中的物质过程生成了私有财产

的运动规律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ꎬ马克思、恩格斯把

历史的生成原则引入经济学ꎬ从历史生成角度ꎬ
分析了生产、生产力、交往形式、分工、所有制形

式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ꎮ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
生产、生产力、交往形式、分工、所有制形式等ꎬ都
是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活过程中产生或生成的ꎬ
都要到现实个人的生活过程中得到说明ꎮ 他们

说:他们所有确立的历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

人ꎬ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ꎬ有生命的个人

是具有肉体组织需要的个人ꎬ为了满足个人肉体

组织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ꎬ人
们才去从事物质生产ꎬ物质生产不仅是有分工

的ꎬ而且物质生产蕴含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后
来确定为生产关系)ꎮ 因此ꎬ分工不过是现实个

人的活动的社会形式ꎬ社会结构是从一定的个人

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ꎮ 这里ꎬ马克思、恩格斯是

从现实个人的物质活动的生成过程来说明经济

学的一些基本事实和基本范畴的ꎮ
在«共产党宣言»中ꎬ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

物史观的历史原则和历史生成思维ꎬ解释和分析

了资本和劳动内在矛盾的历史发展过程ꎬ揭示了

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现实逻辑和历史逻

辑ꎬ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

社会发展的规律ꎬ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
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ꎮ

马克思的«资本论»ꎬ首先是揭示历史的逻

辑ꎬ是从历史的逻辑来把握经济学问题与经济学

范畴ꎮ 其总体思路ꎬ就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经济

活动发展过程中抽象出经济学范畴、理论ꎬ而不

是相反ꎮ 这就是说ꎬ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ꎬ
一切经济问题及其反映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范畴、
理论ꎬ都要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理解和把握ꎬ
而不是相反ꎬ即用某种固定不变的经济学范畴和

理论来裁定经济发展过程ꎮ 马克思首先从“商
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出发ꎬ历史

地和逻辑地揭示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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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ꎬ这是商品“生成”出来的ꎻ接着ꎬ马克思从商

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中ꎬ历史地和逻辑地

揭示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ꎬ认为使用价

值和价值的矛盾是由劳动“生成”出来的ꎬ具体

劳动“生成”使用价值ꎬ抽象劳动“生成”价值ꎻ再
接着ꎬ马克思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中ꎬ
历史地和逻辑地揭示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

矛盾ꎬ再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中ꎬ
揭示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

的矛盾ꎬ进一步揭示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ꎮ 显然ꎬ在这里ꎬ马克思运用的是历史生成和

逻辑生成ꎬ来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

盾运动过程的ꎮ 正因如此ꎬ马克思说:历史从哪

里开始ꎬ逻辑就从哪里开始ꎮ
(三)社会主义学说: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

实的基础上

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主要在于:它既

不是根据对现实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提

出“理想目标”ꎬ也不是根据现实社会和历史发

展规律来提出理想目标的“实现路径”ꎬ而是从

抽象的人性出发设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ꎬ再用

这种抽象的一般原则来剪裁具体的历史ꎬ把历史

看作是这种抽象的一般原则发展的历史ꎮ 要言

之ꎬ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ꎬ就在于它提

出的理想目标和实现路径不是基于“历史的生

成”ꎬ而主要是基于“抽象人性”ꎮ 马克思、恩格

斯把生成性原则和生成性思维引入对社会主义

的考察、理解和把握ꎬ力求克服空想社会主义的

历史局限ꎬ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ꎮ
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ꎬ就必须

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ꎮ” 〔１２〕 这里的“现
实”ꎬ就是现实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当时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况、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和规律ꎮ 显然ꎬ这里的“现实”是生成性的现实ꎬ
而不是抽象的现实ꎮ 恩格斯在 １８９０ 年 ８ 月写给

奥托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

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ꎬ而应当和任何其

他社会制度一样ꎬ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

社会”ꎮ〔１３〕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并非“某个天才头

脑的偶然发现”ꎬ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

间斗争的必然产物”ꎻ社会主义的任务不仅是构

想完美的社会体系ꎬ社会主义者还要“研究必然

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

济的过程ꎻ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

冲突的手段”ꎻ〔１４〕 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

会ꎬ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ꎮ 这就是说ꎬ社
会主义社会是处在“不断生成过程”中的社会ꎮ
恩格斯批评形而上学那种“既成性”的思维方

式ꎬ指出:“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ꎻ他
们的说法是:‘是就是ꎬ不是就不是ꎻ除此以外ꎬ都
是鬼话ꎮ’在他们看来ꎬ一个事物要么存在ꎬ要么

就不存在ꎻ同样ꎬ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

别的东西ꎮ” 〔１５〕这种思维方式看到事物的固定不

变的“存在”ꎬ却忘记它们在“生成和消逝”ꎮ 就

是说ꎬ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排斥“生成性”思

维的ꎬ而与之对立的辩证思维是在本质上确立

“生成性”思维的ꎮ 恩格斯强调指出:“辩证法在

考察事物时ꎬ本质上是从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

去考察的ꎬ它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

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ꎬ它把

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

程ꎮ 现代唯物主义也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的发展

过程ꎮ” 〔１６〕这里所讲的“产生和消逝” “生成和消

逝”“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过程”ꎬ本质上

就是“生成性”思维ꎮ 为说明这一点ꎬ恩格斯引

用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一切都存在ꎬ而又不存在ꎬ
因为一切都在流动ꎬ都在不断地变化ꎬ不断地生

成和消逝ꎮ〔１７〕“既在又不在” “流动” “变化” “生
成和消逝”ꎬ实质上讲的就是事物的“生成性”过
程ꎬ甚至恩格斯就直接使用了“生成”这一概念ꎬ
而且多次使用这一概念ꎮ 显然ꎬ恩格斯是从生成

性思维来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ꎮ
晚年马克思着重思考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

谷”问题ꎬ所提出的东方社会道路理论ꎬ也充分且

鲜明地运用了生成性思维ꎮ １８６７ 年ꎬ在«资本

论»第 １ 卷出版后ꎬ俄国学者正在考虑俄国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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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后向何处去的问题ꎮ 他们对«资本论»中
所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ꎬ以及

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ꎬ展开了激烈争论ꎮ
１８８１ 年初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致信

马克思ꎬ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

展命运ꎬ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ꎬ都应经

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ꎮ 马克思

为给查苏利奇回信ꎬ先后写了一稿、二稿、三稿和

四稿ꎬ最后把第四稿作为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回

信ꎮ 在第三稿中ꎬ马克思对能否不通过资本主义

制度的“卡夫丁峡谷”ꎬ基本上作出了“肯定性”
回答ꎬ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

谷”ꎮ 但这种肯定是有前提条件的ꎬ即“暂且不

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ꎬ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

能的发展”ꎮ〔１８〕由于这种“可以不通过”只是一种

可能性ꎬ这表明马克思在该问题上还没有作出最

后的肯定性结论ꎮ 再经过认真深入的思考ꎬ马克

思在正式回信的最后一稿中ꎬ就根本没有提及

“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问

题ꎬ而只是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当时的公有制基

础ꎬ作出了“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

点”的判断ꎮ〔１９〕这就表明:第一ꎬ马克思对俄国农

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问题确实作过认真思考ꎬ但最后一稿并没有作出

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判

断ꎮ 应当说ꎬ最后一稿ꎬ是马克思所形成的最终

思想的真实表达ꎮ 这说明马克思对该问题的考

虑是特别慎重的ꎮ 马克思逝世后ꎬ针对 “跨越

论”者、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岑所

提出的“俄国公社可以使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

老还童和得到新生”的观点ꎬ恩格斯指出:“较低

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

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ꎬ这在历史上

是不可能的ꎮ 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

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ꎻ如果要

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ꎬ那是

十分荒谬的ꎮ” 〔２０〕恩格斯的论述蕴含着深刻的历

史生成性思维ꎮ 第二ꎬ根据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

四封信可以看出ꎬ马克思所思考的不通过资本主

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是

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ꎮ 即俄国农村

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

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ꎻ它能够

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的

出发点ꎬ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ꎮ 这是

“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基础和前提ꎻ二是

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ꎮ 即俄国农村公

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

劳动的一切条件ꎮ 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

度的卡夫丁峡谷ꎬ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

一切积极的成果”ꎮ〔２１〕 这是“可以不通过卡夫丁

峡谷”的充分且必要的直接条件ꎮ 这两个条件十

分重要ꎬ没有土地公有制的前提条件ꎬ没有资本

主义现代化大生产所提供的集体劳动的充分且

必要条件ꎬ所谓的“不通过”就无从谈起ꎮ 这实

际上就是说ꎬ俄国农村公社不具备跨越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的历史生成性条件ꎮ 因为这两个

条件是基于历史生成性思维提出的ꎬ是历史生成

出来的条件ꎬ是历史生成性条件ꎮ 这充分表明:
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

峡谷”问题ꎬ马克思是直接运用生成性思维ꎬ来进

行思考分析并得出结论的ꎮ

三、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本质之基本内涵

那么ꎬ究竟什么是“生成性思维”? 生成性

思维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我们先从本体论谈起ꎮ
要理解和把握生成性思维ꎬ首要要理解和把

握任何事物和对象所具有的基本规定ꎮ 任何事

物和对象都具有三种基本规定:自在规定、关系

规定和过程规定ꎮ 事物的“自在规定”ꎬ是指任

何事物和对象都具有其原初的质的规定或本质

规定ꎬ离开这一质或本质ꎬ这一事物就不成其为

这一事物了ꎮ 本质ꎬ就是一个事物之所以成其为

这一事物的根据ꎬ这一根据存在了ꎬ这一事物就

存在了ꎬ这一根据不复存在ꎬ这一事物也就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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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ꎮ 但这种本质只是抽象的设定ꎬ它既是在具

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从具体到抽

象)ꎬ又要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展现和

实现(从抽象到具体)ꎮ 如一个人是“人”ꎬ他既

然是“人”ꎬ就具有作为“人”的原初规定性ꎬ如从

事生产劳动ꎬ是一切活动的主体或主体承担者ꎬ
进行思考ꎬ有思想等等ꎮ 这就是他作为“人”的

自在规定ꎮ 这样的人ꎬ实质上一种抽象的人ꎬ其
规定性是从具体的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抽象出

来的ꎬ离开具体人的历史发展过程ꎬ这些抽象毫

无意义ꎮ 不仅如此ꎬ这种规定性都是抽象的一

般ꎬ都只有在具体的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实

现ꎮ 其实现方式、实现程度和实现状态ꎬ取决于

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实现条件ꎮ 本质ꎬ只规

定存在发展的方向ꎬ但“存在”却决定着本质的

实现方式、实现道路与实现程度、实现状态ꎮ 事

物也具有“关系规定”ꎮ 任何事物和对象都处在

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中ꎬ在不同的关系中ꎬ便具有

不同的规定性ꎮ 关于人ꎬ马克思认为ꎬ就其现实

性来讲ꎬ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ꎮ 就是说ꎬ社会

关系是什么样的ꎬ人就是什么样的ꎬ人处在什么

样的社会关系中ꎬ就是什么样的人ꎮ 因为人在不

同的社会关系中ꎬ便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ꎬ具有

不同的社会身份ꎮ 你处在与上级领导的关系中ꎬ
你就是下属ꎬ就要服从领导安排ꎻ你处在与下属

的关系中ꎬ你是领导ꎬ就要发挥“领导”作用ꎻ你
是父亲ꎬ就要带好孩子ꎻ你是丈夫ꎬ就要关爱妻

子ꎬ诸如此类ꎮ 关系规定实质上是一种 “现实

性”规定ꎬ表明你是现实的人ꎬ你作为现实的人ꎬ
受各种社会关系规定ꎬ被各种社会关系制约ꎮ 事

物还具有“过程规定”ꎮ “过程规定”是指任何事

物都是未完成的、开放性的ꎬ都处在历史发展变

化过程中ꎬ都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获其规定性

的ꎬ历史方位和历史阶段不同ꎬ其规定性就有所

不同ꎮ 比如同一个“人”ꎬ他具有“人”的规定性ꎬ
不管多大岁数ꎬ他都是“人”ꎬ但两岁的这个人、
二十岁的这个人、五十多岁的这个人、七十多岁

的这个人ꎬ是具有不同历史内涵的这个人ꎮ 七十

多岁的这个人是一位著名专家ꎬ而两岁多的这个

人还在牙牙学语ꎮ
生成性思维注重事物的过程规定ꎬ事物的过

程规定ꎬ是生成性思维存在的本体论依据ꎮ
具体展开来说ꎬ生成性思维具有七个层面内

涵:
第一ꎬ生成性思维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现

实发展逻辑ꎬ反对主观主义和本本主义ꎮ 生成性

思维不忽视理想的世界ꎬ但首要注重现实生活世

界及其现实发展逻辑ꎮ 现实生活世界ꎬ就是具有

时间、空间、条件且看得见的可视的世界ꎮ 理想

的世界难以用时间、空间来把握ꎬ具有不可视性ꎬ
而现实生活世界是可以用时间、空间、条件来理

解和把握的ꎬ是可以看得见的ꎮ 生成之“生”为

出现和发展过程ꎬ生成之“成”为结果ꎬ因而生成

是在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现实逻辑中的生成ꎬ可以

用时间、空间和条件来衡量ꎮ 一切生成ꎬ首先是

在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现实发展逻辑中的生成ꎮ
生成性思维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现实发展逻

辑ꎬ便使生成性思维建立在坚实的现实的基础

上ꎮ 其实质ꎬ就是遵循事物发展的现实逻辑ꎬ强
调现实是研究事物的出发点ꎬ原则只是研究事物

的结果ꎬ注重生活公式高于书本公式ꎬ注重从现

实出发ꎬ即从时间、空间、条件出发规定事物ꎮ
第二ꎬ生成性思维注重实践进程及其实践发

展逻辑ꎬ反对以抽象设定理解和把握事物发展ꎮ
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ꎬ现实生活世界在本质

上也是实践的ꎮ 生成性思维绝不轻视理论发展

进程ꎬ但首要重视实践进程及其实践发展逻辑ꎮ
现实生活世界具有自身的现实进程及其发展逻

辑ꎬ不过这是自发的ꎬ人的实践活动参与其中ꎬ现
实生活世界的现实进程及其发展逻辑就显示出

自觉性ꎮ 因为现实生活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

人化、外化、对象化ꎮ 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感性

活动ꎬ因而实践发展进程便具有感性直观性ꎻ人
的实践是一种活动ꎬ它总是在推动事物发展ꎬ因
而实践发展进程便具有生成性ꎮ 生成ꎬ是实践发

展进程的生成ꎬ理解和把握了实践发展逻辑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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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找到了生成的逻辑ꎮ 生成性思维注重实践进

程及其实践发展逻辑ꎬ其实质ꎬ就是遵循事物发

展的实践逻辑ꎬ强调事物是在人的实践发展过程

中生成的ꎬ要注重从人的实践出发规定事物ꎬ要
用实践生成规律取代所谓预定的先验规律ꎮ

第三ꎬ注重历史进程及其历史发展逻辑ꎬ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ꎮ 人类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ꎬ
人是历史的剧作者ꎮ 注重人类实践活动ꎬ就必然

重视人类历史ꎮ “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生成ꎬ是
生成而形成的历史ꎬ没有生成便没有历史ꎮ 历史

是可以衡量和把握的ꎬ它可以从“时间”(如历史

时间ꎬ即历史阶段、历史方位、历史时期等)、“空
间”(如中国、西方等)来衡量和把握ꎮ 历史发展

进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ꎬ其连续性和阶段

性蕴含着“生成”ꎮ 历史发展进程蕴含着历史发

展的逻辑即历史逻辑ꎬ生成性思维的核心ꎬ就是

要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进程所蕴含的历史逻辑ꎮ
其实质ꎬ就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历史逻辑ꎬ注重从

历史出发规定事物ꎮ
第四ꎬ注重事物存在发展的现实条件ꎬ反对

脱离现实条件抽象地谈论事物的存在发展ꎮ 注

重事物的现实性、实践性、历史性ꎬ实际上是说事

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现实条件的ꎬ是受现实条

件制约的ꎬ是以现实条件为转移的ꎮ 事物不仅在

时间、空间中存在和发展ꎬ也在条件中存在和发

展ꎬ由于“时间”“空间”“条件”的存在ꎬ才使事物

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了现实性、实践性和历史性ꎬ
才使事物具有具体性而不是抽象性ꎮ 条件ꎬ是研

究事物的生成性所必须考虑的ꎮ 我们讲生成性

思维ꎬ其实质ꎬ就是要注重事物存在、发展的现实

条件ꎮ
第五ꎬ注重实现理想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

和现实运动ꎬ反对空想主义和先验主义ꎮ 理想和

现实是一种范畴ꎬ谈现实定会联系理想ꎮ 生成性

思维谈论理想ꎬ注重的是实现理想的现实基础和

现实运动ꎬ注重的是理想的生成、理想的规定和

理想的实现ꎮ 不谈理想的生成、理想的规定和理

想的实现ꎬ理想就是空想ꎮ 要谈理想的生成、规

定和确定ꎬ就必须把它置于现实发展的内在必然

性之中ꎬ要实现理想ꎬ就必须把它建立在现实的

基础上ꎬ依靠现实的运动来推动和实现理想ꎮ 要

言之ꎬ理想属于“应然”ꎬ只规定“实然”所应达至

的应然方向ꎬ并不具体确定“实然”所走的具体

道路ꎬ“实然”的具体道路是根据现实条件、实践

条件和历史条件确定的ꎮ 因而ꎬ要把“应然”建

立在“实然”的基础上ꎮ 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

空想ꎬ就在于它离开现实基础ꎮ 马克思、恩格斯

之所以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ꎬ就在于他们

把理想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ꎬ
在于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现实

的运动ꎬ在于根据现实条件、实践发展和历史进

程确定理想目标和实现路径ꎮ 注重实现理想的

现实基础、现实条件和现实运动ꎬ其实质ꎬ就是要

注重基于现实逻辑和现实基础来理解和把握理

想的生成和实现ꎮ
第六ꎬ注重事物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在

的自我生成ꎬ反对教条主义ꎮ 形而上学强调

“是”ꎬ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思维也注重“是”ꎬ但
更注重“成为是”ꎬ注重“是”的成为和“是”的发

展ꎮ 形而上学强调“是”ꎬ强调“是”就是“是”ꎬ
“不是”就是“不是”ꎬ不能说“既是” “又不是”ꎮ
这种既定性或既成性思维方式否认事物的存在

和发展有一个生成过程ꎬ否定事物作为过程而存

在ꎮ 这样来看待事物ꎬ事物就永远是静止的、永
恒的、一成不变的ꎮ 生成性思维对事物的理解ꎬ
是从运动和静止、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进行

的ꎮ 它既从相对确定性、阶段性角度理解和把握

事物ꎬ认为事物有相对静止的一面ꎬ有其质的规

定性ꎻ同时又从不确定、连续性角度理解和把握

事物ꎬ认为事物又具有运动的一面ꎬ任何事物时

时刻刻都处在运动、发展、变化过程之中ꎬ没有绝

对静止不动和永恒不变的事物ꎮ 生成性思维甚

至认为ꎬ事物的静止是运动中的静止ꎬ“人不能同

时踏进同一条河流”ꎮ 生成性思维认为ꎬ事物的

相对“静止”的“质”的规定性ꎬ都是在过程中被

确定并赋予新的内涵的ꎬ离开历史过程ꎬ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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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性”的“质”的规定性都是抽象的ꎬ不可具

体感知和不可捉摸的ꎮ 因而ꎬ生成性思维注重事

物的自我“生成性”ꎬ它不否认“是”ꎬ但其实质ꎬ
是更注重事物自身“成为是”ꎬ即注重事物自身

如何成其为或生成为“是”ꎮ
第七ꎬ注重事物之间的环环紧扣、因果关联

和内在生成ꎮ 生成性思维注重实践、现实、历史

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在生成性上的“环环相扣”
或环环相扣的生成性ꎬ这种环环相扣的内核是因

果关联、因果关联的内核是内在生成ꎮ 如注重教

育有助于解决就业ꎬ解决就业有助于解决吃饭、
住房和看病问题ꎬ等等ꎮ

从总体来讲ꎬ生成性思维所主张的“生成”ꎬ
主要包括实践生成、历史生成、辩证性生成、自我

生成和因果生成ꎮ 由此ꎬ生成性思维可从五个层

面来理解:一是实践生成ꎬ即在实践过程中生成ꎬ
可称之为“实践即生成”ꎻ二是历史生成ꎬ即在历

史过程中生成ꎬ可称之为“历史即生成”ꎻ三是辩

证性生成ꎬ即在超越现实、与交互作用、发展过程

中的生成ꎬ可称之为“辩证即生成”ꎻ四是自我生

成ꎬ即事物自身是在自我超越、自我发展过程中

的生成ꎬ可称之为“自我生成”ꎻ五是因果生成ꎬ
即事物因必生果的生成ꎬ可称之为“因果即生

成”ꎻ实践、历史、辩证法、自我发展、因果ꎬ都属于

生成性思维的核心范畴ꎮ 生成性思维强调事物

的实践性存在、历史性存在、辩证性存在、自我发

展的存在和因果性存在ꎬ把实践、历史、辩证法、
自我发展、因果当作解释原则ꎬ用实践原则、历史

原则、辩证原则、自我发展原则和因果原则解释

事物、解释存在、解释发展ꎬ把事物的存在作为实

践中的生成、历史中的生成、辩证性的生成、自我

发展的生成和因果性的生成ꎬ尤其强调实践地、
历史地、辩证地、自身发展地、因果联系地看待历

史ꎮ 其实质ꎬ就是将实践原则、历史原则、辩证原

则、自我发展原则、因果关系原则引入世界观和

方法论ꎮ 其核心和精髓ꎬ就是要在特定的具体的

时间、空间和条件中理解具体的实践、具体的现

实、具体的历史的内生性ꎬ理解事物和对象的历

史内在逻辑ꎻ它强调并注重具体的存在先于抽象

的本质ꎬ抽象的本质都是在具体存在之发展过程

中内在提升出来的ꎬ是从实践发展逻辑、历史发

展逻辑、现实发展逻辑中得到确定的ꎬ更是在具

体存在之内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的ꎻ它不否定

“是”ꎬ但更注重“成为是”ꎻ它不反对抽象ꎬ但更

注重具体的历史发展规律ꎻ它注重现实基础、环
环紧扣、因果关联、历史过程和内在生成ꎬ把任何

事物自身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具有现实基础、环环

紧扣、因果关联和内在生成的自然历史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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