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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哲学的生成论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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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代哲学立足于既成论的思维方式
，

将终极性的实体作为哲学追求的对象
，

通过思辨理性建构起了包

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
，

从根本上遮蔽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

马克思立足于生成论的哲学思维方式
，

确立了生成

性的
“

实践
”
本体论地位

，

使哲学对象由
“

既成
”

转变为
“

生成
” ，

最终使哲学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立足于生成论

的哲学思维方式
，

能深刻把握马克思哲学本体论革命的伟大意义
，

避免任何理论上的退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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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穷根究底的学问
�

哲学所追求的对象

不同决定了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

具体来说
，

可以

将追求既定性存在的哲学思维方式称为既成论的

思维方式
，

将追求生成性存在的哲学思维方式称为

生成论的思维方式
。

文章立足于这 �种思维方式

来考察近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
，
以求说明马克思哲

学正是在生成性的实践基础上
，

颠覆整个近代理性

形而上学
，

从而开启哲学之全新的本体论境域的
。

同时说明
，

任何以既成论的思维方式来考察马克思

哲学
，

最终只会导致理论上的退却
�

西方哲学发展到近代
，

出现 了
“

认识论的转

向
” ，

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古代哲学中的以直观为

基础的思维和存在的自明性统一
，

而是在倡导人的

理性的基础上论证思维如何实现与存在的统一
。

这样
，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作为哲学的基本问

题凸显出来
。

正如恩格斯所说
�

这个
“

问题只是在

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
，

才

被十分清醒地提出来
，

才获得了它的完整意义
”

川
�

近代哲学家们力图通过思维和存在之统一性的探

寻
，

制定出具有统一意义的方法论体系
，

以便为各

门具体科学提供普适性的方法
。

近代哲学为了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
，

将人的

理性思维能力夸张至极
，

从而凸显了人的主体性
，

实现了哲学的重大进步
。

但是
，

近代哲学将理性夸

张至极
，

导致理性成了脱离人的
、

绝对的
、

万能的抽

象实体
，

具有主宰一切的功能
。

理性取代了上帝的

位置
，

成了一切知识的坚实基础
� “

任何一种有着

某个外部对象的存在和构成的判断
，

都归根结底是

由某种思想体系制约的—正是在这种思想体系

之中
，

这种存在和构成被当作具有必然性的东西而

确立起来
� ” 【��理性也因此获得了本体论的地位

，

这反映了近代哲学家力图建立主体本体论以取代

古代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
。

然而
，

近代哲学从根本

上并没有超出传统实体本体论的水平
，

因为
，

近代

哲学竭力倡导理性的根本 目的是最终为了把握
“

现

象背后的实体
” ，

这导致了实体本体论的再现
。

因此
，

在近代哲学中
，

无论是认识主体
，

还是认

识客体
，

都成了既定性的实体
，

或者说
，

他们都是建

立在既成论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
。

从此出发
，

哲学

家们都企图建立起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
�

笛卡

��
“

我思故我在
”

的著名命题开了这种路径的先河
。

“

我思
”

之
“

我
”

就是一个靠
“

思
”

来保证
“

既定性
”

的心

灵实体
，

由此
，

笛卡儿构建出了全部哲学和知识体

系
。

康德更进一步
，

他将笛卡儿的
“

心灵之我
”

推进

到
“

绝对之我
” ，

它可以规定一切
�

通过
“

绝对之我
”

的先天逻辑图式去整理
“

自在之物
”

落在人们思想当

中的样子
，

就能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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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哲学的生成论思维方式

黑格尔是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
，

他的

哲学
“

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
，

而是形而上学之一

切
， 【 ’ �。 黑格尔为 自己确立的原则是

� “

一切问题的

关键在于
�

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

实体
，

而且 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
� ” �月�这一主体

就是万能的绝对精神
，

它包含了未来一切发展的可

能性
。

绝对精神在 自己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

创造出自己的对象性客体
，

黑格尔称此为绝对精神

的自我异化
，

并且
，

绝对精神最终能克服 自我异化
，

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

虽然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

质
，

从而将真理看作一个过程
，

但是
，

作为这一过程

的起点和终点的
“

绝对精神
”

都是既定的存在
，

这导

致思维对存在的认识质变成了
“

绝对精神
”

自我实

现
、

自我认识的思辨形而上学的过程
�

费尔巴哈力图走出抽象的超感性世界
，

回到现

实世界
�

为此他强调哲学应从感性确定的
、

有限的

和现实的东西出发
。

马克思由此称颂他克服了旧哲

学
。

但实际上
，

其最终没有回归人的现实世界
，

而是
“

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
，

重新恢复了抽象的
、

无限

的东西
” 红’ �，费尔巴哈失落的原因在于他没有脱离既

成论的思维方式
，

从而陷人了哲学的
“

直观
” 。

这导

致他把握的最终只能是既成性的
“

思想客体
” 。

费尔

巴哈从没有根本上超出黑格尔的水平
。

近代哲学由于局限于既定论的哲学思维方式
，

企图实现思维与终极性的
“

现象背后的实体
”

的统

一
，

结果只能是思辨性地演绎出超感性世界的理想

图景
，

从而陷人了理念界与现实界的二分对立
，

哲

学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成为玄思
，

而人的现实历史

则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杂乱堆积物
，

成了
“

黑暗的历

史档案馆
” 。

人和 自然成了哲学家们精心编织的逻

辑之网的纽结
。

马克思说
� “

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

了
” 〔��，而 自然则是纯粹的思想的创造物

。

必须炸

毁整个理性形而上学
，

使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

马克思实现了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革命性变

革
�

这一革命不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某些具体观点

的变更
，

而是整个的颠覆
，

这一颠覆是由本体论发动

的
�

上文已经提到
，

追求
“
现象背后的实体

”

是近代

哲学的根本使命
，

理性则是这一使命的执行者
，

结果

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超验世界图景的纯粹理论建构
。

马克思以生成论的思维方式为基础
，

通过确立生成

性的
“

实践
”

的本体论地位
，

使哲学脱离玄思
，

面向人

的现实生活世界
�

马克思说
� “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

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

实际生活过程
。 ” �’ �’�“

实际生活过程
”

就是人的感性

活动过程
，

一切存在的意义都将在人的实践中生成
、

变化
，

并凸显出来为人的意识所把握
。

马克思哲学立足于生成论的思维方式
，

破解了

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所执著追求的已然完成了的坚硬
“

实体
” ，

哲学转向了与人相关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
。

新哲学面前不存在永恒
，

而只有不断地生成
，

不断地

运动和变化
，

辩证法的精神与新哲学才融会贯通
。

在理性形而上学视野中
， “

实体
”

有着决定一切

的作用
，

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和存在的依据
，

人和

自然的存在都受惠于
“

实体
”

的恩泽
。

然而
，

无论将

这一
“

实体
”

归结为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
，

都只能

是与现实的人无关的
“

抽象的东西
” 。

以这种
“

抽象

的东西
”

作为追求的对象
，

最终只能是走向唯心主

义
。

抽象地谈论 自然的物质性
，

坚持的仍然是
“

唯心

主义的方向
” �’ ���

。

实际上
，

为人和 自然寻找最终的

根源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

或者说是一个
“

非法
”

的问

题
，

因为这一问题本身是抽象的产物
。

马克思说到
�

“

既然你提出 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
，

你也就把人

和 自然界抽象掉了
。

你设定他们是不存在的
，

你却

希望我向你们证明他们是存在的
�

那我就对你们

说
�

放弃你的抽象
，

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
，

或者
，

你想坚持 自己的抽象
，

你就要贯彻到底
，

如果你设

想人和 自然界是不存在的
，

那么你就要设想你 自己

也是不存在的
，

因为你 自己也是 自然界和人
。 ” 〔 ’ �’�

恰恰相反
， “

外部 自然界 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

着
， �’ ���

。

问题是讨论这一与人无关的
“

存在
”

有什么

意义� 事实告诉人们
，

这种讨论只能做到
“

解释世

界
” ，

因为与人无关的抽象存在只能通过抽象的理

论思辨来把握
，

而问题的实质是
“

改变世界
” 。

哲学

只有面向与人相关的
“

存在
” ，

才能实现这种使命
�

立足于生成论的哲学思维方式
，

马克思解决了

这个间题
。

马克思说
� “

在人类历史中
，

即在人类社

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 自然界
，

是人的现实的自然

界 �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

的 自然界
，

是真正的
、

人本学的自然界
。 ” �’ 】吕，这一

自然界才是现实的
、

对人有意义的存在
�

人通过实

践生成对人有意义的
“

自然界
”

的过程
，

同时也是人

的自我创生
、

自我超越的过程
。

人绝非 自我封闭的

存在
，

从根本上来说
，

他是永远的面向未来
，

面向各

种可能性的存在
�

人正是在
“

自然界
”

的实践生成

过程中不断地对象化并确立 自己的本质性力量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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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走向自由的
�

在实践中生成的人和 自然界作为

现实的存在
，

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力量来证明
，

而是
“

实际的
、

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
”

现实存在「’ ��，

即可

以通过经验确定的
，

所以他们的由思维创造的问题

只能是多余的抽象性问题
。

可见
，

通过切人
“

存在
”

之本然具有的生成特性
，

马克思使哲学的视野转向

了现实的人和 自然界
，

转向了作为人和 自然界之统

一的现实生活世界
。

回归现实的人及与其相关的自然界是现代哲

学发展的一个总趋势
�

卡尔
·

勒维特说
� “

无论是

马克思还是尼采
，

或是克尔凯郭尔都摧毁了古典的

类本质哲学
，

而指向那个具体的个体的人的存在或

实存
。 ” 【��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更是从源始处批

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化追求
�

他认为
， “

世界
”

是人的生存结构中的一个因素
， “

世界之为世界
” ，

并非是指宇宙自然的生成过程
，

而应是
“

世界
”

对于

人显现出来的过程
，

即世界是与人相关的存在
�

但

是
，

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回到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

海德格尔哲学视野中的世界并非是人生活于其中

的现实世界
，

并非是人的实践生成的从而成为
“

人
”

本身的对象性世界
，

而是人的内心所体验出的意义

之统一体
，

这个世界也不能被认识
，

而只能在意义

之无中被体验到
�

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从根本上祛除了绝对知

识以及由此保证的 自由
，

为人的 自由找寻到了一条

现实的实现道路
。

那就是立足于生成性的实践
，

在

不断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追求人的 自由
�

哲学的功

能由此得到根本的变换
，

即不再局限于仅仅
“

解释

世界
” ，

关键在于
“

改变世界
” ，

而
“

解释世界
”

又统摄

于人的
“

改造世界
”

的活动中
。

马克思哲学的
“

实践生成本体论
”

基础与生成

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根本上是融合的
，

后者是把握

前者的根本前提
�

以任何脱离生成论的思维方式

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
“

实践本体论
” ，

最终只会歪曲

其本真面目
，

抹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伟大意义
。

可以说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一部不断被理

解
、

不断被创新的历史
，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开放性

要求人们立足于 当前的现实来领悟马克思哲学的

本真精神
，

并以此作为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来解决时

代的重大问题
�

因此说
，

马克思仍然是
“

我们的同

时代人
” ，

我们在实质上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所处的

追求现代性的时代
。

对于
“

后现代主义
” ，

并不是说

人类已经跨越了
“

现代
” ，

只可说是提供了考察
“

现

代
”

的一种超越视野
�

时下人们正在
“

重读马克

思
” 、 “

回到马克思
”

等 口号的引领下
，

开始了重新理

解马克思的艰难历程
，

对马克思哲学的
“

实践本体

论
”

的理解在这一历程中又得到了不断深化
。

但是

许多人在具体的理论阐释中
，

由于脱离了生成论的

哲学思维方式
，

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
“

本体论
”

的理

解重新回到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巢臼之中
。

卢卡奇是较早陷人这种误区的哲学家之一
。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

卢卡奇确立了
“

实践
”

的本

体论地位
，

这一确立弘扬了人的主体性
，

抨击了斯

大林以来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式的理解和第二国

际的
“

经济决定论
”

的歪曲
，

因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

义
。

但是
，

卢卡奇哲学视野中的
“

实践
”

并非是生成

性的人的
“

感性物质活动
” ，

而是纯粹的思维创造

性
。

卢卡奇说
� “

正确的意识就意味着对它 自己对

象的改变
， �’ ����

。

思维创造出存在
，

二者在原则上

是统一的
�

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费希特的哲学
。

而纯粹创造性的实践其实就是
“

既定性
”

的实体和

一切存在的根源
，

这必然导致以逻辑的演绎替代对

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分析
�

卢卡奇在后来的 自我

批判中也声称 自己
“

堕人唯心主义的思辨中
， �’ ���

。

虽然卢卡奇为 自己的
“

实践
”

确立了
“

现实的主体
”

—
“

无产阶级
” ，

但实体化的
“

实践
”

概念最终使无

产阶级成为概念式的主体
�

南斯拉夫
“

实践派
”

的重要代表马切凯奇由于

将实践概念化
、

实体化
，

在总体上也走向了思辨形

而上学
。

马切凯奇倾向于夸大人的实践能动创造

性
，

导致将人或实践绝对化为一切存在的根源
。

他

说
� “

理论本身也是人的有效的实践的一种形式
，

实

践作为人的本质特征
，

永远包含着理论的酵母素
，

这就是说包含着完善自身的明显的可能性
。

人作

为实践的存在
，

是一个理论的
、

实践的存在
，

是一个

万能的
、

既能创造物质
，

又能创造 自身的存在一�‘，�

通过实践来规定人
，

坚持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方

向
�

但是
，

将实践看作创造一切的存在
，

只能使实

践成为纯粹的创造性
，

因为只有在人的思维中
，

创

造才不会受到任何的约束而 自由地驰骋
�

作为实

践之主体的人也会脱离现实性
，

成为万能的黑格尔

式的
“

绝对精神
” �

作为奠基于现实感性活动基础

之上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
，

则畸变成从实体性的
“

实践
”

概念出发的逻辑演绎过程
�

一句话
，

近代理

性形而上学复活了
�



第�期 许恒兵等
�

论马克思哲学的生成论思维方式

在我国的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探讨中
，

许多人

赞同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
“

实践本体论
” ，

但在具体

的理解中
，

也有人陷人理性形而上学的误区
。

有人

就实践的本体论地位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
，

即
“

实

践是逻辑在先的
，

它就像种子或胚胎
，

乃是一个包

含着一切可能性的总体范畴
� ” 汇川既定论的哲学思

维方式再次凸显出来
，

因为将
“

实践
”

看作包含一切

可能性的总体性范畴
，

等于将实践等同于旧哲学中

的
“

实体
”

—万物存在的根源
。

这必然导致从
“

实

践
”

概念出发进行逻辑式的体系推演
。

虽然作者提

出了马克思的本体论的历史性的完成
，

但是将实践

做如此界说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
�

在马克思看

来
，

实践标示的是客观的
、

作为现实的人的根本存

在方式的具体的感性活动
，

它生成的是特定个人生

存于其中的特定现实世界
，

人和世界都将立足于生

成性的
“

实践
”

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

它们都是开放性

的存在
。

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世界并非是 已完成

了的世界的逻辑展开
，

而是新世界不断
“

扬弃
”

旧世

界的永无止境的生成过程
。

这一过程也是人的现

实的自由解放的道路
�

可见
，

生成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把握马克思哲

学本体论革命意义的重要思维方式的基础
，

立足于

这一基础
，

马克思哲学的现实生活世界转向才能真

正凸显出来
，

确立
“

此岸世界
”

真理的历史使命才有

了现实的依托
，

绝对知识的神话才能真正祛除
。

这

样
，

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历史意义才能彰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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