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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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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曾经说过"(我痛恨一切只

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

行动的事物) &借由这句话*尼采展

开了他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第

二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对

尼采来说* 历史绝不该是一门学院

内的学科*而是应当有所启发*并且

能够促进人当下更好的生活) 尼采

尽管并非历史学家* 他的这一历史

观却发人深思* 而他也绝不是一个

人*对马克思与克罗齐来说*历史也

同样需要当下的意义)

尼采!历史服务于生活

在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中 *尼

采驳斥了通行的历史学研究方法 )

他认为* 人们如果清楚地了解了过

量的历史*将会伤害他们的生活) 在

他看来* 历史不应该像数学那样成

为一门纯科学*而是要服务于生活)

他将过去的历史研究分为三种"纪念的-怀古的和批

判的)纪念的历史因为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而近乎虚

构.怀古的历史则只懂得保存*不懂得创造*因而僵化

了判断力.而批判的历史固然是为生活服务的*但也

是危险的*因为它难以找到否定的限度)在他看来*理

想的历史学应当总是生活目标的参考*为了服务于将

来和现在*而非削弱现在或损坏将来)

马克思!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

剖是一把钥匙

在+

4567

%

4565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这也就是说*

在他看来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

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也

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作为(人体解剖&是基础

性的*而他对前资本主义的研究*即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作

为(猴体解剖&则在逻辑上是后续性的)

因而历史学研究对马克思的意义*绝不是为了在

故纸堆中摸索*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资本主义

本质)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学术大师之一*他不仅

是哲学家-美学家*还是
89

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文学批评

家-政治家*更是享誉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

在
4347

年*克罗齐提出一个著名命题%%%(一切

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而要理解这一命题*就要理解他

对(历史&和(编年史&所做的区分) 他说"(历史是活的历

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

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 一切历史当

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

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 &

对克罗齐来说*不引起现实思索的历史是没有意

义的) 历史学研究必须有其当下性*需要分析其社会

意义和社会内容* 而不是将其视为绝对客观的科学*

如此才能促进当下的生活) 本版整合 谢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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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与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源于德语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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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568

年在巴伐利亚科

学院所做的报告+当代哲学的任务,中首次提出)

而历史主义的思潮则要早于这个时代*可以上溯

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上溯到意大利历史学

家维科) 而历史主义者信奉的格言则是"(不懂得

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 &

维科!理想的永恒历史

维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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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大

利政治哲学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法理学家)

他为古老风俗辩护*批判了现代理性主义*并以

巨著+新科学,闻名于世)

维科于
4789

年开始写作 +新科学 ,*之后又

两度修订) 书中维科借助一种复杂的词源学来提

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文明是在三

个阶段的回返往复中发展自身的*这三个阶段分

别是"神圣时期-英雄时期和人的时期) 每一个时

期都展现出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特性*并且可以用

当时语言特征来表述) 神圣时期主要依靠隐喻来

比较*进而理解人类与自然现象) 而在英雄时期*

是由提喻和暗喻来支撑以理想人物为象征的封

建或君主体制) 而在最后一个时期*则是以民主

制与反讽的反思为特征.在这一时期*理性的崛

起导致反思的野蛮化*而文明则又一次回落到了

诗歌时代) 维科认为*此三阶段的回返往复常见

于每一个民族中*并且构成了维科的(理想的永

恒历史&)

黑格尔!哲学就是哲学史

黑格尔认为* 任何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诸

如科学-艺术或哲学*都是由它们的历史来定义

的*因此只有先理解了历史*才能理解它们的本

质) 因此*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出著名的论

断%%%(哲学就是哲学史&)

黑格尔的立场对立于原子论和还原论的观

点*后二者认为*人类社会及社会活动是通过互

动建立起来的特定基础来定义自身的) 而另一种

对立的观点则是社会契约论) 黑格尔将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视作有机的*而非原子的"而社会学说

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而语言则植根于词源学及其

独特性*因此*它以大量半遗忘的隐喻保留了过

去的文化) 比如*要理解一个人何以是其所是*就

要把他放到社会中去观察* 而要理解这个社会*

就要理解其历史以及使之成型的力量) 黑格尔提

出(时代精神&*指的就是人类历史中起作用的最

重要因素) 这一概念对立于目的论观点*后者认

为目的才是活动中的决定性因素)

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与他对人类社会进步

方式的观点有关*确切说来就是辩证法与作为反

思实在之内在本质的逻辑) 黑格尔将哲学家转向

(现代&这一变化归为与世界的互动*而在古代*

哲学家都是自身完满的*在中世纪*哲学家都是

僧侣) 黑格尔的历史观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纽

带关系*而关于个体性的问题也成为后来哲学的

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也有模

糊不清的关系) 马克思的批判者认为历史主义与

马克思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 而历史主义

问题也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一席之地)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表明了

他与黑格尔的不同) 在他看来*认为人类是环境

的产物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人

本身也可以改造环境) 而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

或人类自我变化之间的巧合*是可以通过进化论

来理解的)

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黑格尔的辩证

法*结合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去解释人类历史演

变的过程) 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和有

其特定规律的*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伴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波普尔!历史主义批判

波普尔是二战后极富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

和政治哲学家) 他在学生时代曾是共产党的积极

分子*但之后因目睹一场流血冲突*而与共产党

分道扬镳*并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 在二战期间

写作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他将马克

思主义视为历史主义的最高形态加以抨击*适应

了战后英美自由主义发展的需要)

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将历史

主义定义为(以历史预见为主要目的&*并且以为

(通过发现历史进程的0节律1或0范式1-0规律1

或0趋势1便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在他看来*这一

观点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信念*如同(上帝选民论&

一样认为上帝一直决定社会发展方向) 在+开放

的社会及其敌人,中*他从哲学传统中考察了历

史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他认为*从柏拉图一直到

马克思*其实都将社会描绘为了封闭的*而与开

放社会所以来的理性批判精神格格不入) 因此*

他将所有倡导和拥护历史主义的哲学家都视为

开放社会的敌人)

列奥"施特劳斯!历史主义造
成的危机

施特劳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

哲学家) 他认为*历史主义通过拒斥任何公正的

客观性和公共意义 /如历史主义拒斥 (自然权

利&'*将历史主义视为理性自由的最大威胁)

他认为*历史主义强调价值标准的历史性
K

反

对永恒不变的普世价值的存在
L

最终摧毁了人们

进行价值判断的哲学根基
G

继而导致了政治上的

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既是时代的危机
G

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危机)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

和+论僭政,两书中*他详尽地批判了黑格尔-马

克思和海德格尔作品中的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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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生! 浙江萧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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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

+()$

年获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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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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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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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批准为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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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美国

哈佛大学访问教授" 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

所所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

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

组成员等$并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

研究员" 已出版个人学术著作%思考与超越&#%意识形态论&#%实践诠

释学&#%俞吾金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