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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又带来了人们精
神生活上的贫穷，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理论关系告诉我们精神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会给读者补上精神生活上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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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在吸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
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
德国古典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材料和论据。产生于17世纪下半
叶而完成于19世纪初叶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有益材料。19世纪三大空
想家的思想则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也吸收了19世纪上半叶自然
科学领域里的许多重大发现的成果。　　1．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
纪初，是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哲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黑格尔（1770～1831年）和费尔巴哈（1840
～1872年）。　　黑格尔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者。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精神现象学》（1807年
）、《逻辑学》（1812～1816年）、《哲学全书》（1817～1816年）、《法哲学原理》（1821年），以
及他死后由朋友和学生整理出版的《历史哲学》（1831年）、《哲学讲演录》（1833年～1836年）、
《美学讲演录》（1836～1838年）等著作。黑格尔最卓越的贡献是辩证法。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以唯
心主义形式完整地、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他认为矛盾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
。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都存在于其自身的矛盾之中。事物内在矛盾的斗争与同一是发展的源泉；发
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是黑格尔的光辉思想，即他的“合理内核”。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
的这些思想：“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
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
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
头足倒置的，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一个“绝对精神”，辩证法发展的主体是
这种“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　　黑格尔把辩证法应用于观察社会生活，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人类
历史的看法，其中包含着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费尔巴哈是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
者，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哲学。费尔巴哈的主要代
表作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年）、《未来哲学原理
》（1843年）等。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恢复和发展了唯物主义。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
自然界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人的意识和思维都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
脑的产物。他论证了物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原理，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正确地解决了物质
和精神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费尔巴哈的最伟大的功绩，即“基本内核”。但是，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他在解释某些自然现象时坚持了唯物主义，
但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却陷人唯心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就，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沦，提供了科学的材料和论据，为唯物史
观的创立提供了有用的素材。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
济学说。它产生于]7世纪后半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完成于英国产业革命后的19世纪初，创始人
是威廉．配第（1623～1687年），重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嘉图
（1772-1823年）。由于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是它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因此列宁
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称之为“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例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
社1995年版，第309-310页）。　　英国古典经济学学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比较
客观的分析。同重商主义不同，他们把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
部联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表现了人类从经济学角度对社会认识的某种深化。英
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创立了劳动价值论，把劳动看做价值的源泉，以生产商品所消耗的
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他们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起源也做出了猜想。既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
，那么利润、地租和利息的来源显然是同劳动田切联系的。他们通过对利润、地租、利息的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接触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并提供厂一价们的思想。认为利润是廂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创造川
来的价值；地租是劳动的产物或具价他的一部分，是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
只是其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他们还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做过经济上的分析。他
们比较爪确地描述厂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认为工人、地主和资本家是”构成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
。他们还区别了与这三人阶级相适应的三种基本收入：工资、地租和利润，认为这三者构成了全部的
国民收入，而其他收入都是由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所“派生的”。在这三种收入中只有工资是劳动收入
。他们还进一步指山，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筑在各个阶级经济利益对立的基础上的。　　英国古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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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和最好的
形式，把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工人说成是合乎人类理性的现象。他们认为，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从来就
是商品，而利润、地租、利息是劳动的自然属性，劳动量自然而然地要表现为价值量，表现为交换价
值量。　　尽管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着缺陷，但他们的学说仍为人们研究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
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提供了有益的材料，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以
极大的思想启迪作用。　　3．法国和英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如果说16世纪以来的空想社
会主义学说都曾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用的思想和理论素材，那么，19世纪初叶
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则直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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