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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
作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成熟时期的文本出发，借鉴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对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做出了与国内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不同的新阐释，并对近年来我
国一些学者提出的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直接关系的新见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
理解上存在差异”、“实践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异化概念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中的地位不是象征性的、边缘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基础性的”、“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
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等，提出
了质疑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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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段忠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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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初涉历史唯物主义第一节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初探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任何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有制形式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所有制的形式问题理解的比较片面，这集中表现在把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仅仅
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忽略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即实际支配的问题。
这种认识阻碍了对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深入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一次改革的目的，就在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更加适
合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理论工作必须面对现实，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所有制形式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解决经济管理体制
改革中提出的新问题。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通过人们对生产中的物的关系而发生的人和人的关系。
既然所有制中人和人的关系是通过人对物的关系而发生的，那么，这种人对物的关系有哪些呢？
对此，马克思曾有过论述。
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首先表现为所有关系。
马克思在论述所有制的最初形态时指出：“一般说来，人（不论是孤立的还是社会的）在作为劳动者
出现以前，总是作为所有者出现，即使所有物只是他从周围的自然界中获得的东西（或者他作为家庭
、氏族或公社的成员，部分地从周围的自然界中获得，部分地从公共的、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中
获得）。
”“财产最初意味着（在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就是这样），劳动的
（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
”所有关系就是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即生产资料是属于谁的关系。
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还表现为占有关系。
马克思说：“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
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之中，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
”“他们把自己看作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者；但是这些条件还必须不断地通过亲身劳动才真正成为
个人的人格的、他的个人劳动的条件和客观因素。
”占有关系是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关系。
所有与占有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所有关系是占有关系的前提，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只有作为所有者或在所有者的同意之下才能得
以进行；占有关系是所有关系的保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只有通过实际支配才能得到实现。
总之，这两种关系只有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人们对生产资料的现实关系。
所有关系只有通过占有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占有关系只有通过所有关系才能得以进行。
缺少哪一种关系，生产都无法进行，因而也就形不成人们对生产资料的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举过一个例子，他们说：“例如，假定由于竞争的缘故，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
，可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占有权利以及使用和滥用的权利。
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他作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如果除此之外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他的土
地，就一无所有。
”例子中的土地所有者，他同十地只有所有关系，没有占有关系，他由于缺少其他的生产资料而不能
存生产过程中实际地支配土地，因而，他同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现实的关系。
同样，如果没有所有关系，占有关系也无法实现。
马克思在论述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时曾指出：“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
，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
生活资料。
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于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
同体己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
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
”这就是说，一仑共同体如果不能维持它同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它同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就无法实现
。
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有所有与占有两种关系。
人们要进行生产，总得同生产资料发生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总得使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结合起来。
由于所有与占有是对生产资料的两种不同关系，它们的结合就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或者是所有关
系与占有关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或者是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属于同一主体。
在前一种方式中，它们的结合表现为不同主体的结合。
在后一种方式中，它们的结合表现在同一主体上。
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结合的不同方式，决定着同一所有制的不同形式。
在所有制中，人对物的关系是由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的结合而构成的。
但是，由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两种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当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属于同一主
体时，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出这两种关系的区分与结合，以至把它们当成一个东西。
事实，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都是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的结合，特别是当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分别属
于不同的主体时，这点就看得更加清楚。
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初期，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表现为生产资料既归氏族公社全体成员所有，又归
氏族公社全体成员占有，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的主体都是氏族公社的全体成员。
到了后期，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则表现为生产资料仍归氏族公社全体成员所有，但在占有关系上主体
已不是氏族公社全体成员，而是各个家庭。
这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整个氏族公社，占有者却是各个家庭。
在奴隶主所有制中，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的结合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例如，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中，生产资料和奴隶都归奴隶主的国家所有，即归奴隶主的总代表天子所
有，天子又把生产资料和奴隶分封给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奴隶主。
这样，天子同这些生产资料和奴隶的关系就表现为所有关系，那些贵族奴隶主同生产资料和奴隶的关
系就表现为占有关系，它们的结合就构成了奴隶主所有制。
在古希腊的雅典则是另一种形式，在那里各个工商奴隶主既是生产资料和奴隶的所有者，又是生产资
料和奴隶的占有者，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结合于同一主体。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中，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的结合，通常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在中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把土地以封地或采邑的形式分封给各级封
建主，国王同这些生产资料的关系是所有关系，各级封建主同这些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占有关系，它们
的结合构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出现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是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结合的同一丰体
，这种结合方式形成了另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
资本主义所有制一般都表现为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属于同一主体这种形式。
但也有另一种形式，例如，功能资本家用他向货币资本家借来的货币进行产业活动和商业活动，这时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货币资本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则是功能资本家。
再如，在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中，土地所有者一般都不直接经营农业，而是由农业资本家租用土地所
有者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
这样，土地所有者同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关系就表现为所有关系，而农业资本家同土地这一生产资料
的关系就表现为占有关系。
他们的结合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形式。
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的结合。
在我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一般都采取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属于同一主
体的形式，国家或集体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则是另一样子，在那里，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各个企业的
劳动者集体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表现为占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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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
平。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也要相应地变革。
恩格斯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
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所有制的发展变革，是通过所有关系与占有关系的发展变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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