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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溯源法又称起源分析法ꎮ 马克思恩格斯大量使用 “起源” 这个术语ꎬ 把溯源视为

科学研究和理论思考的方法ꎮ 溯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一个生成的过程ꎬ 其结果是原初形态的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诞生ꎮ 尽管作为一种方法论学说ꎬ 它显得零碎、 不系统ꎬ 但对之进行理论整合具

有重要意义ꎮ 通过仔细阅读可以看到ꎬ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具有下列理论特征: 第一ꎬ 现

实是历史的结果ꎬ 要以现实为研究起点ꎻ 第二ꎬ 在分析起源中达成理性与实证的统一ꎻ 第三ꎬ 不仅

要研究事物的起源ꎬ 而且要研究事物发展的全过程ꎻ 第四ꎬ 用运动和变化的观点分析事物发展的历

史和原因ꎻ 第五ꎬ 回溯式研究与前瞻式叙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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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法又称起源分析法ꎮ 在发生学研究中ꎬ 它是发生学方法的重要内容和要素ꎬ 是发生学方法

论的中观层面①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科学研究中曾经大量使用起源这个术语ꎬ 并反思其方法论含义ꎬ
把 “追溯起源” 或 “溯源” 视为科学研究和理论思考的重要方法ꎮ 我国学术界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ꎬ 但迄今为止尚未对马克思主义的溯源法作出深入研究ꎮ 本文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ꎮ

一、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何在?

学术界对 “溯源” 这个词并不陌生ꎬ 然而熟知非真知ꎮ 对它作深入的语义辨析ꎬ 有助于我们准

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溯源法ꎮ
«说文解字» 没有解释 “溯” 字ꎬ 但是解释了 “朔” 字ꎮ “朔ꎬ 月一日始苏也ꎮ”② “源” 通

“元”ꎬ “元ꎬ 始也”③ꎮ 在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中ꎬ “溯” 的含义之一为 “逆水流而上”ꎬ 引申为

“追溯”④ꎬ “源” 的含义是 “水源ꎬ 源泉”ꎬ 引申为 “事物的开始ꎬ 起源”⑤ꎮ 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ꎬ “溯” 的意思是: (１) 逆着水流的方向走ꎬ 如溯源、 溯流而上ꎬ (２) 往上推求或回想ꎬ 如回溯、
追溯ꎻ “源” 的意思是: (１) 水流起头的地方ꎬ 如河源、 发源ꎬ (２) 来源ꎬ 如货源、 病源ꎻ “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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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是: 往上游寻找发源的地方ꎬ 比喻向上寻求历史根源ꎻ “追溯” 的意思是: 逆流而上ꎬ 向江

河发源处走ꎬ 比喻探索事物的由来①ꎮ
与 “溯源” 意思相近的成语很多ꎮ 比如 “端本清源”ꎮ “端本清源ꎬ 立经陈纪ꎬ 使阴邪退听ꎮ”

(朱熹 «答龚参政书» ) 又如 “正本清源”ꎮ “思与天下式明王度ꎬ 正本清源ꎮ” ( «晋书武帝

纪» ) 此外ꎬ 还有 “端本正源” “正本澄源” 等ꎮ
马克思恩格斯的母语是德语ꎮ 在德语中ꎬ 表示 “溯源” 的词有: ｚｕｒüｃｋｇｅｈｅｎ (溯源于)ꎬ ｓｔａｍ￣

ｍｅｎ (起源于ꎬ 来源于ꎬ 源于)②ꎻ 表示 “起源” 或 “来源” 的词则有: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Ｈｅｒｋｕｎｆｔ、
Ｑｕｅｌｌｅ、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③ꎮ 在这里ꎬ “溯源” 作为动词来解释ꎬ 而 “起源” 作为名词来解释ꎮ

要展开全文的主题ꎬ 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有溯源法吗? 而要解答这个问题ꎬ 难度

并不大ꎮ 只需搜索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使用 “起源” “源头” “溯源” “追溯” 等词的情况ꎬ 答案就会

自然地显露出来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共使用 “溯源” ３ 次ꎮ “这些仪表堂堂的先生都是那个追本溯源以奴隶贸

易扬名天下的城市的尊贵代表ꎮ”④ “德国历史溯源ꎮ”⑤ “公元前 ５０９ 年ꎬ 有了克利斯提尼的宪法

(其基础溯源于诺克拉里制度)ꎬ 它一直存在到雅典丧失其独立为止ꎮ”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共使

用 “追溯” ９ 次ꎮ “英国有关济贫方面的现行法律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第四十三年所

颁布的法律ꎮ”⑦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ꎬ 如宗教、 哲学、 道德等

等ꎬ 并在这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ꎮ”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ꎬ 个人ꎬ 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ꎬ
就显得越不独立ꎬ 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⑨ꎮ “在马克思以前ꎬ 谁也不能解决这个矛盾ꎬ 只有马

克思才探寻和揭示了利润发生的整个过程ꎬ 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ꎬ 把一切都弄明白了ꎮ” “它是原

始星云ꎬ 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ꎬ 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

式ꎮ” “要了解 ‘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ꎬ 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ꎮ” “如果

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ꎬ 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ꎮ”

“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ꎬ 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ꎬ 我们发现ꎬ 情况就是这样ꎮ” “这种制度

也是古代氏族中每一个人得以追溯他本人同本氏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亲属关系的方法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共使用 “起源” １００１ 次ꎬ 其中使用 “历史起源” 或 “历史的起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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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①ꎮ “每当它要解释和清楚地描述福音历史的起源过程时ꎬ 它只能提供某种过程的假象ꎮ”② “毛勒

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③ꎮ “这就是不久前钦定的军法宪法的历史

起源ꎮ”④ “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ꎬ 他 (布鲁诺鲍威尔———作者注) 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

工作ꎮ”⑤ “在个体家庭中ꎬ 在它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起源ꎬ 并且男女之间的冲突由于丈夫的独占

统治而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ꎬ 我们就看到了ꎬ 它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在其中运动

着、 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ꎮ”⑥ “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

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ꎬ 因此ꎬ 在他那里ꎬ 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ꎮ”⑦ “资
本的原始积累ꎬ 即资本的历史起源ꎬ 究竟是指什么呢? 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ꎬ
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ꎬ 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ꎬ 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

制的解体ꎮ”⑧ “财产的非经济起源ꎬ 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ꎬ 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

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ꎮ”⑨ “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不外是资产阶级生产

形式的历史起源ꎬ 而这些形式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获得理论的或观念的表现ꎮ” “资本的原始

积累、 资本的历史起源的本质ꎬ 就是直接生产者被剥夺ꎬ 是以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

解体ꎮ”

恩格斯在马克思传记 «马克思ꎬ 亨利希卡尔» 中说: “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

史起源和它的前提”ꎮ 此言不虚ꎮ 我们或许可以说ꎬ 恩格斯自己也是这样做的ꎮ 通过阅读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ꎬ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几乎研究和思考过一切事物的起源ꎮ 按学科看ꎬ 马

克思恩格斯追溯过其起源的事物可以分成以下几类ꎮ
哲学 (宗教学) 的研究对象: 神灵 (１: １１４)、 基督教 (１: ４４８)、 事物 (２: １２９)、 法国唯

物主义的两个派别 (２: １６０)、 人类理性 (２: １６２)、 知识和观念 (２: １６４)、 法国唯物主义 (２:
１６０)、 福音历史 (２: １７５)、 福音历史的发展和解说 (２: １７５)、 人类知识 (２: １６５)、 德国古典哲

学 (２: ６９４)、 社会思想 (３: ５７３)、 价值观念 (４: ７７)、 新教派 (８: ２７)、 宗教 (１９: ３２８)、 思

维和知识的内容 (２０: ６１０)、 思维内容 (２０: ６１０)、 新旧约 (２１: １０)、 人类 (２１: ３３)、 德国哲学

(２１: ２９７)、 观念 (２２: ３４１)、 现代唯物主义 (２２: ３４２)、 范畴 (２７: ４８７)、 佛陀的宗教 (３０:
８５５)、 历史唯物主义 (３９: ２４)、 古代世界 (４０: ５２)、 内心最大的不安 (４０: ４６)、 无限的东西

(４０: １４６)、 人心最大的迷乱 (４０: ２３５)、 原子的运动 (４０: ２６３)、 灵魂 (４０: ２６５)、 万物 (４０:
５３５)、 上帝 (４１: ２７９)、 罪恶 (４２: ９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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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 河流 (１３: ２２９)、 费拉河 (１３: ２６１)、 法国和撒丁 (１３: ３５７)、 物种

(１３: ７７９)、 火炮 (１４: １９５)、 太阳系 (１６: ８９６)、 宇宙 (１９: ６３０)、 生命 (１９: ６６５)、 天体

(２０: ６３)、 生存斗争观念 (２０: ７５)、 动物 (２０: ３７４)、 旋转 (２０: ４１２)、 运动 (２０: ４２５)、 最初

的植物 (２０: ８９１)、 机械 (３０: ３２０)、 工具和武器 (３２: ３２７)、 人类和其他生物 (３１: ６６４)ꎮ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税 (３: ６５)、 工业 (４: ７７)、 交换价值 (４: ７８)、 国民财富 (４:

８１)、 奴隶 (４: １００)、 竞争 (４: １７７)、 垄断 (４: １７７)、 地租 (４: １８０)、 所有权 (４: １８１)、 私

有制 (４: ２５８)、 土地赏赐 (１２: ２６７)、 经济关系 (１２: ７３４)、 货币 (１３: ４０)、 货币形式 (１３:
１３３)、 自由工人 (１６: ２３４)、 资本 (１６: ２６０)、 剩余价值 (１６: ２６６)、 遗嘱权 (１６: ６５０)、 法权

(１８: ３０９)、 人 (１８: ３０９)、 劳动组合 (１８: ６１５)、 封建赋役 (１９: ８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１９:
１３０)、 西欧资本主义 (１９: ２３５)、 资本主义生产 (１９: ２６８)、 自由人的依附关系 (１９: ５５６)、 现代

土地所有制 (２０: ６８３)、 工场手工业 (２３: ３７３)、 收入 (２６: ３６６)、 间接税 (２６: ２６０)、 直接税

(２６: ２６０)、 利润 (２６: ３９４)、 地租 (２６: ３９４)、 政治经济学 (２６: ６４４)、 私有权 (２６: ６８５)、 经

济关系 (２７: ４８５)、 部落 (３５: １２１)、 农奴制 (３５: １２２)、 工业革命 (４７: ４１３)ꎮ
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 (３: ７０)、 伟大民族 (８: ３３０)、 民族对立 (１３: ４２)、 哥特

人 (１９: ７１１)、 游牧民族 (２１: ３６)、 男女之间的关系 (２１: ４３)、 皮拉斯基人 (３０: ２６２)、 俄罗斯

人 (３１: ４１)、 婚姻与家庭 (３５: ５３８)、 斯拉夫人 (２９: ２１)、 雅利安民族 (３７: ４４)、 希腊人

(４５: ４９３)、 多夫制 (４５: ６６１)、 一夫一妻制 (４５: ６６１)ꎮ
政治学、 社会学或法学的研究对象: 普鲁士法 (１: １２８)、 拿破仑法典 (１: １２９)、 法国现代共

产主义 (１: ５８０)、 哲学党 (１: ５８８)、 成熟的共产主义 (２: １６７)、 权力 (３: ３９)、 封建主义 (３:
８３)、 共产主义运动 (３: ４１０)、 剧烈的革命 (３: ４３２)、 社会主义 (３: ５３９)、 君主制 (４: ３３９)、
封建义务 (５: ５６２)、 军法宪法 (６: ５８９)、 国家 (７: ４２)、 西班牙的一切不幸 (１０: ４７８)、 封建

制度 (１４: ２６)、 秘密形式 (１４: ４６４)、 统治权 (１４: ５５４)、 军队 (１５: １４９)、 共和党 (１５:
３５２)、 乌托邦 (１５: ６９０)、 农民战争 (１６: ４４７)、 恶 (２０: １０３)、 政治暴力 (２０: ２３６)、 现代法

国 (３７: １２５)、 德国社会主义 (３９: ５０)、 现代国家 (４２: ２３８)、 政府 (４４: １７８)、 法律王国

(４４: ５９５)ꎮ
文化学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俄国的宗教和文明 (９: ２６１)、 骠骑兵和枪骑兵 (１１: ４６９)、 文

明 (２２: ２５４)、 政府的观念 (２７: ３１７)、 社会体制 (２７: ４８２)、 基里尔文字 (２９: ８１３)、 格拉果尔

文字 (２９: ８１３)、 词本身 (３４: １３５)、 公牛的法语词 (３７: ４３)、 雅利安语 (３７: ４４)、 音变 (３７:
４６１)、 专偶制家庭 (４５: ５)、 普那路亚家庭 (４５: ３４９)、 氏族组织 (４５: ３５２)、 共产制生活方式

(４５: ３５９)、 美洲土著 (４５: ３６４)、 亲属制度 (４５: ３７２)、 部落 (４５: ４７９)、 氏族 (４５: ５０２)、 胞

族 (４５: ５０５)、 平民 (４５: ５５１)、 外婚制 (４５: ６６２)、 礼仪 (４５: ６７５)、 抢劫仪式 (４５: ８７９)ꎮ

二、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生成

检索马克思恩格斯使用溯源、 起源、 源头、 追溯等词汇的情况ꎬ 可以明确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

溯源法ꎮ 他们不仅把溯源法当作一种普遍的科学研究方法加以应用ꎬ 在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要考查它

的历史起源ꎬ 而且在其科学研究的历程中不断反思溯源法ꎬ 对溯源法进行方法论的总结和提炼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初即已使用溯源法ꎬ 这无疑要归结为时代对他们的影响ꎮ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提到的同时代著作中有 “起源” 字样的有 ３７ 本ꎬ 具体如下ꎮ 孔狄亚克: «关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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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① (２: ６８９)ꎻ 科兰: «政治经济学、 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
(１５: ６９０)ꎻ 卢梭: «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 (１９: ６２５)ꎻ 康德: «自然通史和天体论ꎬ 或根据

牛顿原理论述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的尝试» (１９: ６３０)ꎻ 约尔南德: «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 (１９:
７１１)ꎻ 达尔文: «根据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 (２０: ６４３)ꎻ 海克尔: «人类起

源学或人类发展史» (２０: ７７５)ꎻ 柯瓦列夫斯基: «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 (２１: ６４０)ꎻ
吉罗－特龙: «家庭的起源» (２２: ６９５)ꎻ 拉伯克: «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 (２２: ６９５)ꎻ 勒

南: «基督教起源史» (２２: ７５５)ꎻ 安德森: «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 (２３: ８７７)ꎻ 奈穆尔: «论近代

科学的起源和进步» (２６: ４８７)ꎻ 罗德戴尔: «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
(２６: ４９２)ꎻ 麦克库洛赫: «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 发展、 特殊对象和重要性» (２６ｃ: ６４６)ꎻ 约丹:
«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著作» (２９: ２１)ꎻ 施莱登: «关于植物起源的资料» (３０: ４１０)ꎻ 科本: «佛
陀的宗教及其起源» (３０ｂ: ８５５)ꎻ 特雷莫: «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 (３１ａ: ２６１)ꎻ 克列姆:
«工具和武器的起源和发展» (３２: ３２７)ꎻ 博埃齐: «苏格兰民族的原始起源史以及对其他民族与事

件的迄今未被人知的记述» (３２: ７５４)ꎻ 杜欣斯基: «斯拉夫人的起源» (３２: ８０６)ꎻ 戴维斯: «克
尔特人研究ꎬ 论古不列颠人的起源、 传统和语言» (３２: ８８４)ꎻ 哈克斯特豪森: «论德意志原斯拉夫

国家、 特别是波美拉尼亚公国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基础» (３３: １８３)ꎻ 考茨基: «婚姻和家庭的起源»
(３５: ５３８)ꎻ 考茨基: «圣经原始故事的起源» (３６: ６１)ꎻ 拉法格: «母权制ꎬ 家庭起源的研究»
(３６: ４５９)ꎻ 贝克曼: «发明、 发现和起源的历史» (３６: ８８６)ꎻ 拉法格: «善良与正义观念起源之探

讨» (３６: ８９２)ꎻ 泰恩: «现代法国的起源» (３７: １２５)ꎻ 麦克伦南: «原始婚姻ꎬ 关于婚礼中抢劫

仪式的起源的研究» (３８: ７１６)ꎻ 拉法格: «财产的起源与发展» (３９: ６３８)ꎻ 基佐: «欧洲代议制

政府的起源史» (４４: ８１５)ꎻ 达尔文: «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 (４５: ８６５)ꎻ 戈盖: «论法律、 艺术

和科学的起源及其在古代民族中的发展» (４５: ８６５)ꎻ 斯金: «苏格兰山地人ꎬ 他们的起源、 历史和

古迹» (４５: ８８４)ꎻ 休耳曼: «德意志邦君起源史» (４５: ８９０)ꎮ 通过这些书名可知ꎬ 在马克思恩格

斯生活的年代ꎬ “起源” 是一个热词ꎬ 溯源法已成为一种普遍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②ꎮ
然而ꎬ 我们也看到ꎬ 溯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非一蹴而就ꎬ 而是有一个生成的过程ꎮ 追溯

他们的思想轨迹ꎬ 可以看到他们使用溯源法很早ꎬ 而对溯源法本身进行总结则较晚、 较少ꎮ 比如ꎬ
马克思在撰写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时注意到事物的起源问题ꎬ
但没有把考查事物的起源当作一种理论思考的方法来自觉地加以应用ꎮ 他说: “古代世界起源于自

然ꎬ 起源于实体的东西ꎮ 贬低和亵渎自然ꎬ 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 纯粹的生活决裂ꎻ 新世界起源

于精神ꎬ 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ꎬ 即自然ꎮ”③ 马克思在撰写 «论犹太人问题» 时的情

况与此相似ꎮ 他在文中提到: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ꎬ 又还原为犹太教ꎮ”④ 但是ꎬ 我们仍旧看不到

马克思把溯源法当作方法来反思的文字ꎮ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ꎬ 我们看到了他们对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评ꎬ 其

中包含对其关于起源问题的错误观点的批评ꎮ 马克思在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 一文中说: “历
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ꎬ 它把自己对起源的爱好发展到了极端ꎬ 以致要求船夫不在

江河的干流上航行ꎬ 而在江河的源头上航行ꎮ 因此ꎬ 要是我们返回到历史学派的起源去ꎬ 返回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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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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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读者了解出处ꎬ 同时又不至于占据过大的篇幅ꎬ 这些著作的出处统一采取 “第一版所在卷: 所在页” 的形式ꎮ
参见王晓朝: « “发生学” “谱系学” 的由来与关联»ꎬ «南国学术»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ꎬ 第 ５２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１９６ 页ꎮ



果的自然法去ꎬ 这个学派肯定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ꎮ 历史学派的哲学产生于历史学派的发展之前ꎬ
所以ꎬ 要在该学派的发展本身中去寻找哲学是徒劳无益的ꎮ”① 在这里ꎬ 马克思指出了历史法学派的

理论特征: 以研究起源为口号ꎬ 用起源代替整个过程ꎬ 用起源研究代替整个研究ꎮ 在 «神圣家族»
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说: “施里加先生 ‘根据逻辑的连贯性’ 把女儿看做她父亲的母亲ꎬ 他的这种思

想同黑格尔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ꎮ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ꎬ 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ꎬ 也是儿子生

出母亲ꎬ 精神产生自然界ꎬ 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ꎬ 结果产生起源ꎮ”② 这是他们对黑格尔关于起源问

题的错误观点的批评ꎮ 这表明ꎬ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溯源法虽然晚于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的历史哲

学ꎬ 但是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前身ꎮ 恰恰相反ꎬ 马克思主义

溯源法的原初形态是在批判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提下生成的ꎮ
在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后ꎬ 马克思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政治经济

学ꎮ «政治经济学批判» 是马克思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之一ꎮ 在该书中ꎬ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 劳动、
价值、 货币ꎮ 他最先阐明了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起源ꎬ 指出了价值和货币的有机联系ꎬ 认为货币是价

值形式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ꎮ 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ꎬ 这个发现是阐明政治经济学中许多异常复

杂的问题的 “出发点”ꎮ
«资本论» 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ꎬ 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书的续篇ꎮ 马克思在写作

«资本论» 时对方法论问题作了许多反思ꎮ 他说: “万事开头难ꎬ 每门科学都是如此ꎮ”③ “以货币形

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ꎬ 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ꎮ 然而ꎬ 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

探讨的努力ꎬ 并未得到什么结果ꎬ 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ꎬ 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ꎮ 为

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ꎮ”④ “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ꎬ 古典

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盾ꎻ 它往往试图在没有中介环节的情况下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和证明不同形式

的源泉的同一性ꎮ 但这是它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ꎬ [ＸＶ—９２１] 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ꎮ
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ꎬ 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ꎬ 因为

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ꎮ 但是ꎬ 分析是说明起源ꎬ 理解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必

要前提ꎮ”⑤ 马克思在这些地方指明了理性分析与溯源法的关系ꎬ 肯定了溯源法在理性思维方式中的

地位和作用ꎮ
马克思在 «遗稿» (摘自 «１８５７—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 中说: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ꎬ 个人ꎬ

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ꎬ 就越表现为不独立ꎬ 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

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ꎻ 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ꎮ 只有到

１８ 世纪ꎬ 在 ‘市民社会’ 中ꎬ 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ꎬ 对个人说来ꎬ 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

手段ꎬ 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ꎮ 但是ꎬ 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ꎬ 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

的社会关系 (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 的时代ꎮ”⑥ “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

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ꎬ 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

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ꎬ 在历史上已经存在ꎮ 在这个限度内ꎬ 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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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 [Ｍ－１６] 历史过程ꎮ”① 为此ꎬ 马克思还形象地比喻说: “人体解剖

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ꎬ 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

之后才能理解ꎮ”②

在 «为 ‹民主周报› 写的 ‹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 中ꎬ 恩格斯评价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

贡献ꎬ 特别点出溯源法的重要作用ꎮ 他说: “事实上情况是这样: 积累的死的劳动的利润ꎬ 变得越

来越大ꎬ 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ꎬ 而活劳动的工资ꎬ 却变得越来越少ꎬ 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

大众越来越多ꎬ 越来越穷ꎮ 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 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

到补偿ꎬ 那么ꎬ 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 并且ꎬ 既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ꎬ 在这个

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ꎮ 从另一方面来说ꎬ 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ꎬ 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

之间分配的ꎬ 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么可能呢? 工人又怎能得到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 在这个矛盾

面前ꎬ 以往的经济学束手无策ꎬ 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ꎮ 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

批评经济学的人ꎬ 也只能提出这一矛盾而已ꎻ 在马克思以前ꎬ 谁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ꎬ 只有马克思

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ꎬ 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ꎬ 把一切都弄明白了ꎮ”③

１８８３ 年ꎬ 马克思逝世ꎮ 恩格斯应 «社会政治科学手册» 的出版人之一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撰

写了一篇马克思传记ꎮ 他评价道: “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ꎬ 因此ꎬ
在他那里ꎬ 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ꎮ 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ꎬ 研究农学、 俄国

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 地质学等等ꎬ 主要是为了使 «资本论» 第三卷地租篇的撰写具有前人从未企

及的完善性ꎮ”④ 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溯源法的一个描述ꎬ 指出溯源法是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的普遍

方法ꎮ
恩格斯本人也像马克思一样ꎬ 十分注意在研究中运用溯源法ꎮ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中把溯

源说成理论自然科学的方法ꎮ 他说: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ꎬ 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

观点的胚胎、 萌芽ꎮ 因此ꎬ 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ꎬ 它

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ꎮ 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ꎮ”⑤ 这表明ꎬ 恩格斯认为溯源法是

源自古希腊哲学的方法ꎮ 在古希腊哲学中ꎬ 可以找到后世各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ꎮ 客观事物的发展

是这样ꎬ 思想观点的发展也是这样ꎮ
恩格斯的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是运用溯源法的典范ꎮ 这本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

期发展阶段的历史ꎬ 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ꎬ 阐明了阶

级社会的一般特征ꎬ 弄清了各个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ꎬ 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

质ꎬ 证明了国家将随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ꎮ 它精辟地阐明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ꎬ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和国家学说的重要文献ꎬ 也标志着马克思

主义溯源法的成熟ꎮ

三、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理论特征

如上所述ꎬ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有一个生成的过程ꎬ 马克思恩格斯对溯源法的反思和总结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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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ꎮ 尽管作为一种方法论学说ꎬ 它还显得有些零碎、 不系统ꎬ 但通过理

论整合ꎬ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具有下列理论特征ꎮ
１. 现实是历史的结果ꎬ 要以现实为研究起点

马克思主义的溯源法是对现实的历史性理解和说明的方法ꎮ 它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出发ꎬ
而不是从作为 “残渣的纯粹实证的事物”① 的过去出发ꎬ 把现实社会生活理解为能动的过程ꎮ 这种

理解就是对现存事物的历史性理解ꎬ 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ꎬ 即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

化的生成和消亡过程之中ꎮ
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ꎬ 客观事物的起源或开端据有特别重要的位置ꎬ 没有起源就没有生成与发

展ꎮ 而作为思想方法的溯源法ꎬ 即分析事物的起源ꎬ 是客观世界里的事物生成过程在思想者头脑中

的反映ꎮ 旧的实证的起源分析法只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ꎬ 把历史看成僵死的事实堆积ꎬ 缺

乏对历史变迁深层原因的分析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把握ꎬ 缺乏深入的解释和批判ꎻ 而黑格尔式

的唯心主义思辨却把历史看成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ꎬ 弄错了 “历史的真正发源地”②ꎮ 马克思在 «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清算了黑格尔的思辨体系ꎬ 明确提出 “现实的人” 这个重要概念ꎮ 他说: “现
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ꎮ”③ “抽象的人只是作为法人即社会团体、 家庭等ꎬ 才把自己的人

格提高到真正存在的水平ꎮ 但黑格尔却不把社会团体、 家庭等一般的法人理解为现实的经验的人的

实现ꎬ 而是理解为本身只抽象地包含着人格因素的现实的人ꎮ 正因为这样ꎬ 在黑格尔那里才不是从

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ꎬ 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伸出现实的人ꎮ 因此ꎬ 黑格尔不去表明国家是人格的最

高现实ꎬ 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ꎬ 反而把单一的经验的人、 经验的人格推崇为国家的最高现实ꎮ”④

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出发揭示人类历史之谜: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

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ꎬ 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⑤ꎮ
２. 在分析起源中达成理性与实证的统一

古斯塔夫胡果 (Ｇｕｓｔａｖ Ｈｕｇｏꎬ １７６４—１８４４) 是德国法律家ꎬ 哥丁根大学的法学教授ꎬ “法的

历史学派” 的创始人ꎮ 胡果怀疑理性ꎬ 使之在实证的事物面前丧失了最起码的批判精神ꎬ 使历史成

为捍卫德国落后的现实的工具ꎬ 从而被庞杂的历史所淹没ꎬ 在实际的研究中陷入 “非历史的臆想、
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构”⑥ꎮ 马克思指出ꎬ 胡果的研究方法是反理性主义的ꎮ “胡果是一个否认事

物的必然本质的怀疑主义者ꎬ 因此他就像霍夫曼那样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ꎮ 所以ꎬ 他根本不想证明ꎬ
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ꎻ 相反ꎬ 他力图证明ꎬ 实证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ꎮ”⑦ “胡果的论据ꎬ 也和他

的原则一样ꎬ 是实证的ꎬ 也就是说ꎬ 是非批判的ꎮ 他不知道什么是差别ꎮ 凡是存在的事物他都认为是

权威ꎬ 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种根据ꎮ “这样看来ꎬ 胡果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ꎬ 否认存在

事物合乎理性的 １８ 世纪的怀疑论ꎬ 在胡果那里则表现为否认理性存在的怀疑论ꎮ 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

时代ꎬ 他在实证的事物中再也看不到有什么合乎理性的事物ꎮ”⑧ 马克思超越了胡果对起源的研究ꎬ 把

“理性” 与 “实证” 统一起来ꎮ 通过这一批判ꎬ 马克思拯救并改造了德国浪漫主义者提出的历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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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ꎬ 使理性的光辉照进尘封的历史ꎬ 为科学研究历史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ꎮ
３. 不仅要研究事物的起源ꎬ 而且要研究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是一个能动的连续体ꎮ 对其进行研究ꎬ 不是为了按时间顺序堆砌历史证据ꎬ
而是为了对现存事物作历史性的理解ꎮ 马克思恩格斯对溯源法提出了比法的历史学派的起源研究更

高的要求ꎬ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不仅要研究事物的起源ꎬ 而且要研究事物的结果ꎬ 不仅要研究事物的

起源ꎬ 而且要研究事物生成转化的过程ꎮ 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完成形态出发ꎬ 回溯其发生、
发展的演变轨迹ꎬ 就会发现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性和阶段性ꎬ 就能揭示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ꎮ 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历史孕育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ꎬ 并且使那些因素和条件获得了

更加充分的发展形式ꎮ 因此ꎬ 理解和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ꎬ 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前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ꎮ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ꎮ 因此ꎬ 那

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ꎬ 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

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ꎮ”①

当然ꎬ 这样做并非抹杀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差别ꎮ 尽管通过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ꎬ
我们可以透视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ꎬ 但是它们之间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ꎬ 并且

经过了改造和重组ꎬ “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ꎮ 因此ꎬ 马克思说: “所说的历史发

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ꎬ 并

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ꎬ ———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

的那样的历史时期ꎬ ———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ꎮ”②

４. 用运动和变化的观点分析事物发展的历史和原因

历史和原因是事物的两个重要属性或规定性ꎬ 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关

系ꎮ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在有史料的时候ꎬ 他们努力占有史料ꎬ 辩证地分析研究对

象的起源ꎻ 在缺乏相关史料的时候ꎬ 他们的思想进程没有中断ꎬ 而是适时地将研究重点转向对根源

的探讨ꎬ 因为此时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ꎮ “根源” 是 “起源” 的近义词ꎮ 起源是原因

意义上的根源ꎬ 根源是时间意义上的起源ꎮ 在事物存在的意义上ꎬ 根源就是事物存在的原因ꎻ 而在

事物发生的意义上ꎬ 起源就是事物发生的开始、 开端、 时间ꎮ
分析事物的起源可以走向辩证法ꎬ 也可以走向形而上学ꎮ 恩格斯指出: “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ꎬ

虽然在相当广泛的、 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ꎬ 甚至必要的ꎬ 可是它每一次迟早

都要达到一个界限ꎬ 一超过这个界限ꎬ 它就会变成片面的、 狭隘的、 抽象的ꎬ 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

矛盾ꎬ 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ꎬ 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ꎻ 看到它们的存在ꎬ 忘记它们的生成和

消逝ꎻ 看到它们的静止ꎬ 忘记它们的运动ꎻ 因为它只见树木ꎬ 不见森林ꎮ”③ “对辩证法来说ꎬ 上述

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ꎬ 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ꎬ 本质上是从它们

的联系、 它们的联结、 它们的运动、 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ꎮ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

石ꎬ 而且我们必须说ꎬ 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 与日俱增的材料ꎬ 并从而证明

了ꎬ 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ꎮ”④ “因此ꎬ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 宇

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ꎬ 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ꎬ 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ꎬ 只有不断地注

５０１

论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原初形态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第 ４６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第 ４７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６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４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６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５ 页ꎮ



意产生和消逝之间、 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ꎮ”①

５. 回溯式研究与前瞻式叙述

马克思指出ꎬ 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以终为始的ꎬ 要以现实的对象为问题意识的起点ꎮ “对人类

生活形式的思索ꎬ 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ꎬ 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ꎮ 这种思索是从事

后开始的ꎬ 就是说ꎬ 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ꎮ”② 马克思又指出ꎬ 对研究成果的展现应当

从始至终ꎬ 必须连续、 完整地阐明研究对象的演变历史ꎮ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应当是辩证统一的ꎮ
“在形式上ꎬ 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ꎮ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ꎬ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ꎬ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ꎮ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ꎬ 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ꎮ 这点一旦做

到ꎬ 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ꎬ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ꎮ”③ 从历史

的结果出发ꎬ 从现实出发ꎬ 发现其本质的规定性ꎬ 并由此回溯这些本质要素和条件的历史形态ꎮ 通

过这些不同历史形态上的要素和条件的相互作用和历史批判关系ꎬ 发现其演变的轨迹及其内在规律ꎬ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溯源法的回溯式研究和前瞻式叙述ꎮ

回溯式研究的步骤是: 以历史完成的结果ꎬ 即现实ꎬ 为研究的起点ꎬ 通过对现实的认识和把握ꎬ
找到研究对象的本质、 要素和条件的规定性ꎬ 然后进一步追溯这些本质和要素的早期历史形式ꎬ 以

及这些早期历史形式相互作用的整体发展过程ꎮ 前瞻式叙述的步骤是: 从早期历史形式出发ꎬ 叙述

其通过复杂的演变而发展到现实的正向历史过程ꎮ 前瞻式叙述实质上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和解释ꎮ
只有把回溯式研究与前瞻式叙述辩证统一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过程ꎬ 我们才能自觉地从历史意识出发ꎬ
还原历史真实ꎬ 解释历史现象背后的动因ꎬ 从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ꎮ

综上所述ꎬ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是一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客观实在ꎬ 无法忽视ꎬ 不

容否定ꎮ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以扬弃法的历史学派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起源研究为前提ꎬ 是对同时代

起源研究法的提炼和升华ꎮ 马克思主义溯源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 考查二者

之间的关系是下一个理论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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