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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观点认为, �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人口因素、地理环境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这种界定淡化了社会存在的过程性,消解了其实践性, 没有凸显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之处, 从而使

其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和对人们的说服力,消解了社会存在理论的现实意义。根据马克思的思

想逻辑, 社会存在指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是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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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 itional concept of " socia l ex istence" refers to peop le s'm aterial liv ing cond itions, includ ing popu la�
t ion, geograph ica l env ironment and themanner ofm aterial product ion. To some ex ten,t th is de fin ition can not ex�
plain social reality and is not conv incing as it neg lects the process o f social ex istence, fo rgetting its pract ic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neo�Marx istmateria lism and the o ld materialism. A s a resul,t the theoret ical practical sign ifi�
cance of socia l ex istence does not ex is.t A ccording to M arx ist ideo log ica l log ic, soc ial ex istence is the process o f

people s' real life and the liv ing pract ice of peop le s'm aterial produ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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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人

们逐步突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范式的束

缚,对经典著作提出了许多新的,同时也更趋于合理

化的解读。但是,对因袭苏联教科书体系而编写的

哲学教材进行根本改变的工作却相对滞后, 许多不

太准确的概念一如既往地出现在教科书中, 比如关

于 �社会存在 �, 许多教科书中的解释仍然是: 所谓

�社会存在�,是指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 �包括地理
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笔者认

为,这一界定淡化了社会存在的过程性,消解了其实

践性, 没有凸显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

义之处,从而使其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

解释力和对人们的说服力, 消解了社会存在理论的

现实意义。

一 传统的 �社会存在�要素: 不尽合理的构成

传统观点把 �人口因素 �、�地理环境 �和 �生产
方式 �这三者并列为 �社会存在 �的内容,笔者认为,

这种概括和叙述方式存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

没有把广义和狭义的社会存在区分开来;第二,消解

了社会存在与存在的区别, 我们从中看不到社会存

在不同于一般存在范畴的特质,看不到 �社会存在 �

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意义。

关于自然 (地理 )环境。首先, 自然 (地理 )环

境, 无论是经由人类改造过的原生自然界,还是由人

类在改造原生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人造物质与

物种,都属于人化自然。人化自然的提法出自马克

思∀1844年经济学 # # # 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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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指出: �不仅五官感觉, 而且所谓精神感觉、
实践感觉 (意志、爱等等 ), 一句话, 人的感觉、感觉

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

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1] 126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

是打上人类活动烙印、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对

象或自然事物, 是人根据自身需要改变了的自然。

人化自然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自然存在作为社会

存在的对应项包含在 �存在 �里。事实上, �自然存

在 �是 �社会存在 �的基础, 且两者有交叉点, 所以,
这里只是从逻辑上而非事实上把二者视为并列的关

系。从这个角度来说, �地理环境�不包括在 �社会

存在�里面。
其次, 自然存在, 无论是自在自然还是人化自

然, 都必然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运动、变化;

社会存在则不然。社会存在虽然也有一定的规律,

但它的规律与自然规律截然不同。它的规律虽然从

总体上来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人的意志却介

入其中, 从而使得社会规律带有明显的人的主体性

和主观意志的特征。如果把属于自然存在的地理环

境作为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消

解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区别, 淡化社会存在的社

会性。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的 �社会存在 �概念,

是突出其社会性的, 社会性的本质是其实践性。从

这个角度说, �地理环境 �不应该包含在 �社会存

在 �里。

再次,人来自于自然, 且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当我们说到人、生产力、生

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概念的时候,无可置疑的一个事

实是, 其内含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自然 (地理 )环境的

存在, 没有了自然环境,其它一切都谈不上。从这个

角度来说,特别把 �地理环境 �列出来作为与生产方

式并列的 �社会存在�的一个内容, 有喧宾夺主或小

概念与大概念混淆之嫌。所以, �自然 (地理 )环境 �

不应该被列出来,作为 �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
关于人口。 �人口 �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 生活

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和一定地域内的具有一定数量和

质量的人群的总和。人口是有生命的肉体组织,直

接来自于自然界,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具有自然属

性,是一种自然存在。同时,人口又是全部社会生活

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承担者, 具有社会属性,

是一种社会存在。人口具有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双

重属性,而且其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这样看来,把

它作为 �社会存在 �的内容似乎合情合理。但是,笔

者认为不然: 生产方式是 �社会存在 �的主要内容。

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无论是

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其直接的主体和物质承担者

都是人,主要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般说来,人口

中的大多数是劳动者。这样, 当说到生产力或者生

产关系的时候,当说到生产方式的时候,人口已经不

言而喻地内含于其中了, 离开了 �人�的生产力、生

产关系或者生产方式是不可想象的。另外, 传统的

观点把 �劳动者 �作为 �生产力 �的构成要素之一;

�生产关系 �直接就是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这样,在 �社会存在 �的构成要素中,

如果再加上 �人口�这一要素, �劳动者 �实际上被三

重使用了。这可以从图 1中直观地看出来:

图 1 传统社会存在构成要素结构图

这就使得 �人口 �这一项在 �社会存在 �中显得
多余。要言之, �人口�因素和上述的 �地理环境�一

样, 不应该作为 �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被列出来。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认为人口和地理环境

不作为主要内容列出,是从概念的概括和叙述的角

度而言的,不是指事实上的。就事实而言,社会存在

既然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 后者就必然是前

者的内容。社会存在是与人有关的存在,因而,从广

义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打上人类烙印,留下人类痕迹

的一般存在都包括在社会存在里, 它既包括地理环

境和人口等各种物质实体, 也包括各种物质关系和

人类的活动。从这个角度理解的社会存在主要是静

态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是狭义角度

的社会存在,它虽然以地理环境、人口等一定的物质

实体为基础,但主要不是指包括这二者在内的各种

物质实体的几何相加和静态展示, 而是指以物质实

体为基础和条件的、处于各种物质关系中的人们的

活动。从这个角度理解的社会存在具有过程性, 是

动态的、开放的。一个概念之所以需要被界定,是因

为通过界定,可以把它最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以区

别于其它概念和其它概念所表征的事物、现象、关

系、活动等,便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首先提出的 �社会存在 �概念的界定, 如果不能揭

示其不同于 �存在 �之处, 这一界定自然是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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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让人们从本质上把握社会存在。根据上述

内容, 传统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存在的界定,就没有从

根本上使其与 �存在�区别开来。

二 �社会存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传统观点把人口和自然环境作为解释 �社会存

在 �时的构成要素,事实上是淡化了 �社会存在 �所
要突出强调的实践性。这样的界定, 几乎倒退到旧

唯物主义者那里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要和旧

唯物主义者一样强调物质性的 �存在 �对 �意识 �的

决定作用。如果是这样, 新唯物主义就不成其为

�新�唯物主义了。而是要强调 �社会 �存在对社会

�意识�的决定作用。因而, �社会存在�就不能简单
地被理解为人口和自然环境等。究竟如何界定 �社

会存在 �? 笔者认为, 应当把它还原到它被提出来

的语境中去理解。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提出 �社会

存在�思想的语境, 并结合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及其

内在逻辑来了解这一范畴。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中阐述社会存在思想的。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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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

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

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

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 2 ] 53在这两句话里, 还没有

�社会存在 �这个词, 但是, 却有了 �人们的存在 �、
�生活�这样的提法及相关思想。 �意识在任何时候

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 说的是意识是存在

的反映,存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这个观点并没有

超越旧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旧唯物主义

的地方在于提出了 �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

活过程 �和 �生活决定意识 �,即提出了实践的观点。
这一实践观点对于马克思来说, 是其对 ∀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 ∃中的实践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运用。

旧唯物主义者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但是, 由于他们

�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

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

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
[ 2 ] 43
结果取消

了人的主体性,消解了人在反映过程中的能动性,抹

煞了实践在反映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因此, 他们无

法说明存在为什么能够决定意识、存在如何决定意

识以及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意识。在他们看来,

意识对存在的反映,只是机械的、照镜子似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 �的思

想, 就不再是一种机械被动的直观, 相反,它突出了

在反映与被反映过程中人们的主体性、能动性,突出

了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强调了实践的过

程性。

之后,在 1859年的 ∀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

言∃里, 马克思正式提出了 �社会存在 �这一范畴,

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

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3] 32在这句话中,
�人们的存在 �实际上就是 �人们的社会存在 �。根

据马克思的话语,所谓 �社会存在�, 就是 �人们的社

会存在�; �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 �人们的存在 �;

而 �人们的存在 �, �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所

以, �社会存在 �就是 �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但是,传统教科书中说, 所谓 �社会存在�, 是指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人口、地理环境和生产方

式�。从这种界定中,我们看得到静态的物质, 却看

不到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即人的影子,看不到人的

能动性,看不到人的实践活动,看不到人所生活于其

中的、由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而且,这

种界定在时下很容易使人们把社会存在与住房、轿

车、冰箱、洗衣机、收入等等 �物质生活条件 �联系在

一起。这样的话,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理论及其

唯物史观还有什么意义?

三 实践: �社会存在�的本质

社会存在是人的存在,是人的社会存在,也是社

会为人的存在。人以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为其

存在的前提、内容和方式,就必然在其存在中表现为

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但是,社会关

系却不是社会存在的本质, 它只是人的存在的表现

形式而已,对于人的存在来说不具有本源性。社会

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没有直接论述社会存在

的本质,但是他的一些话语具有相互诠释的功能,我

们可以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来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加

以诠释。把握了本质,才能真正把握概念,才不会仅

仅抓住外在的表象,不会在诸多的表象中迷茫若失。

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诠释, �社会存在 �的本质就
是 �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人们的存在就是

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

生活决定意识 �。[ 2 ] 53句中, 人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 �

和人们的 �生活�就是社会存在;马克思在 ∀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 ∃中说: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

践的 �。[ 2] 43用 �社会存在 �对 �社会生活 �进行替换

后就是: �社会存在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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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的本质是实践。

也许有人会质疑, 说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马克

思主义初创期的思想, 以及成熟阶段的和晚年的马

克思的思想会有所不同, 这样的替换是否可取。这

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不顾马克思主义

诞生以前和诞生以后思想的区别, 不顾理论观点提

出的具体语境和其思想的内在逻辑, 生搬硬套地像

做数学题一样地带入、替换,会犯机械化和主观主义

的错误。所以,在做这种替换的时候,需要抓住马克

思思想发展的阶段、话语产生的背景、思想提出的语

境和其思想的内在逻辑。

在这里, �社会存在的本质是实践 �的论断是可
行的: 第一, 从时间上看,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出自于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

称 ∀提纲 ∃ ), ∀提纲 ∃写于 1845年春天; �不是意识决

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出自于 ∀德意志意识形
态 ∃ (以下简称 ∀形态∃ ) , ∀形态 ∃写于 1845年秋天

至 1846年 5月。∀提纲 ∃和∀形态 ∃的写作时间相距

很近, 有作相互诠释的可能性。

第二, ∀提纲 ∃被恩格斯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

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它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

世界观的发源地, 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开始。 ∀形

态 ∃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雏型, 马克思主
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此时已经形成了, 它是马克思

新唯物主义形成的基本标志。马克思 � %新唯物主

义 &之%新 & , 相对于 %旧唯物主义 &之 %旧 &来说, 不
在于在对世界是怎样的问题的理解上赋予了一种

%辩证 &的理解, 也不在于赋予了一种 %历史 &的理

解,而在于赋予了一种 %实践 &的理解。� [ 4]在 ∀提纲 ∃

中,马克思不但提出了实践的观点,而且实践的观点

是贯穿全部提纲的一条红线; ∀形态∃中, �人们的现

实生活过程 �、�人们的生活 �分明已经是被 �当作人

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 是 �从主体方面去

理解�, 不同于旧唯物主义者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
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可见, ∀提

纲 ∃和∀形态 ∃中的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思想在实质上

是一致的,都突出了实践的观点。恩格斯曾说,根据

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

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他都从来没

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种声明仍然明确强调

了实践在历史过程中以及在他们的理论中的地位。

�新世界观 �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在实践的基础上

诞生的;并且, 它以实践作为观察、理解、阐释一切社

会现象的钥匙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从上述理由可知,这两句话具有同质性, 因而,

这种替换是可行的。也就是说, 社会存在的本质是

实践。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思维辐射的轴

心,
[ 4 ]
完成了哲学上的革命。它从根本上解构、克

服和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理论, 把存在置于实

践的解读框架内,提出了社会存在的范畴。所以,界

定社会存在概念, 关键不是要让人们了解到地理环

境、人口等作为物质实体客观存在着,而是要让人们

抓住社会存在的实践本质, 并以此来解读和把握社

会存在,进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

其作为改造现存世界的精神武器, 实现哲学的世界

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所谓社会存在, 指的是主

体以一定的物质实体为基础,并运用物质实体,在一

定的物质关系中进行活动的过程,其形式,首要的是

生产劳动,另外还包括阶级斗争、政治活动、交往活

动、科学实验、文化活动、艺术活动等,以及在这些活

动和过程中所形成并反过来影响和制约这些活动的

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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