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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重点考察与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规范观的形成与发展。基

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西方政治规范观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及

其问题，并从普鲁士国家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转换的角度，探讨马

克思政治规范观的形成；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萌芽到历史唯

物主义的形成再到政治规范观的形成与成熟，从规律与规范的两

个角度，探讨规范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重新反思政治规范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第一章：本章从西方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角度，梳理从古希腊到中

世纪直至近代康德政治哲学中，与政治规范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

及其理论演变的特征。 

第二章：本章探讨影响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黑格尔法哲学；黑格尔

则从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中，考察了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从法哲学角度探讨如何扬弃社会的失范并形成有规范，有公共理

性的社会；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形成自己的方法与观

点。 

第三章：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成熟，马克思开始从动态的历

史进程和物质生产过程中谈论所有权、所有制，所有权和所有制。

马克思突破传统法哲学的权利分析路径，从政治价值与历史矛盾

结合处探求所有制与所有权的问题。 

第四章本章不仅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阐释政治规范的社会历

史根源，更从具体的政治事件讨论中讨论政治现实与政治理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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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马克思实现了从法权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政治规范的研究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关键词：政治；规范；马克思；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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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view 

on political norm. On the basi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report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of Western views of political norm, and 

theformation of Marx’s view on political norm from the PrussianState’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conversion. It summarizes the 

formation and maturation of Marx’s view on political norm through the budding of his 

materialism to the formation of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es, this report refl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ews of political norm and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 two angles -- law and norm.  

Shifting through the Wester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Chapter One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n questions related to political n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heoreticalevolution from ancient Greek to the Middle Age to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modern age.  

Chapter Two analyzes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which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 Hegel investigates the civil society and probes into various 

problems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he also discu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right  how to sublate from the loss of social norms and to form a 

society with norms and public reason. Marx has established his own methodology and 

views based on critiquing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apter Three: with the matur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begins his 

discussions of ownership and the ownership systemwithin dynamic historical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processes. Marx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route of right 

analysis and begins to probe into questions of ownership and ownership system 

through combining political values and historical conflicts.  

Chapter Four: this chapter interprets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views on political 

n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reality and political thoughts within specific political 

events. Marx has realized the conversion from Right materialism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qually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research on political norm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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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d the unity of the two principles -- conforming to law and conforming to 

purpose.  

 

 

 

 

 

 

 

 

 

 

 

 

 
Key Words:Politics;Norm；Marx；H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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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研究的缘起 

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占据主导叙事逻辑的是客观规律学

说，但近些年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兴盛，批判

学说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盛行，研究者们改弦易辙从意识

形态与道德等角度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叙述方式。随着理论研究

的深入，客观规律学说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呈现出两张皮的态势，甚至

在某种意义上重述了 18 世纪哲学家休谟提出的“是”能否推出“应

该”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客观规律学说，也不是一种

意识形态学说，如果非得用一种学说统而概之，则会忽略马克思主义

哲学内部的理论张力。实际上，马克思曾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

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

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

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对两种考察方法的强调，实则是对其哲学叙述方式的进一

步反思与总结。 

纵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他的研究路径从早期

在法的规范中寻求个人自由之路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即从他们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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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揭示的“历史科学”中侧重宏大历史的描述，并将历史问题研究转

化成科学问题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很有可能带来哲学研究实证化的

倾向。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这种方法进行了反

思，他强调考察社会历史问题不能仅限于描述性科学方法，特别是对

法律、政治等问题的研究，还必须得借助与描述性方法相对的规范性

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要

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去揭示社会发展隐含的规范维度。 

在国内的规范论研究中，已经硕果累累，广泛涉及到道德、法

律、宗教、科技、儿童心理学等众多领域，但唯独在政治规范的研究

中成果寥寥。杨晓东先生的《政治规范论》虽然填补国内学术研究的

空白，但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规范论，而是从整个人

类文化的角度中探讨此问题。 

与此研究过冷相应的却是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政治哲学的研究

已经将研究的领域聚焦到政治哲学的各个方面，但也逐渐将政治哲学

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放大，即作为哲学之思的政治哲学与作为科学

认知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也渐趋明晰。而这种区分溯源至康德那 

里，就已经明确从应然和实然层面区分哲学之思的两种不同对象，即

从实践与理论两个角度将政治哲学理论区分为规范理论与认知理论，

并进一步区分思想史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与规范理论意义上的政治哲

学。 

在当代，当人们在学科界划的意义上谈论政治哲学时，一般是将

其确定在规范理论的界域内。比如，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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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政治哲学死亡了”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又有许多人宣

称“政治哲学复兴了”。这里所讲的政治哲学，就是指作为规范理论

的政治哲学，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思想，也不是笼统地指关于

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因此，当我们在当代语境下关注并探讨马克思

主义政治规范论时，就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

的挖掘和发展，也不能一般地将其理解为对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而

是要揭示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思路并阐发其

意义。 

但是，国内外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能力有限，凭借自

己的马哲史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积累，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拉出一条

政治规范研究的线索，希望为接下来研究奠定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规范研究现状及述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规范的研究，国内外直接研究的较少，但

存在不少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逐

渐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诸多学者或从如何理解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涵展开研究，或从“平等”、“正义”等核

心概念视角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视角不一，成果颇丰，

现综述如下： 

2006 年 8 月，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天津召开，论坛主

题定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述与创新”，与会的专家学者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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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展开讨论。《河北学刊》2006 年第 5 期

专门邀请国内部分知名学者（侯才、李德顺、王南湜、吴晓明）从各

自的角度分别阐述对此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并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

义政治哲学？”为题作为专题讨论刊发。侯才认为，“从广义上讲，

整个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则

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
1
李德顺指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几个抽象、空洞的教条，而是与活生生的

社会政治现实紧密相关的存在形态。”
2
王南湜则提出，现今紧迫的

研究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务必要关注现实性维度，将其归

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解为首先

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
3
。吴晓明则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谈起马克

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李佃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三个“隐性”基础问题》

（《理论探索》2015 年第 5 期）指出，辩证法问题、事实与规范的

关系问题以及市民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研究中值得

审思的三个基础性问题。他认为：“不管是从马克思的历史性文本来

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路向来说，规范性都是应当出现在

研究者视野中”
4
，这说明规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地位。

王新生在《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求是学刊》2006

年第 3 期）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理论，“马

                                                             
1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河北学刊》2006 年第 5 期。 
2李德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河北学刊》2006 年第 5 期。 
3王南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河北学刊》2006 年第 5 期。 
4李佃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三个“隐性”基础问题》，《理论探索》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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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早期所进行的政治哲学论辩是一种典型的规范理论，他关于人的

解放和未来社会的设想，实质上就是一种建基于规范理论的伦理预

设，”
1
并且，“作为一种阐释人类理想的规范理论，马克思主义政

治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应是’与‘是’、规范理论与科

学认知的统一，为西方思想背景下长期存在的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

然的对立，指明了一条理论出路。”
2
杨晓东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

当代诠释》（《天津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则指出，“马克思

对于哲学的研究，在本质上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革

命和论证共产主义服务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不应当仅仅

局限在它本身的论证方式和建构方式上，而是要以一种崭新的视域超

出现有的解释框架，从整个理论背景和落脚点上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

治哲学来理解。”
3
杨晓东的《政治规范论：理念与现实交汇处的政

治价值研究》是对规范论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在他看来，“学者们基

于规范视角分别从道德、法律、宗教、科技等方面深入研究和探讨了

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但对于政治规范论的系统性

研究在理论上是阙如的。”
4
不过就马克思政治规范论的探讨，杨老

师主要着重于政治共同体与民主制度，政治规范的两个维度以及物质

生产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他从社会规律与规范，事实与价值两个层面

探讨政治规范的可能。坦率地说杨老师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马克思1848

年前的著作，对于马克思后来的政治规范理论则讨论较少。 

                                                             
1王新生：《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求是学刊》2006 年第 3 期。 
2王新生：《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求是学刊》2006 年第 3 期。 
3杨晓东：《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诠释》，《天津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4杨晓东：《政治规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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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界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政治规范论的相关文献，这实际上

告诉我们一个问题，这个研究本身不是很热，而与其相关的研究更多

是在谈政治哲学，换言之，政治哲学的规范维度是部分学者关注的重

点。 

三、研究的方法与不足 

（一）方法 

本报告所采用的方法，首先是思想史的方法，通过比较思想者之

间的逻辑异同，从整个思想史的背景，梳理政治规范观的逻辑演变；

其次是文本学的研究方法，本报告结合西方思想家和马克思、恩格斯

的文本，以文本思想的深度耕犁为基础，结合对文本思想原像的逻辑

推进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深入挖掘，尽可能地走近思想史发展的真实

原貌，从而科学地把握其思想发展的价值旨趣；再次，历史与逻辑相

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批判与定位中，历

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生学、历史本质论以及从本质抽象上升到逻辑具

体的批判而革命的科学方法论，始终构成本报告横贯始终的方法论坐

标。 

（二）不足 

这份研究报告的叙述路径是思想史的梳理，对相关问题的提炼深度不

够。但这份报告仍然是有问题意识的，即希望在马克思之前的思想演

变中，找到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思考规范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探求规范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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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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