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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朱执信的历史观

姚卿善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朱执信的历史观学术界没有专门著述。朱执信历史观中含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成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核在其思

想中都有较为清晰地反映。他思想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自己政权的观点，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

决定力量的观点，以革命手段铲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等的观点，是其思想中最富革命性的因素。对他的历史观

的分析论述，可得出他大体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的结论。他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使他

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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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1885－1920）学术界多半认为：“即使在后期也没有逾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藩篱”。［1］5对其哲

学思想（除历史观外）学术界认为是唯物主义的，本人以为其哲学思想（除历史观外）“含有丰富的马克思主

义因素，这基本上构成了他哲学思想当中的马克思主义内核，反映了朱执信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亲缘关系。这是其哲学思想之所以能超越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从而趋近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原因。”［2］81然而，对他的历史观学术界尚未有专门的著述，本文拟对此作一概括，并从他大体接受唯物

史观的核心观点的角度，得出他初步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结论。

1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

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朱执信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他往往能从社会经济基础等社会存在的角度来研究问题。他认为：

1）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的缺陷，而主义的产生绝非思想家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为适应社会

改造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时势的产物。他说：“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自来之

社会上革命，无不见其制度自起身者也……而今日一般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则放

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也。今日社会主义，盖由是制度而兴者也，因其制度之敝而后为之改

革之计画者也。”［1］56他从经济基础方面找原因，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抽象的人性的观点，道德的观点

看问题相比，可以看出他追本溯源的洞察事物的能力，是其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因素的闪光。

2）人的思想由一定的社会生活决定的，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及影响。“我们认罪恶是社会做成

的，认犯罪的人是没有先天的犯罪性，”［1］670这显而易见地是否认“性本恶”的思想。人的思想的发展同人的

社会生活习习相关，并由社会生活决定，既无天生的奸盗邪淫。同样也没有与生俱来的心端行正，它们都

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的熏染下，潜移默化地形成的。他还说：“所有一社会之特殊精神性，一国民之特质，

无不有历史之基础。国民特质，每国不同，因其历史不同故也。”［1］356以上两段话可以发现，他认为不仅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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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意识的形成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而且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意识也同样受社会历史条

件制约，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因素，这体现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是典型

的唯物史观。

3）他从社会存在如经济基础、社会历史条件等视角出发来考察社会问题，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并非

偶然的灵光一现。此外，他还认识到私有制是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女学生李超由于剥夺了继承权被逼致

死的“弊害根本，还在私有财产。因为社会一切关系，都放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所以这变相的谋财害命，是

随在都有的。”［1］721-722此观点从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考察社会问题，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万恶之源的私有制造

成一幕幕人间悲剧，因而他主张“现在社会经济虽然托根在所有权制度上面，到将来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

候，自然会把这个不必要的躯壳除去。”［1］510看来，废除所有权制度——私有制的革命观点已昭然若揭了。

4）他十分重视思想体系（主义）在指导人们实践中的巨大反作用，思想体系作为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

对社会存在的间接的反映，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练出来的有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化的反映形式。因而

在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有一主义以定其行动之所趋，则

一确定之意志，可以吸集无数未确定之意志，引起其自觉，授与以方向，于是成为有主义之人民意志，”［1］379

主义作为系统的政治思想当其深入人心时，可以作为人的行动指南、方向指导、智力支持及精神动力。既

然主义对人的活动有如此巨大的调控功能，那就有必要使主义成为人心之所向——大众之意识，主义为大

众所接受，成为大众化的东西要靠什么方法呢？朱执信认为空洞而抽象的说教，把它硬塞进人们的脑子里

是不会奏效的，唯有“把他们日常生活说起来，告诉他，如此就可以免除痛苦”［1］837的输入方法才能奏效。为

了更清楚解释这种方法，他还举了现成的例子说：“现在我们想改造社会，自然要打破经济的阶级，建立社

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如果能使做工的人，了解了现代社会组织的缺憾，是他们生活上痛苦的原因，自

然能够信奉一种主义，为这个主义去拼命了。”［1］838这种方法绝不是教条主义的说教，而是把主义的内容同

人们切身利益以及同人们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而其方法是切合实际，行

之有效的。这也是他在看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巨大反作用的情况下，主张把社会主义理论同实际

相结合的思想体现。

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

盾这个原理他没有论述，这是一个遗憾。

2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由于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

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是，

朱执信特别注重人民的力量。他把人民指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细民”。在他笔下，细民、国民、平民、

人民等概念虽然不很明确，他界定细民的概念是“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1］60由此

看出，细民范畴当包括工人、农民、自给自养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小资产阶级等。他们处于被剥削的

地位，生活极其贫困，毫无政治权力，处在政治阶层中的最下层。这使得细民蓄力待时，以求革命来改变自

己的地位。因而他通过分析大量事实，作出了“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

细民”［1］64的论断。毫无疑义，这个论断表明了革命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受压迫的细民，劳苦大众是推动历史

向前的决定力量。此处他虽未精确说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其实意思

是一样的。

细民不仅是革命的动力，而且是执政者政权稳固与崩溃的决定力量。他说：“凡共和国执政者，更迭而

兴，乃至频繁，莫不据于人民心理。”［1］198人民心理即是人心向背，在这里他看到人心向背是政权更替的不可

抗拒的历史推动力，同“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这条唯物史观的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的观点反复

出现，如“民意战胜金钱武力”［1］377“天下又岂有立于民意之敌之地位，而可有实力者乎。国家之最有力者为

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1］479-480这里有人会从表面理解，觉得朱执信赞成民意等社会意识决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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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社会经济）等社会存在，是唯心史观。殊不知这是望文生义，他指的民意、民心等其实是人民执行自己

的意志来改造社会，实施民意的主体是人民自身。这可从如下话语看得出来：“须知此次欧洲战胜武力者，

非金钱，非武力，而为民意。非敌国之民意，乃用武力之国自身之民意。俄国政府有武力，人民不满足之，

则排去之。德国政府有武力，人民不满足之，亦排去之。”［1］377由此可知，他真正的意思是说沙俄与德国政府

是由于本国人民执行了自己的意志即民意，而被人民即物质的力量推翻的，而非民意即精神的力量推翻

的。而且结合以上引用的原文来看，他认为凡是违背人民意志的政府，一定没有实力，必被人民的力量所

打倒。人民才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意思相同。

在人民当中，谁将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有力量者呢？首先，中等社会因“做工特别少，而享结果比较多”，

严格说来，不属于细民行列，况且“他的没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必须“把中等社会合并进劳动社会里

头。”［1］766-767这样中等社会才能有前途。其次，学界缺乏了农工作后盾，也将没有真正力量。而商界更缺乏

打破现有秩序的勇气，所以真正有实力的只有工农。“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力量。中国的商

人，实在多半不是商人，多是靠这社会的缺陷来得利益的。我不敢希望他的团体有打破环境的举动。”［1］726

最后，在工农之间，工人更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指导，而且工人对于资本家的剥削的感受更深切，痛苦也较

早，因而要求革命心理也更迫切，革命性也更坚定。他说：“因为这个主义，生出一个牺牲的决心来……然

而恰是在这工人的生活底下，有输进社会主义的可能。世界的工人，都比农人感觉资本制度的痛苦较早，

而且也较深切……同时做社会主义的宣传，引起他阶级的自觉”［1］841所以，他断言：“要想改造现在的组织，

自然要拿劳工做中心。”［1］800-801然而，何谓中心，按《辞海》解释：“居于中心地位的，起主干作用的。”［3］1583这就

是说工人在革命中居核心的地位，其他革命阶级是围绕着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就

只差捅破一张窗户纸了。由于世界工人的生活环境，使得工人比农民对于资本剥削有着早而深刻的觉悟，

再加之，坚定的革命性，他们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这一切必将导致工人成为推翻资本制度的革命的中流砥

柱和领头人。这个观点为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作了铺垫。可贵的是，他提出

了工人的阶级自觉问题，有了阶级自觉，工人便能从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进行经济斗争，转向夺取政权，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光有工人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也还不够，农民的力量绝不是不可或缺的，“要

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群众运动“要有一个共同信念，逐渐结晶，到后来就变了无可抵抗的力量，所以

最忌是限局于一地方一阶级”［1］878由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比起无主义指导的一盆散沙似的群

众要有力量得多，这是十分正确的。为扩大群众运动的影响，他反对群众运动局限于一地方一阶级。这其

实提出了无产阶级组织同盟军的观点。这里的群众运动应该看作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朱执信对于中国革

命的真正力量的分析虽不完全精审，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的问题的分析大体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并为以后不久的国民革命所证实。

3 阶级斗争观点

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出现，导致阶级的产生，自此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

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

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消灭一切阶级，

并最终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20世纪初，造成社会贫富悬隔，放任竞争的私有制在社会上已根深蒂固，任何改造社会的行为对当时

私有制的触动，都将遭受社会的重重阻挠。因而修修补补的改良行为绝不能真正废除私有制，作为先进的

中国人之一的朱执信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认为：

1）“革命者，阶级战争也。”［1］60即革命实质上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

来的手段。”［1］879可见他承认阶级斗争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斗争绝非“野心家可以无因

煽动的道理”［1］725产生阶级斗争的最根本原困在于经济基础的问题即“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

2）阶级斗争并非现在才有，是自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就有了，而且最后的消灭阶级还得依靠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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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没有阶级自然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只是看见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现在要

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1］879-880

3）阶级斗争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阶级关系又颇为错综复杂，因而阶级斗争的内容是丰富的，

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以为用炸弹手枪，是阶级斗争，也不晓得用小册子、用演说台，也是阶级斗

争。他以为聚众要挟，杀人放火，是阶级斗争，他不晓得罢工、罢市、怠业，也是阶级斗争。”［1］880这里他承认

阶级斗争既有武装斗争，也有罢工、宣传等其他形式。

4）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成不成吃紧的问题不是主观意志能决定的，而由“资本家取得剩余价值多少，

和劳动者生活工作条件如何”［1］724来决定，即被压迫者受压迫程度而定。

5）阶级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权，劳动者必须认识到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社会的运动，以阶级斗争

为本据。然后持劳动阶级之利害较衡之，以求得之于资本家阶级……故劳动者阶级必为政治上运动者，势

宜然也。抑又或迫使不得不然。夫政治上权力既有助于阶级运动，则是欲持而有之者，微特劳动者，富族

亦尔矣。王权之摧挫，贵族之倾覆，皆富族之所以为陈勚者，故其持有政权，亦常视劳动者易。苟劳动者不

为运动，而令政权纯移于富族之手者，劳动者扼吭坐视已耳，虽并命与争，何所济乎？”［1］40这里劳动者与劳动

阶级是同时使用的，且与资本家阶级对比着用，加之他还说过：“劳动者之观念，则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

等皆不函之”［1］60据此，文中的劳动者应为无产阶级。朱执信认识到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要由一般的

政治斗争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使他超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的阶级斗争理论，达到了列宁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水平，即“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

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4］454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决定性的一步，尽管他此处没有说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

6）社会革命成功后，作为经济的阶级将不存在，人人处于平等的经济地位。“社会革命以阶级竞争为手

段，及其既成功，则经济上无有阶级。”［1］68朱执信的阶级斗争观点同样走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怪圈，尽管还

不完善，乃至于不能象列宁那样对阶级作出精确的界定，对阶级的理解存在偏差，但其核心是主张通过阶

级斗争来改造社会的，而且要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这就使得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具备了科学的内核

和切实可行的要素。

4 筑设新制度的暴力革命的理论

在阶级社会里，随着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革命必然爆发。唯物史观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社

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社会革命

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新旧社会形态转换的决定性环节。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

革命武装。

作为为革命牺牲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充满了暴力革命的理论。由于他坚持革命就是阶级斗争，而今后

的革命动力来自细民，即劳苦大众，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革命中，又以劳工为中心，

这使得革命的性质已是一场无产阶级起核心作用，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他看来，破坏旧

秩序建立新秩序即是革命的目的，他认为“实在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秩序”［1］861当然不可以扰乱的“自

然秩序”应不在议论之列；同时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也是革命的内容——“革命虽然不是不要秩序，却不

能不推倒现在所有的秩序的一部。要是连这个秩序都保存起来，不许扰乱，这就没有革命，没有改造，”［1］861

而且他还把革命的内容同制度联系起来，他说：“凡有一个革命，都是破坏一种不合用的制度。如果不是破

坏制度，另行筑设，就不是革命，也不是改造。”［1］861-862这样朱执信就把破坏秩序与建立新秩序同破坏不合用

的旧制度与筑设新制度结合起来了，联系他认为的无产阶级必须注重夺取政权的理论，可以得出他赞同无

产阶级必须在推翻旧的政权后，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

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

用。”［5］434并且他还认定今后的革命决不再是改朝换代的政权更替，而是一场社会分配制度的变革。“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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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换另一个政府，把一般官僚换一般官僚不是我们革命的成功，要把我们所主张的生产分配方法来换了

旧日的生产分配方法，才可以算是我们的革命成功。”［1］694他所说的生产分配方法的替换实质就是经济基础

或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就使他的社会改造思想含有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合理内核。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缺陷在于他们否定革命实践是社会改造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虽对资本主义

社会进行了中肯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草拟出一个从多方面预言未来社会实际发展的图景——这个社会

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但是他们认识不到工人阶级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社会，而只是相信

通过说服和示范便可以把所有的人，尤其是有产的统治阶级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而此前被人称为主

观社会主义者的朱执信在该问题上显然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靠革命手段才能破坏旧秩

序，建立新秩序，即破坏不合适的旧制度，创设新制度。他说：“总因为所恢复所创造的秩序，同现有的秩序

有冲突的地方，在以要革命才能达到他目的。”［1］861朱执信以革命手段为社会改造开山劈路的社会改造论，

反映了其革命思想有超越空想的实质内容。并且足以和许多假社会主义者如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

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武装。朱执信重视建设革命的武装，在他的《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中，他提出以苏

俄劳动军法典的“验方”，以“化兵为工”的方式，建设一支为主义而战的“理想军队”。该军队“当兵的就是

工人，当了几年的兵以后，可以退伍。退伍以后，倒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人，而且是一个豫备兵，将来可以为

主义而战。”［1］841这支由工人组织的军队可在军队教育里头，“同时做社会主义的宣传，引起他阶级的自觉”，

在理想军队里，工人兵卒可通过自治组织，“决定这些理想军队的任务和待遇。”［1］845而兵卒在工厂做工时，

“建立产业的自治。凡主要工场的管理权，都要叫工人参与。分别专门的、熟练的、非熟练的工人，各选出

代表，来管理这些工业。在私有制还不能废止的时候，对于资本的利息，虽然还不能不承认，而决定产额、

价格、工钱的权，要分给工人。关于伤病、废疾、老衰、孕产、教育分摊的费用，一定认先取的特权”［1］844通过

制度的设计，工人兵卒获得自治的权利，这样在理想军队里“除了作战上的指挥以外，兵卒对于将校士官，

是没有区分阶级的必要”，官兵之间，工人之间“虽然工钱饷额有不相同，精神上可以算做平等。”［1］846通过以

上分析，理想军队是实施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官与兵，人与人之间民主平等的关系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

这支军队由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有着阶级自觉，必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朱执信重视建设工人阶

级革命武装的思想，是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一致的。

他通过观察中国的劳动者“所受的痛苦压迫，比别的国民也要加多几倍”，［1］724所以他认为“中国的革命

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说不成吃紧问题这句话，未免要后悔。”［1］725-726这里吃紧的问题指劳

动阶级战争的问题，既然劳动阶级战争是吃紧的问题，他断言“资本制度也不能长久了，还有别种秩序要起

来了”。［1］863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思想由此可见。那“别种秩序”是什么呢？他说过：“现在社会经济虽然扎

根本在所有权制度上面，到将来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会把这个不必要的躯壳除去。”“现在要绝灭

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据此，一个绝灭所有权即私

有制的社会必定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绝灭阶级的社会必定是共产主义社会。

朱执信高度评价了《共产党宣言》的深刻。他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

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

之，以为乌托邦固空想，为可得蕲至也……夫马尔克之为《共产党主义宣言》也，异于是。”［1］11这里他清楚地

看到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切中要害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并揭示其必然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同空想社会主义是不相同的。另外，他还运用《共产党宣言》作

理论武器，对社会上那些害怕共产主义传播的人污蔑诽谤共产主义的言论，进行了驳斥，他质问道：“如果

共产社会奖励懒惰，那现在的官、绅、富豪、强兵、悍匪、卖淫、吓诈、鼠窃、狗盗等角色，就应该众口一辞，来

欢迎他，为什么还要反对。”［1］755

总之，朱执信历史观中含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核在其思想中都有较为清晰地

反映。他思想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自己政权的观点，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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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观点，以革命手段铲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等的观点，是其思想中最富革命性的因素。

这表明他初步摆脱了主观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实现了由空想到现实的跨越，他至少可被称为“准马克思

主义者”。这里需要对“准”的概念作一界定，照《辞海》解释是：“比照；作某类事物看待”［3］420说他是个准马

克思主义者，是说他接近于或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主义者，甚至是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待，但是他的思

想与1920年的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相比有所欠缺，他不能如李大钊一样，直接明确提出社会发

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对国家、阶级的概念形成等的分析也有一

些非马克思主义成分，但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建立工人阶级自己政权的思想是他显

著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所说：“只有

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6］199来作衡量，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他是

个准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没有明确说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但我们应看其思想主流，朱执信初步

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是他思想发展的卓越成就，并为中国革命无论在理论上还

是实践上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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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zhixin’s Historical View from the Pe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Yao Qi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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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Zhu Zhixin’s historical view，there is no specialized writing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Zhu zhix-

in’s historical view is rich in historical materalism whose main kernel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his thought. The

richest revolutionary factors in his thought include viewpoints of the class struggle，the working class establish-

ing their power，people’s role in the dominant force of social changes，and establishing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economic organizations by eradicating private ownership. The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he generally ac-

cepted the co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analyzing his historical view. By employing the view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he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bourgeois democ-

racy towards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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