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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演变过程中思想异化与回归的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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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对思想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的异化与回归分析，结合历史和现实社会发展

过程中出现过的和正在发生的现象、事件的剖析，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解读了在思想异化与回归的复杂过程以及思想异化与回

归的原因。目的在于说明: 在社会变革潮流中对思想及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影响之下我们如何结合自己的优秀思想文化传

统运用正确的哲学理论分析、判断、选择应该予以吸收或予以抛弃的思想文化———无论是自我异化还是外来影响。从而实现

对思想异化过程中积极成分的有效吸收和对消极成分的有效抵制并最终实现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健康、协调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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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矛盾和斗争的根源都源于先前存在的物质世界，而

一切矛盾的外化体现诸如纷争、角逐却都是源于思想的直接

驱使，人类社会的斗争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斗争

领域的多样化和斗争范围的广泛性让促使社会进步与发展

的思想理论有了获得充分检验和论证的物质基础。人类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由在特殊的经济状态下形成的思想作为人

类发展向往的目标和指引人类前行的理论旗帜。作为意识

形态领域的思想，其存在的广泛性和其本身的复杂性在人类

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曾经产生过无穷的动力，同样也担负过阻

碍历史进步潮流的反动使命。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有在现有的基础和认识上

对未来社会的客观发展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评价，并以此为

基础确立未来的目标和方向，思想异化是掺杂着人类主观意

愿的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反映，其复杂

而广泛的内涵包含着对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进步

因素，也包含着阻碍发展的消极方面; 思想的回归则是指在

经历了社会实践检验之后对传统正确思想的再次社会实证

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真理性认识和结论。
思想的异化是社会发展的最初体现，是对社会既存价值

理念的适时与否的最初反映，是产生新的社会理念、意识、价
值标准和扬弃落后意识、理念和价值标准的开始，历史的车

轮带动了人类的物质与思想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在思想与物

质的前进过程中二者互为前提、共同发展。
思想的回归是人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保障，回归不是

在异化遇阻过后回到原始的起点，而是在经过激烈的矛盾斗

争之后回归到一种能够适合人类自身发展的正确轨道，在人

类进步的过程中，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分

析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力量在左右。

正如历史只有一种真实的状况一样，纵然所有的关于对

历史事件的分析解读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充分的说明和判

断一种状态的合理性，但是我们有时候却无法否认这样一个

事实: 我们的判断和解释往往不是历史的原貌，而仅仅是我

们在对某种状态建立的一种合理化推测。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如此，每一个现在都会成为过去，每一个过去都是曾经

的未来，历史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方向和步伐，人

类的能动性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时候加速或者延缓历

史进程的脚步，可是我们却无法改变它的方向，一个社会的

协调发展更是如此。

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特征是联系与发展，思想

的异化与回归是事物普遍联系与发展的表现，思想的异化产

生于既已存在的现实基础之上，而思想回归则再次表明是在

对异化的否定之否定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方面:

第一，体现了事物辩证发展的实质，思想的异化与回归

是新事物的不断发展和自我扬弃的过程，新旧事物的区分不

是以出现的时间为依据，而应该是以是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判断的标准，思想的异化过程脱胎于孕育其生命的母

体，是人类本身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或者变革情绪与思想的一

种意识表现，诸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

革，中国近代的五四运动等等，均是一种对原有社会的状态

和人的权利产生怀疑之后所爆发的对人类自身及自我权益



的一种维护，同时也是对旧有奴役思想封建礼教的一种强烈

抗争和挑战。
第二，思想的异化与回归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学说，新事物的产生本身就

孕育了同原有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异化与回归的辩证统一体

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的存在状态，异化的过程是

在过去回归理论中产生，思想回归为新的异化创造了前提，

其生命力和价值的体现则是需要与旧事物的抗争中才能得

到进一步证实，在对其进行否定之否定之后才能获得最终的

证实。
第三，思想异化与回归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

的统一，思想异化与回归过程丰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理论，异化到回归的过程是在异化思想指引下的实践

过程，在实践过程中，异化思想中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部

分在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与发展，反之异化思想中的不合理

成分却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被摒弃，思想理论是被用来指引实

践的，没有应用于实践的理论没有任何价值可言，而思想理

论指导的实践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

能发现思想的闪光之处并进而确立指引我们前进的真理，同

时又可以检验出其中不合理的成分从而为我们以后的道路

扫清障碍。

二

伟大社会实践对思想异化与回归的检验，严格且科学区

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且以实践为一切事物检验标准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斗争精神科学的诠

释了思想异化与回归过程的辩证统一和科学发展。
进入 20 世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两次社会主

义革命更加深刻而客观地证实了思想发展过程对实践的指

导作用和实践对检验思想和扬弃思想的重要价值。在俄国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政权统治之下，建

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如何建立这样的国家，在革命之初围

绕不同建国理念发生过针锋相对的较量，依据马克思对于社

会主义的描述和构建需求则是要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

后通过和平的变革步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理论成了以普

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革命者反对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者建国

纲领的重要依据，然而，结果却证实了列宁选择的正确，通过

十月革命，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

级政权; 在中国这样的一种认识和理论再次得到了证实，中

国革命之初，面对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关于建立一

个什么样的政权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政权同样产生过激烈的

争论，在经历了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之后最终

选择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作为自己的奋斗

路线和建国建党纲领，历史再一次证实这是一次伟大而正确

的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不仅取得了革命

的胜利，而且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找到了明确的方向，并同时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找到了行动的指南和方法。
以上二则实例充分说明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思想

的异化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状态和现象，在试图建立新事物破

除旧事物的转型过程中，在没有正式形成一个被公认的且被

证实的合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之前，社会对未来的思索总是

复杂而多元的，而在这种多元复杂的思想争论中却往往只有

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最终的并且经实践证实的选择就是

思想回归的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体现。

三

在中国，尤其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对外交流范围的扩大和内容的增多，在我们获得了技术上

的进步的同时，外来思想对我们的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这其中包括先进的社会管理理念和富有成效的企业管理

思想，也在社会生活民主建设上带给我们可供借鉴的成熟经

验，但是同时在外来的诸多思想中也包含着许多与我们的传

统道德理念不协调甚至是矛盾的内容，这种种对社会会产生

危害的思想观念由于其能够为满足人类本性中最狭隘贪婪

的私欲做强力的辩护而得到近乎疯狂的推崇和拥护，结果就

是不但造成了直接的物质危害，而且带来了我们这个民族传

统中的优秀文化伦理与道德的极大破坏，如果说思想的异化

与回归在个人看来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那么在对待外来

因素的影响过程中则是一个分析、判断、选择的复杂经历，如

何减少或避免这种在异化过程中的消极影响呢?

首先则应该进行和普及我们在漫长发展过程中被确立

和被证实的健康思想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教育。其次就是对

这种异化思想的全面客观而富有生动直观性的分析解读，以

帮助人们认识并且意识到其中的利害、缺陷和不足，同时也

在这种分析过程中借鉴其中优秀而健康的成果以丰富和充

实我们的思想理论成果，一种优秀的思想总是可以适用于全

人类的，只是我们需要选择好适用的时间和范围、把握好适

用的条件，那样我们就可以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成果来促

进和保障我们的进步与发展。

四

弗洛姆在其对人性论与异化论的概括总结基础之上提

出要消除异化就必须建立一个在诸如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

健全的一个社会状态。
其实，异化的过程不是妖魔化的毁灭过程，更不是一种

单纯的可以感知的社会物质状态，而应该是社会自我健全与

完善的手段和方法，这种手段与方法不仅仅在社会诸因素不

健全的时候需要，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环境中依然需要有这样

的方法与手段来调节和约束社会的行为，异化不是一种静止

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异化的目的和结果应该是回归，这种回

归是一种对自然和社会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正确选择，是对异

化过程中消极思想的抵制基础之上的回归，是适合人类社会

和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选择。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过: “一个伟大的基本

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

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

像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之中，在这种变化中，

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

在人类历史的进步长河中新旧思想的交替生生不息，精

华与糟粕相影随行，学会分析懂得取舍才能够在复杂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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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选择出能够推动社会和促进自我进步的优秀思想，而

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我们检验和判

断一种思想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尺。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我们确立正确思想的重

要保证。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观让我们站在了全人

类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去选择我们的方向和目标，也教会我们

如何辩证而全面的分析问题和看待问题，在如此崇高的理想

指引和如此严密的方法指引下则往往让我们从思想产生之

初就能够避免过失和错误，因为从人性与行为关系的分析来

说，没有包含私欲的行为其产生偏差的几率会大大降低。

五

思想的回归与异化不是对新事物的盲目排斥，思想的异

化是对发展提出的大胆探索和尝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前

奏; 而思想的回归则是在对这一大胆探索思想的实践检验的

最终结果，它们同时产生、共同发展。
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理论，在理论指引下不断丰富自我、

发展社会，促进思想的进一步飞跃发展并在实践中去检验、
论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领我们的脚步，为伟大理想的实现

和伟大民族的发展而努力。在实践中实现对思想异化过程

中积极成分的有效吸收和对消极成分的有效抵制并最终实

现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健康、协调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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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bout Alienation and Return of Thoughts in the Social Evolution

QIAN Qiu-yue
( Min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ishi 3627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Marx＇s theor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the article is mainly about the analysis of alienation and
return of thoughts in the social evolution． Combining the history and the reality，it also analyzes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reason a-
bout alienation and return of thoughts thought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 addition，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use the correct philosophy in today’s social change and the diversity of thought and ideology，because the correct philosophy can
help us analyze，judge and choose which ideology and culture should be absorbed or be abandoned． At last，it can achieve the absorp-
tion of positive ingredients and the resistance of negative ingredients in the process of thoughts’alienation，which can lead to the
health，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society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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