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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平等的思想及其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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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分析伦理观念的先验主义方法，明确表明了考察伦理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详细分析了平等观念的历史演变，阐述了现代政治平等观的形成过程，提出平等的政治权利上升为国家合法性的标

准、平等成为正义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此基础上，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同样也伴随着资产阶级

的平等要求，并进一步要求将这种平等在社会的、经济领域中实行。恩格斯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具有方法论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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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ngels in the Anti Durin theory criticized the ethics of ethical analysis methods, clear the ethical his-

torical materialism method,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expound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modern political equality, put forward the equal political rights 

rise to national legitimacy standard, equality into justice is the produc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Engels elaborated that the equality requirement of the proletariat was also accom-

panied by the equality requirement of the bourgeoisie, and further demanded that this equality be 

implemented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fields. Engels’ thought has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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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道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鲜为直接明确讨论的主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道德和法。永恒真理”部分通过对杜林思想的反驳，集

中表述了他们这方面的思想，提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

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 在此，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贯彻到了对伦理观念的分析。然而，对于伦理观

念是如何产生于具体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经济关系的，恩格斯并没有给予详细的分析。不过，恩格斯随后在“道德和法。平等”部分较为

细致地分析了平等观念的历史变迁，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探讨伦理观念的典型。在当今全球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变化，我们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上，探讨经典作家关于平等的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当今自由主义道德哲

学盛行，杜林先验主义方法仍盛行，重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道德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仍具有理论意义。

一、对杜林的方法的总结和批判

19世纪70年代中期，杜林的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

影响颇大，不少党内重要人士甚至成了杜林的追随者。在《哲学

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年）中，杜林认为，

哲学要寻找构成万事万物的根本原则、形式，具体到“伦理、正

义和高尚的人性”方面，杜林提出，只要道德的原则的最终的基

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

和有效范围。而且杜林认为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它们在任

何时候具有普遍适用性。基于这样的前提，杜林以两个意志完全

平等的人作为自己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展开了对道德、法律等伦

理思想的阐述。在《反杜林论》“十三  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部分，恩格斯指出杜林的平等观只不过是卢梭平等观的“贫乏的

和弯曲的复写”，是“把卢梭的平等论拙劣地翻译成社会主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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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杜林是如何转化卢梭的平等观的呢？恩格斯对此作了生动形

象的描述：首先是杜林常用的方法，假设两个完全平等的男人作

为理想的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状态被“掠夺制度”消灭，即原始

状态中的平等被否定，接着“掠夺制度”被废除，杜林提出以平

等为基础的经济公社，恩格斯将其描述为“杜林先生发明的”，

因而，更高阶段的平等出现了。恩格斯称赞卢梭平等观里包含着

辩证思想，但不满杜林先生在利用辩证思想的同时又自我矛盾地

批评马克思用否定的否定谈论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是文字游戏，

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盲目使用。在《反杜林论》“十道德和法。

平等”部分，恩格斯首先对杜林的方法和前提预设进行了批判，

指出杜林是从观念推导出现实，而不是从现实本身出发推导出现

实，是让对象适应概念，而两个意志完全平等的人也只不过是空

想，只有在两个意志完全为空的时候才存在，而现实的人的意志

千差万别。

杜林的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西方思想家们探讨伦理思想

的典型方法。从笛卡尔开始，近代哲学家们就执着于为人类知识

寻找一个自明公理，将数学的方法应用于一切领域，而后继者斯

宾诺莎更是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了伦理学领域，并逐渐演变为一种

典型方法。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对杜林方法的批判也具有典型

意义。

二、现代政治平等观的确立

在对杜林方法论和理论前提预设批判的基础上，恩格斯论述

了平等观念的历史变迁过程，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平等要求是如何

上升为普遍人权的，同时肯定了确立平等观念的科学内容有助于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可以鼓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

首先，恩格斯指出，所有人从都是人这个角度来说具有一些

共同特性，在此意义上，大家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原始的相对平

等观。正如上文分析所指出的，卢梭和杜林都是从这个古老的朴

素的直觉性的平等观出发。但当时的时代要求从这种平等性得出

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

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

会地位。”[2] 恩格斯指出，从前面的原始的相对平等观到后面的

平等政治权利要求成为共识，这个过程历经了几千年，有着漫长

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指出，在自然形成的最为早期的人类公社

里，只有作为公社成员的人才有平等权利，而妇女、奴隶和外地

人等人员并不属于公社成员，也并比享有平等权利。在古希腊古

罗马，人有不同类别的划分，比如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

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等不同类别，不

同的身份也意味着权利的不同，不平等才是常识和共识。在罗马

帝国时期，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划分之外其他的身份划分逐渐消失

了，因而自由民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平等，罗马法基于享有一定财

产的自由民之间的平等逐渐形成了，恩格斯评价罗马法为“我们

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3] 所以，这并不是

所有人的平等，而是有财产者的自由民之间的平等。后来，基督

教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而出现的宗教只承认所有人享有原

罪的平等，此外至多还承认大家都是上帝的选民这种意义上的平

等，但这种平等只是开始时候较为强调，以及开始时候要求财产

共有的微弱要求也很快就消失了，随着而来的是僧侣与俗人之间

的划分和对立。后来日耳曼人横行西欧，破坏了之前的一切平等

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复杂的等级制度，使得西欧和中欧第一次建

立了主要是民族国家的体系，从而也使得谈普遍的作为人权的平

等有了可能。与此同时，作为近现代平等要求代表者的资产阶级

在封建的中世纪内部孕育发展起来。

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最初也是一个封建等级，是由于15世

纪末航海大发现使得贸易范围大大扩展，以及美洲黄金和白银流

入欧洲，使得原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日益不能满足需要，从而，

在最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场手工

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剧变要求社会政治结构相应的变化，以

满足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需要：首先，大规模的世界性的贸易要

求行动自由的商品占有者，这些商品占有者作为交换的主体，他

们享有平等的交换权利；其次，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要求

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他们需要具向工厂主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订

立契约的权利，在此意义上他们与工厂主之间的权利是平等；最

后，一切人类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

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得到了

自己的不自觉的，但最强烈的表现，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

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而关于这一点是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给了详细说明。

然而，社会的政治结构并不会伴随社会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

立即发生变化，各种行会束缚和特权甚至同这种要求相对抗，封

建制度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脱胎于封建社会的资产阶

级想要摆脱封建束缚和消除封建各种等制度确立权利平等的呼声

越来越高，并且扩展到了社会的其他阶层，甚至成为处于差不多

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共同的呼声，“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

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

宣布为人权。”[4] 概而论之，要求平等权利的现代平等观念是这样

确立起来：先是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产生了权利平等的要求，这

种要求随后扩展到整个社会，进而超出单个国家的范围，发展为

具有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共同诉求，这种平等要求进而被抬高

为具有普遍性的人权。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是政治平等要求的先

导，是经济领域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体现。

在《反杜林论》“十  道德和法。平等”部分的一个注释中，

恩格斯指出，是马克思首先在《资本论》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

济条件中如此推导出现代平等观念。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关于平等部分的页边上，恩格斯写道：“平等观念产生于商品生

产中一般人类劳动的等同性。《资本论》第36页。”[5] 在恩格斯

所指明的《资本论》相应部分，马克思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最早触

及了商品的交换中蕴含着等同关系，但亚里士多德没有进一步指

出到底是什么构成这种等同关系，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

代是奴隶制社会，不可能承认构成等同关系的一般人类劳动具有

同等意义。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商品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

商品成为劳动产品的普遍形式，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才会形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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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人类平等观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等同关系的实质才能

被揭露出来。这样的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6]。换言之，是由于

劳动产品普遍成为商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商品

占有者之间的的关系的时候，每个人（作为商品占有者）都是平

等的个人这样的观念才逐渐出现并普遍被人所接受，也只有在这

个时候，人们才能真正发现商品交换的基础在于一般人类劳动这

个中间量（即“价值”概念）。

自此可见，平等的政治权利上升为国家合法性的标准，平等

成为正义的表现，杜林甚至将其看作为永恒真理，殊不知，这是

漫长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不是什么永恒真理，而且随着历史的

发展，平等的政治权利并不完全构成国家合法性的唯一基础。

三、无产阶级的平等观

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产阶级将现代权利平等要

求上升为普遍人权的过程进行科学揭露后，还专门对无产阶级的

所要求的平等内容进行了科学说明。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产

生和发展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所以，首先无产阶

级的平等要求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相伴而生。具体来说，资产

阶级要求消除阶级特权，而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要求平等不应该

仅仅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权利平等，而应该是实际的，应当在社

会的、经济领域中实行 [7]。

此外，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具有双重意义。一

方面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的自发反应，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另

一方面这种平等要求是对资产阶级平等的进一步发展，包含资产

阶级平等要求的合理内容。恩格斯认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

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可以归结为消灭阶级的要求。 

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观和无产阶级平等观产生过程和内容的分

析中，恩格斯得出结论指出，无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形式还是以无

产阶级的形式出现的平等观念，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形成需

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

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绝对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并不具有普遍绝对性 [8]。

四、启发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分析

表明，先验主义方法并不适合价值观领域，价值观领域并不存在

类似数学公理般永恒原则、公理，所以，价值观应该是多元的，

价值独断主义站不住脚，跨时空跨地域普遍适用的价值观是幻

象。对平等、正义等价值观的研究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从具体的现实中，尤其是人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去研究其具体内涵，这为我们倡导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

以及如何培育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同时也启

发我们，社会主义的平等不仅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还包括共同

富裕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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