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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在学科归属上，属

于社会历史哲学，论述的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

的基本理论。确切说来，论述的是由我创构的

“制度决定论”的社会历史理论。

   

   此前，学界虽然似乎已有“制度决定论”的

说法，但那都是从方法论维度说的，意谓存在

一种主张分析具体问题要着眼于制度的方法。

事实也是这样，世上还没有一种具体理论自称

“制度决定论”，包括存在于经济学、政治学、

社会学和历史学中的各种制度主义学派，都是如此。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所论述的属于新制度经

济学的理论，倒是被有的学者称为“制度决定论”，但他自己却从未如此冠名，只是说过“制度决定

经济绩效”、“在经济绩效方面，制度框架起着主要的作用”之类的话。[①]并且，诺思的这套理论

首先是并主要是经济学或经济层面的论述，其后在其晚年时，才有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张的尝试。

因而它与我一开始就是普遍性社会历史论述的制度决定论截然不同。此外，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

这套理论由于在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层面就存在问题，这就是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这两种存

在本质差异的东西都不加区分地当作制度混为一谈，并将制度的起源和演变片面且绝对地解释成

都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致使其整个理论建构都变得不够牢靠。

   

   以往，在人类学问中，从哲学高度亦即最普遍的视域对人类的社会历史开展研究的，只有“历

史哲学”和“社会哲学”，而没有“社会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从时序或过程的维度论述人类历史，

社会哲学是从空序或结构的维度论述人类社会。但是，由于人类的历史与社会或说人类的社会与

历史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而不是有独立于社会的历史或独立于历史的社会，所以我们需要也应

该将社会与历史合到一起进行论述，从而形成一个关于社会历史的统一性学说。这样的学说，既

属于历史哲学也属于社会哲学，故可命名为“社会历史哲学”。

   

   问题是在实际论述中，是否存在将历史与社会合到一起言说的这种可能性？如果存在，为什

么以往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全都只是在进行分别的论述？即或是历史的论述或是社会的论述？这个

普遍而长期存在的事实似乎已然表明，这的确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若从道理上分析原因，大概

就是时序性论述和空序性论述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维度和不同线索的论述，怎么也“跑不到一条道上

来”。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亦称唯物史观或许算是个例外。虽然它自己是以“历

史”为理论名称的首要修饰词，亦为理论的首要标识，但内容上其实也有大量关于社会的论述，而

秦晖 陈行之 龙应台 郑永年

曹林 丁学良 鄢烈山 傅国涌

于建嵘 陈志武 徐贲 郭宇宽

马立诚 陈嘉映 向继东 黄宗智

杨祖陶 赵汀阳 戴建业 李昌平

沈志华 王霄 张鸣 杨鹏

杨奎松 周濂 王海光 陈奉孝

邓晓芒 郭世佑 马玲 王振东

狄马 史啸虎 王缉思 袁伟时

熊培云 秋风 孟令伟 雷一宁

刘小枫 周枫 蒋兆勇 吴伟

储昭根 沙叶新 刘瑜 许之远

葛剑雄 吴励生 吴稼祥 袁刚

潘维 郑秉文 朱学勤 莫于川

热门专栏

会员 | 公众号 | 微博 | 手机版

相同作者阅读

韩东屏：民主社会应该创行尊严保障金制度

韩东屏：“电车难题”不难吗？ ——与赵

韩东屏：绸缪AI时代的失业潮——哲学之维

韩东屏：自由如空气 ——关于自由的价值

韩东屏：未来的机器人将取代人类吗？

韩东屏：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

韩东屏：亲亲相隐问题讨论的新进展

韩东屏：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弊病与诊疗 —

韩东屏：一个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韩东屏：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与逻辑

相同主题阅读

韩东屏：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与逻辑

鲁鹏 韩东屏：关于制度决定论的一个争鸣

韩东屏：制度决定国家兴衰存亡

韩东屏：制度决定论为社会历史哲学挂牌

韩东屏：制度决定论批判的批判

韩东屏：历史没有规律吗——驳反历史决定论

韩东屏：制度决定国家竞争胜负

>>更多相关文章

首页 法学 经济学 政治学 国际关系 社会学 新闻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哲学 思想库 关键词 笔会 排行 导航

登录

新用户注册

作者 立即搜索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035.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D6%C6%B6%C8%BE%F6%B6%A8%C2%DB&searchfield=keywords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HanDongP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qinhu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xingz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ongyingta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engyongni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aoli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ingxueli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liesh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fuguoy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jianr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zhiw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ub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uoyuku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alich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jiay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iangjid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huangzongz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zut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aotingy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aijiany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changp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shenzhihua.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xi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angm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p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kuis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ouli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haigu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fengxi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engxiaom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uoshiyo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al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zhend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ima.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shixiaoh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jis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anweis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iongpeiyu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qiu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englingwe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eiyin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uxiao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ou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jiangzhaoy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uwe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uzhaog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shayexi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uy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uzhiyu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ejianxi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ulish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ujiaxi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ang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panwe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engbingw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uxueqi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oyuchu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6158.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513.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70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989.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508.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26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056.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952.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921.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682.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682.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534.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333.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92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843.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158.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243.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related-11492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
http://www.aisixiang.com/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fa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jingj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zhengzh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guojiguanx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shehu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xinwen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jiaoyu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wen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lish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zhe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
http://www.aisixiang.com/zhuanti/
http://www.aisixiang.com/penclub/
http://www.aisixiang.com/toplist/
http://www.aisixiang.com/daohang/
http://www.beijingshixian.com/
http://www.aisixiang.com/member/login.php
http://www.aisixiang.com/member/register.php


且从总体上看，其关于社会的论述，要明显多于其关于历史的论述。只是它关于历史的论述和它

关于社会的论述最终形成的却是两套平行且互不搭界的不同理论，而且在各自的基本观点上还实

质性地存在紧张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的叙事中，是将历史视为人的活动，将人视为历

史的创造者和主体，历史的规律就是人们活动的规律。而在关于社会的叙事中，人却不见了踪

影，社会中的最终决定者变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即物质生产力和由其为主要因素构

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的规律也变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

动，于是，整个社会的演变也就因为是纯粹社会范畴的运动而被说成了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②]正因此故，阿尔都塞和刘鲁鹏等中外学者都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有两种诠释路径”。[③]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视为人的活动来理解是非常正确而有道理的，因为人是创造历史的主

体，人类历史确实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也就不可能有人的历史。只可惜历

史唯物主义在论述社会的结构和运动时，没有继续以人为主体，也没有始终围绕人的活动来展开

论述，解析社会。

   

   与之不同，我的制度决定论是一开始就将人的活动与社会制度相联系，既由此解释历史的走

势走向及其规律，也由此解释社会的结构、性质、形态及其规律，从而使历史的逻辑与社会的逻

辑得以统一。

   

   此外，与以往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相比较，我的制度决定论的社会历史哲学在方法论方

面，还有一个基本的不同。这就是我的所有关于历史和社会的解释，都不是从诸如神、理念、精

神、知识、文化、英雄、有机体、生产力之类的超验范畴或各种术语开始的理论建构，而是以三

个可以得到普遍公认的客观事实为基本前提而逻辑地推出制度决定论的系列结论。这三个普遍的

客观事实依次为：1、人类历史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2、人是怀赏畏罚的理性自利人；3、制度

化社会赏罚机制是最为强大的社会赏罚机制。因此，一方面，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能够通过决定

怀赏畏罚的理性自利人的活动的方式和方向而决定历史的走势走向；另一方面，能决定人的活动

的社会制度，以及由它派生又服务于它的制度意识形态和制度保障机器这三者所组成的制度性三

位一体，又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核心结构。

   

   既然我的制度决定论是从普遍客观事实出发开始的理论建构，那么，它实际上就具有了实证

科学的性质，只要据此事实前提开展的后续逻辑推导是没有问题的，就可以自信地说，我的制度

决定论应该已经正确地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和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并且，在实证

性的保护下，这套理论不会惧怕任何挑战也经得起任何挑战，从而迟早会成为这个论域的理论范

式。

   

   正因制度决定论有此功效和实证科学的性质，它进而会将社会历史哲学中属于对社会历史进

行事实叙事的部分，即不包括价值叙事或人类社会历史应该如何的应然论述的部分，最终变成社

会历史科学。应然论述那部分，则还是属于社会历史哲学。由事实叙事的社会历史哲学蝶变而来

的社会历史科学，可以为先其存在的各个门类的具体社会科学，即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

济学、文化学、管理学等等，提供统一的理论基础，并使它们逐渐融合成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

人类社会科学。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学界时常专门讨论如何使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学界的话语权，

让世界学界听到中国声音的问题，并纷纷为之开出各种观点不同却同样复杂的药方。但实际上，

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中国学界及中国学者，或是能够发现并提出前所未有而又具有普

遍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及其相关思考，或是能够拿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并且还要是比世界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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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各种同类理论都更为高明而抗辩的理论。而我的制度决定论，应该就属于这样的理论。它

是发自中国学者的声音，同时也是适用于整个世界的学术和理论工具。

   

   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学界范围内，反历史决定论的气势如虹和以往诸多历史决定论的纷纷败

阵，使很多人都认为历史决定论已是昨日黄花。如是，我的制度决定论怎么还可能有这么大的能

耐？

   

   我的回答是：以往各种各样的历史决定论不行，不等于以后的历史决定论或新形态的历史决

定论也不行。正如人们以往飞天的尝试总是失败，不等于人类永远也飞不到天上去。

   

   所以，我的制度决定论究竟是行还是不行，究竟是不是如我说的那般优越、先进，那般值得

期待，还是请列位看了此书以后再发难不迟。

   

   韩东屏

   

   2017年3月31日于武汉东湖独思斎

   

   [①] [美]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8年版，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③] 刘鲁鹏：《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诠释路径》，《哲学动态》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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