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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柏拉图 !蒂迈欧篇" 中的 #载体$

邓义林!

摘!要! !蒂迈欧篇" 中的 #载体$ 是一个极为重要又难以辨析的概念% 本文试图先

通过厘清关于这个概念容易产生的一些误解来接近这个概念的内涵& 然后把这个概念放置

到柏拉图的推理链条中& 来进一步弄清楚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关键词! 载体!空间与处所!质料!始基

柏拉图 !蒂迈欧篇" 中的 #载体$ 概念历来引起颇多争论% 就原文文本来看% 说载

体无形无性% 说它是万物的养育者& 像母亲一样等等% 这些不准确的界定都为我们理解载

体增加了难度' 那么% 载体到底是什么呢(

一! 载体不是什么

要明确载体的内涵% 可以先从它不是什么入手'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载体是不是空间

)这里的空间指的是近代意义上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空间*' 柏拉图在该篇中提到+ #第三

者是空间% 不朽而永恒% 并作为一切生成物运动变化的场所, 感觉无法认识她% 而只能靠

一种不纯粹的理性推理来认识它'$

!

) !蒂迈欧篇" "#$* 根据上下文的意思% 这里空间

指示的就是载体' 所以也极容易让人觉得载体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空间' 但这种理解肯定是

不对的' 就像形容载体是母亲& 是容器一样% 这里用空间来指代载体% 也是一种比喻的说

法% 一种语言上的便利' 因为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空间仅仅指的是作为背景存在的物体所占

据的地方% 它无实质意义, 而载体却不同% 它是万物衍生的基础% 绝不是背景式的存在'

柏拉图否认虚空的存在% 这样他也不会承认与虚空含义相近的空间是实有的' #宇宙是一

个循环圈, 当它内含这四种元素时% 它的圆性自然地使它们在其中集结% 约束它们% 让它

-%-

!

!

作者简介+ 邓义林 )%&'(.*% 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级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古希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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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充满每一个角落% 不留真空'$

!

) !蒂迈欧篇" "',* 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另

外% 在吴国盛先生的 !希腊人的空间概念" 一文中% 很明确地辨析了古希腊哲学家们的

空间观念% 他们根本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绝对时空观, 而且并不存在与 -./01相对应的希

腊词汇' 所以% !蒂迈欧篇" 英文版本在说第三种类型是 #-./01$ )有的翻译成

#.2/01$*% 这只是一种权宜的& 便利的翻译'

既然说载体不是空间% 那为什么柏拉图要用空间来比喻载体呢( 这点必须得到说明'

这可能在于空间与载体有某些类似点' 载体是不可见的无形式的存在% 它承受着一切事物

)理念的压印*% 空间与之是相一致的' 空间与载体都是无所不在的, 空间无所谓消耗%

载体也不会消耗% 只会转化外在形式' 更重要的是% 在容器的意义上% 两者是十分相像

的+ 空间包含万物于其中%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圆球形的包围圈 )但只能是想象% 严格

来说% 绝对的空间与作为场所的空间毫不相干*, 载体蕴含万物% 万物在其中产生和

消亡'

接着% 还是从吴国盛先生的 !希腊人的空间概念" 一文说起' 吴先生说道+ #我设

想% 柏拉图用原材料和处所来比喻和表达的接受者% 实际上是实体概念% 即变化着的诸属

性的不变承担者% 是抽掉物的各种属性之后物不失为物所唯一剩下的东西'$

" 当吴先生

用哲学史上核心的实体概念来形容载体时% 我们认为他把握住了载体的真义' 但是他接着

说+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 柏拉图在使用0345/一词时 )0345/是载体一词希腊文的拉丁

化*% 的确是把它当作64.4-)处所* 使用的% 他是借当时人们心目中一般的处所概念来阐

述他的接受者概念'$

# 我们认为这样说是不妥的' 按照吴先生的分析% 处所才是一般希

腊人空间观念的内涵% 指的是万物都有它所在的位置和场所, 处所具有界限意义% 每件事

物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处所% 与其他事物相区别' 很显然地% 处所是一个较为具体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无法与具有始基性的载体相比较的' !蒂迈欧篇" 中的一段话% 很容易让人产

生这种误解' #看这个东西就像在梦中看东西似的' 我们说% 任何事物都得占个地方% 地

上或空中' 对于既不在地上& 也不在空中的东西是无法谈论其存在的% 所以说像梦一

样'$

$

) !蒂迈欧篇" "#$* 首先% 这是一句譬喻性质的话% 含义模糊不清' 这句话似乎

在讲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处所% 不在任何地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载体就具有这类处所的

性质, 但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 载体很难以理解% 一般对载体的理解就像看梦中的事物

一样% 是很模糊不清和不真实的' 所以以这样一句话来说明载体没有说服力% 就像过分依

据黄金的比喻来理解载体% 容易陷入把载体当作质料来处理的错误一样'

柏拉图通过一个黄金的比喻帮助人们理解载体% 而且在黄金的比喻中% 黄金可以说等

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 但可以肯定的是% 柏拉图的载体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有很大

的区别' 质料一般而言有具体的物质性% 例如陶罐的质料是土% 而载体无形无性% 它比

土& 气& 水& 火这四元素都更优先% 比所有的质料都更优先' 另外% 约翰-萨利斯认为仅

从黄金的角度来理解载体% 就忽视了载体其他的诸如看护者的特性' 载体看护者的角色决

定了它与可感物的关系不是物质 )这里的物质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7/6615% 即质料* 与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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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构成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 可以这样说% 载体不同于质料% 这点是很显而易见的' 当

然% 把柏拉图的载体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还有一个原因在于%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

学" 中同样有个载体概念% 而这个概念一般指示的就是质料% 但是此载体确乎不是柏拉

图意义上的载体' 还有很多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质料 )也称终极质料或纯质料* 与

柏拉图的载体等同% 陈康先生否定了这种看法' 他主要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质料 )当然包

括第一质料* 与形式是实质结合% 而柏拉图的 #相$ 不进入载体% 两者是分离关系% 这

一本质区别可以证明第一质料并非载体'

" 这个论证表面上十分有力% 但仔细来看% 只有

在相与形式是同一种东西时% 这个论证才成立, 而显然相与形式不同% 所以这个论证并不

严密' 但这个论证的结论并没有错' 柏拉图的载体有个容器的功能% 万物与之是在其中

)9: ;3903* 而非出自其中 )4<64=;3903* 的关系+ 文本中没有任何地方提示时空中的个

体由载体构成% 反而大量谈到它们在载体中出现'

# 而第一质料是基质% 直接构成万物

)也就是4<64=;3903*% 它们的区别很明显'

二! 载体的内涵

以上主要说明了载体不是什么% 也就是关于载体容易产生的一些不当的理解' 现在开

始对载体进行试探性的解释' 我们认为只有把载体放回到柏拉图的推理链条中才能真正理

解它'

我们先看看柏拉图是如何引入载体的' 蒂迈欧说现在必须去了解四元素的本性' 结果

发现四元素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当中% 当你说这是火时% 火已经熄灭转变成

了气% 所以说 #这是什么$ 的这种表达是很成问题的% 你所定义的对象总在变化' 宋继

杰先生提出+ #1这是火2 里的 1这2 不可能是空洞的无% 它必然有点什么, 这现在是火%

但它可能变化, 但变化的是什么( 1火的性质 )=9159:1--*2 不变化% 它离开了, 但从何处

离开( 从曾是火一样的那个东西那里离开, 但那个东西是什么( 既然通过变化它能够丧失

其所有属性% 那么这个变化着的 1它2 又是什么呢( 从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用 1粗鄙的

推理 )>/-6/5? 51/-4:9:@*2 推断% 我们必须设定某种东西% 其本身毫无性质 )因为它必须

能够接受一切属性* 而其诸部分则构成经历变化的恒久实体'$

$ 宋继杰认为这可能是柏

拉图引入载体的理由' 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从行文上讲%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柏拉图确实是

在面临着 #这是什么$ 的难题时引入载体的' 而且柏拉图在用黄金来比喻载体时% 载体

的这种类似于黄金的特点能很好地解释四元素的变化' 黄金可以塑造成各式各样的形态%

就犹如载体在水火气土四种形态中变化, 载体不论变化成哪一种形态% 依然是载体本身%

当它变化成火的形态时% 你不能说这是火 )因为它马上会继续变化*% 但是你能说这是载

体' 那么% 可以认为这解决了柏拉图 #这是什么$ 的难题'

接着柏拉图通过由果溯因的方式推断出载体无形无性' 载体承载着各种物质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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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那么它就必然不具有任何具体物质的特性% 如果它具有任一稳定特性% 它就无法变

成其他的物质' 无形无性即是不可见的% 是通过理性来把握的对象' 但是柏拉图为什么要

说载体是通过不纯粹的理性推理得到的呢( 这是因为载体本身就不纯粹'

柏拉图认为+ #存在着理型% 不生不灭, 既不容纳他物于自身% 也不会进入其他事物

中, 不可见不可感觉% 只能为思想所把握'$

!

) !蒂迈欧篇" "#,* 这里的理型即是纯粹

的% 它独立于万物% 不受感性事物的任何影响' 而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 载体与事物有

一种不分离的关系% 似乎是一种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 这样要理解载体就无法剥离掉感

性事物' 虽说载体也是不可见的& 永恒的% 但它更像一种介于理念与感性事物之间的东

西% 既不完全像理念% 也绝非感性事物% 所以对它的理解需要透过不纯粹的理性'

一个问题解决了又带来新的问题+ 既然载体与事物是一种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 那

么载体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的( 大概可以这样来说明+ 当火的形态变成气的形态时% 背后是

否有不变的东西呢( 我们认为肯定是有的' 如果说没有% 也等于是说火变成了一种与它全

然不同的东西% 两种全然不同且没有相关性的东西怎么能相互转化呢( 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背后不变的东西就是载体% 而不仅仅是一个词' 这也部分地点明了为什么载体这么难以

去言说% 能确定它背后有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很难说清楚' 更重要的

是% 载体与事物只是似乎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 如果这种关系是实质的% 载体就很难

与质料区分开来了' 唐纳德-齐叶尔在他那篇颇有创见的论文 !设想柏拉图的空间" 中

认为% 可见物是一种三维影像% 类似于电影屏幕上的二维影像% 在这个类比中% 载体就是

有实存意义的电影屏幕'

" 这种解读倾向于把载体当作具有物质性的场域 )C4:/2? K1J2用

了磁场这个词来类比*% 可见物在其中出现运动的影像% 然后消失' 此种解说是很中肯

的+ 首先% 它肯定了载体的物质性% 而且可以运用现代物理学的磁场概念解释具有物质性

的载体何以是不可见的, 其次% 又没有落入以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来解释载体的陷阱% 兼具

了容器的功能, 最后% 它把可见物当作影像来处理切合柏拉图对可见物的定位' 当然% 这

种解读也说明载体更具实存性% 所谓的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仅仅是表面上的'

三! 结!论

柏拉图的载体论不仅解决了四元素指称的难题% 还在四元素说的研究道路上推进了一

步' 由于四元素变化的特性% 我们很难说它们就是火或者是水& 土& 气中的任意一种% 它

们只是在某些时候表现得像火或者水& 土& 气而已' 因为火& 水& 土& 气四元素的这些性

质% 柏拉图认为我们甚至不能用 #这$ 和 #那$ 这样的词来指称它们% 而只能说它们有

这样或那样的性质' 这就表示它们并不是像理念那样真正地存在% 也就是说% 它们的性质

决定了它们是没有资格作为始基的' 柏拉图在四元素的背后发现了载体% 载体永恒不变%

先于四元素而存在% 而且四元素只是作为载体的外在形态% 所以载体是适宜于充当始

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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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载体的引入有效地解决了理念论的一个难题' 没有任何物质性的理念如何给予

生成物以物质性% 这显然在理念与生成物二分的框架内无法得到解释' 现在叙述的框架从

二分法变成了理念& 载体& 生成物三分% 在这样一种三分的框架下% 由于载体作为一种中

介性& 始基性的存在% 使理念与生成物的鸿沟得到了弥合' 载体赋予各种形态以物质性%

理念只提供模型类的东西'

总之% 载体的引入源于不断变化的四元素无法去准确指称的困难% 也因为四元素并不

能充当始基' 载体先于宇宙万物而存在% 它最先转化成水& 火& 气& 土四种不同的形态%

是衍生万物的始基, 载体也是实体% 它是永恒的% 没有生成没有毁灭, 载体不可见% 它只

能通过人的理性才能认识, 载体并不像理念一样是独立的% 它与影像 )可见物* 不相分

离% 蕴含万物的影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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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解马克思关于个体与类的关系

'''对哈贝马斯批判的回应

韩!梅!

摘!要! 哈贝马斯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中提出以 #主体间性$ 为中心的 #交往理

性$& 其前提是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注重人民( 阶级( 民族等这样比较宏大的概念& 简单

地将这些概念运用于著作当中& 而忽视了单个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但是& 马克

思并不是简单地运用这些概念& 而是在对个体主体透彻分析之后才加以运用的% 马克思在

著作中清晰地表明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 主体!主体间性!交往理性!个体!类

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

的% 特别是哈贝马斯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 提出以 #主体间性$ 为中心的 #交往理

性$'

一! 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性# 思想

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性$ 思想批判并继承了前法兰克福学派% 诸如霍克海默& 阿多

诺& 马尔库塞等人提出的工具理性批判% 并认为 #马克思简单地把行为者搬到历史舞台

上% 注重的是诸如社会阶级& 文化& 人民或民族精神这样的宏大概念% 忽视了单个主体在

介入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主体间性的意志和意见的形成过程$

!

'

哈贝马斯认为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都没有突破主体哲学对其的限制% 无法实现

由 #主体性$ 哲学到 #主体间性$ 哲学的转向% 单纯地强调 #主体$ 是一个整体概念%

无论是个体主体还是社会主体% 忽略了个体主体的独特性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哈贝马

斯提出主体间性是为了跳出 #主体$ 框架% 寻求一种能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类解放的交往

方式'

主体间性是指 #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方式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

"

' 这

种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一是突出了 #个体$ 概念% 确定单个人的独立性% 强调

了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于自然& 社会中的, 二是明确指出个体与个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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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在哈贝马斯的 #主体间性$ 中% #已经认定了人具有一种对象性的本质% 人的本

质存在是在互为对象的活动中的存在% 这一活动创生了人与人的关系$

!

' 主体间性的存

在% 能够让个体之间自由交往% 让个体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实现自我% #才可以在没有强制

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化$

"

'

因此% #主体间性$ 是 #交往理性$ 的前提和中心% 只有在 #主体间性$ 存在的条

件下% 才能谈论 #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具有工具性和沟通性双重性质% 并把人

的行为分为 #工具行为$ 和 #交往行为$%

# 其中 #交往行为$ 才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方

式' 以 #主体间性$ 为中心的 #交往理性$ 的提出% 标志着从 #工具理性$ 思想向 #实

践理性$ 思想的回归' 以语言为依托% 对话为主要方式的 #交往理性$% 可以克服 #工具

理性$ 所带来的竞争性% 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 相互合作& 相互沟通的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强调的是一种理论的实践性% 而马克思把这种实践性更多地归于

#人民$ 这样广泛的意义中' 哈贝马斯强调独立个体的作用% 是对马克思思想片面的认

识%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不是一味地使用那些大概念的词语% 同样也强调个体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应该全面考察马克思的观点% 找出马克思强调个体主体作用的重要论

据% 以捍卫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

二! 马克思的个体思想

马克思的个体思想在其很多著作中都有提及% 甚至可以整理成一个体系' 从中我们可

以了解到马克思在使用 #人民$ #民族$ 等这类概念广泛的词语时% 并没有忽视个体主体

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 马克思通过对 #市民社会$ 的深刻批判% 揭示了当时

德国现存制度的本质以及德国社会的落后% 指出市民社会对于国家构建的重要性' 马克思

对当时德国的社会现状进行深入的剖析后发出 #向德国制度开火$

$ 的革命呐喊% 将德国

革命与法国革命进行比较% 提出德国的解放% 必然需要 #彻底的革命& 普遍的人的解

放$

%

' 德国人民的解放无法在国家层次中实现% 必须在以物质利益为主的利己主义的市

民社会中才能够实现普遍的解放' 普遍的解放首先表现为每个人的自我解放% 或者是某些

人先解放自己% 再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的工作' 其次% 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本身就是以个

体作为其前提的% 只有从市民社会中谈论解放% 才有可能使解放得以实现' 基于市民社会

的 #解放$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才是具有可行性的解放'

马克思在对感性个体进行了分析% 认为不应把个体与社会对立起来% #个体是社会存

在物$

&

% 个体生活存在于类生活中% 但是绝不能否认个体在普遍性中会丧失自己的特殊

性% #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 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 成为一个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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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的社会存在物$

!

' 在对人的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研究中% 马克思认为只有实现共

产主义% 才能充分发挥感性个体的创造力% 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前提下% 才能对自我异化即

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异化劳动% 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工人

成为机器的附属品% 丧失了人的本质' 只有人本身对自己的完全占有% 实现 #合乎人性

的人的复归$% 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矛盾% 解决 #存在和本质& 对象化和自

我确证& 自由和必然& 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

"

'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的分析% 确定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全

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

% 人类历史初期% 个人主要表现

在与自然的关系上% 他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以保证生命的延续% #而生产本身又是以

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

$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

定的个人% 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

% 在个人的生活过程中% 产生个人的思想&

观念& 意识% 由此构成社会结构和国家中的意识形态% 如道德& 法律等' 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打破了地域性% 逐渐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

的活动$

&

% 受到世界市场的控制% 个人活动已经不再受到地域和民族的限制% 个人的能

力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发挥% 个人的某些活动会如同蝴蝶效应一般对其他地区甚至全球产生

巨大的影响'

三! 个体与类的关系

哈贝马斯提出 #交往理性$% 首先他认为劳动和交往是有区别的% 而且应该将之区别

开来% 而马克思把个体的主体间性实践与集体主体的主体性的生产劳动混为一谈' 他认为

马克思所说的 #劳动$ 只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劳动% 而他所说的 #交往$ 是指在道德& 法

律和文化中的交往' 在马克思看来% 二者没有必要作严格的区分% 二者本身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 是一个发展过程% 而且只有在强调生产的基础上% 才能发展道德& 法律& 文化% 才

有所谓的达成某种共识% 毕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马克思在谈论劳动的时候% 并不只是说是主体自己的劳动% 无论是个体劳动还是集体

劳动% 都是 #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

'

% 人与人是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才能不

断发展生产& 相互交流以共同提高生活质量% 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分工% 无论是

混合型分工还是有机型分工(

% 都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可分离的联系% 而正是人与人之间

的这些相互关系% 共同构成了社会这个整体' 交往与劳动不是两个不同的& 并存的个体%

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交往是劳动的前提% 交往又由劳动产生'

哈贝马斯为了打破以 #主体性$ 为中心的意识哲学的限制% 提出 #主体间性$ 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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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 区别开来' 哈贝马斯提出的 #交往理性$ 具有时代特征% 是在资产阶级通过对

话的方式与无产阶级达成某些协议% 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相对减弱%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

第三次科技革命呈现繁荣景象的背景下提出的% 与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

阶级的论述有别' 哈贝马斯还考虑到战争带来的危害% 提出在一个机制内通过对话& 协商

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 并认为这种交往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它不仅可以将对社会的危害

降到最低% 而且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 彼此了解% 达成共识' 他提出的以语言

为载体% 以对话为方式的 #交往理性$% 强调独立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 特别是在晚期资

本主义社会时期% 资本主义开始吸收社会主义的某些性质%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似

乎能通过对话的方式有所调和的情况下似乎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 通过对马克思 !资本

论" 的研读% 我们能确定私有制如果没有废除% 资本仍然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 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能消除% 只是现在资本的剥削方式更加隐蔽% 这都归功于第三

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 因此%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坚定

自己的立场% 绝不能迷惑于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

哈贝马斯将个体限于社会整体或者某个组织& 某个民族& 某个阶级的范围内% 强调个

体在这些范围内的相互交往% 批判马克思只注重这个整体& 组织& 民族或阶级% 提出个人

在这样的范围内应当发挥独立自主的个体能力% 加强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往% 以确定个体在

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 我们应该明确的是% 首先% 个体与类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局部

与整体& 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马克思在对 #类$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巨大作用描述

时% 也没有忘记必须先确定个体的作用' 每个个体都是鲜活的& 独立的生命% 都有着自己

的特殊性% 都对身边的环境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 而 #类$ 是经过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

的% #类$ 表明其有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文化信仰% 发展至今% 甚至有些人既属于这个

#类$ 又属于那个 #类$% 类与类之间相互交叉' 其次% 毫无疑问 #类$ 是由个体组成%

马克思认为这绝不是简单的相加% 而是有机地整合% 在普遍性当中个体并没有丧失其特殊

性% 仍然保持着其独立和鲜明的个性% 只是在 #类$ 中每个个体具有一些共性% 个体是

类的基础'

另外%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性来强调个体特性% 本来是强调个体通过交往在社会发展

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可通过对话来缓解矛盾和纠纷% 达成某些共识' 但是% 种族

歧视& 区域战争& 民族争端依然层出不穷% 社会生活中的分歧和纠纷依然难以解决' 很多

学者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有先验主义的嫌疑% 就是因为它本身存在对真理和共识的预

先假设% 认为个体在交往中会意见一致% 消除分歧% 但是事实却证明并非如此' 而且越是

强调能够达成共识% 越是宣扬一种普遍性% 就越是否定了个体的特性和它们之间的差异%

这难道不与之前所说的独立个体相违背吗(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即使意见

不同也可以和平相处% 即使目标一致也会产生各种争端% 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个体的独

特性与整体的一致性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 绝对是先确定独立个体的特性% 再谈论

由个体组成的类或群体的历史作用% 甚至在这当中也不会忘记个体在群体中所起到的推动

作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 但是历史人物是谁

具有偶然性'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 领袖般存在的人在某些重要的时刻能够推进人类社会

的发展% 但如果没有人民群众作为基础% 再厉害的人也无法推动社会进步% 这两者并不是

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相对立% 而是两者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只有这样的有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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