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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理论·

恩格斯为何推崇达尔文进化论
———纪念恩格斯逝世 110 周年

刘鹤玲
(华中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 恩格斯在诸多著作中研究和分析了达尔文进化论。在他看来 ,进化论有力地打击了神创论和形而上

学自然观 ,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提供了哲学例证。与此同时 ,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不足和局限性进行了分

析。今年是恩格斯逝世 110 周年 ,谨以文章表达对这位革命导师的缅怀与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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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史学家柯恩 ( I. Bernard Cohen)说 ,马克思 ( Karl Marx ,

1818 —1883)没有受过传统自然科学的专门的良好教育 ,[1 ]也

没有写过多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 ,而恩格斯 ( Friedrich En2
gels ,1820 —1895)则对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 ,以及这些科学的

发展和革命有相当大的发言权。[2 ]他曾经专门研读过 8 年自

然科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但是 ,在恩格斯的心目中 ,马克思

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在他看来 ,马克思有许多“重要

发现”“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3 ] ,但在这些“发现”

中 ,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世界史观的变革”,即“发现”人们

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争取统治 ,这样一个明显而

以前完全被人忽略了的简单事实 ;二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

劳动的关系”,即“发现”了剩余价值。恩格斯为了说明马克

思的伟大 ,把他的这两个“发现”都与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 —1882) 的进化论相比。他在安葬马克思时说 ,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 ,马克思发现了人

类历史的发展规律”[4 ] ,这里所讲的“规律”即上面提到的那

个“简单事实”。他还说 ,“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

做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5 ] ,这里说的“思

想”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规律”。数年之后 ,恩格斯在谈

到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 ,1818 —1881)重新发现母权制早

于父权制的时候说 ,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

意义 ,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

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6 ] 。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7 ] ,达尔文主要是一个学

者 ,两个人的研究领域全然不同 ,恩格斯为什么要作出这样

的比较呢 ? 而且 ,科学史上有许多可以与达尔文及其进化论

相比的重要人物和成就 ,如哥白尼及其日心说、牛顿及其力

学体系等等。恩格斯显然熟悉这些人物和成就 ,那么 ,他为

什么特别推崇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呢 ?

一 　历史位置 :六个缺口与三大发现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是天才 ,认为从黑格尔学派解体中产

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8 ]

这不仅说明恩格斯的谦虚 ,也说明他对马克思的崇敬。在他

看来 ,或许只有达尔文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马克思的女

婿爱德华·艾威林 ( Edward Aveling) 在 1895 年出版的《学者的

马克思》中同样把马克思和达尔文作了比较 ,认为马克思对

经济学的贡献如同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一样 ,两个伟人在

两个不同的领域产生了革命 ,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思

想和整个人类生活。[9 ]达尔文之所以得到如此高度评价 ,而

且恩格斯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大量研究和论述了达尔文进化

论 ,是因为进化论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 ,生物不是

固定不变的 ,新物种是在生存斗争中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逐

渐形成的 ,生物进化的机制是变异、遗传、自然选择和适

应。[10 ]它科学地解释了不同物种的起源 ,有力地打击了神创

论和形而上学自然观 ,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坚实的科学基础

之上 ,为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提供了科学说明。

　　1859 年 11 月 24 日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伦敦出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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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个月 ,即 1859 年 12 月 13 日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

中谈到他正在阅读《物种起源》,并认为它“写得简直好极了 ,

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 ,而现在被驳倒了。此

外 ,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

的尝试 ,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11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

《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等著作中分析和研究了达尔文进化论 ,写下了大量有关论

述。恩格斯把达尔文进化论作为最终击败物种不变论的标

志 ,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 :和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差不

多同时 ,卡·弗·沃尔弗在 1759 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

攻击 ,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

东西 ,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 ,而

在整整一百年之后 ,即 1859 年 ,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

了。”[12 ]正是达尔文用大量事实证明了今天的生物界的所有

物种 ,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 ,指出现代植物和动物

包括人类在内 ,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 ,极其有力地打

击了形而上学自然观。

恩格斯在分析形而上学时指出 ,形而上学陷入了两种对

立 ,即同一性和差异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 ,“他们的说

法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除此而外 ,都是鬼话。’在他们看

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 ,要么就不存在 ;同样 ,一个事物不能同

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忘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 ;看到

它们的存在 ,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 ;看到它们的静止 ,忘了

它们的运动 ;因为它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13 ]大多数科学家

“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当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一个

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要么是偶然的 ,要么就是必然的 ,

但不能既是偶然的 ,又是必然的。凡是人们能够纳入规律、

因而是人们知道的东西 ,都是值得注意的 ;凡是人们不能纳

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知道的东西 ,都是无足轻重的 ,都是能

够不予理睬的。这样一来 ,一切科学都完结了 ,因为科学正

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说 :凡是可以纳入普

遍规律的东西都是必然的 ,否则都是偶然的。”[14 ]恩格斯强

调 ,这种绝对对立 ,很容易把必然性的原因归结为自然 ,而把

偶然性归之于超自然 ,即上帝。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禁锢

着科学家的头脑 ,极大地危害科学研究和发展。

在目的论、机械决定论盛兴的年代 ,达尔文是怎样做的

呢 ? 恩格斯说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 ,是从最广泛

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正是那些在个别的种内部

的各个个体间的有无限的偶然的差异 ,正是那种增大到突破

种的特性 ,并且它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

证实的 ,无限的偶然的差异 ,使达尔文不得不对直到当时生

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基础 ,对直到当时一直处于形而上学的

僵硬的和不变性中的种的概念提出疑问。但是 ,没有种的概

念 ,整个科学就没有了。科学的一切部门都必需以种的概念

作为基础 :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 ———胚胎学、动物学、古

生物学、植物学等等 ,如果没有种的概念 ,还成什么东西呢 ?

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都不仅要发生问题 ,而且要干脆被

废弃了。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

的原有观念失效了。”[15 ]正是达尔文通过偶然性去发现事物

必然性的思想以及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关于偶然性的材料 ,

把必然性的旧观念压碎了和破坏了。为此 ,恩格斯把进化论

同星云假说、尿素合成、地质学原理、细胞学说以及能量守恒

与转化定律一起看作是在僵死的自然观上打开的六个缺口 ,

还将进化论列为 19 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他在《自然辩证

法》中写道 :“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 ———植物和包括人在内

的动物 ———都各自按照细胞分裂的规律从一个细胞中成长

起来 ,那么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

解答这个问题的 ,是第三个大发现 ,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

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

经历多少改变 ,但是总的说来 ,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

人再满意没有了。有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像今天我们所

看到的那样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并且一直到人类为

止的发展系列。在大的主要之点上被证实了”。有了能量守

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这三大发现 ,“自然

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 ,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16 ]

马克思对《物种起源》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 :“达尔文的

著作非常有意义 ,这本书可以作为我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

自然科学根据。⋯⋯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

‘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 ,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

意义。”[17 ]马克思于 1860 年 12 月 19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还赞

扬了达尔文进化论为他们的唯物史观的确立提供了自然史

的基础。

二 　哲学例证 :辩证自然观之确立

恩格斯重视对进化论的研究 ,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揭示

了有机界的联系和统一 ,证明了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

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提供了哲学例证。恩格斯清

楚地认识到 ,要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从黑格尔哲学中

拯救自觉的辩证法 ,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为此 ,

他退出了商界 ,将主要精力投入自然科学研究中。他在 1873

年 5 月 30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 ,我脑

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在信中 ,他

谈到了物体与运动的关系 ,认为“对这些不同运动形式的探

讨 ,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18 ] 。接着 ,他逐一论述了自

然界的各种运动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这封信反映了恩格斯

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全面构想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直到

1883 年 ,恩格斯潜心写作《自然辩证法》。其中抽出了两年时

间 ,即 1876 —1878 年 ,应邀写出了《反杜林论》。在这两部代

表作中 ,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书

中恩格斯研究了古希腊哲学、机械论哲学、黑格尔哲学 ,对两

种形态的辩证法以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历史功绩和局限

性作了详细分析。指出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是一幅由种种

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其中没有任何

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 ,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

逝”。“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

质 ,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 ;而我们要是

不知道这些细节 ,就看不清总画面。”近代自然科学经过四百

年的发展 ,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了巨大进展 ,它虽然使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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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变得清晰可见 ,但这种把自然界的

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 ,撇开事物总的联系去考察事物的方法

“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 ,就造成了

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 ,即形而上学思维方式”[19 ] 。

恩格斯说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 ,

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就只有用辩证法的方

法 ,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

变化之间的普遍互相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

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

的体系中完成了 ,在这个体系中 ,黑格尔第一次 ———这是他

的伟大功绩 ———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

一个过程 ,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

中 ,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0 ]恩格斯进

一步指出 ,虽然黑格尔是当时最博学的人 ,但是他毕竟受到

了自身有限的知识、时代有限的知识以及唯心主义的限制 ,

他的哲学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因而 ,“黑格尔的体

系作为体系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与以往自然观不同

的是 ,现代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

19 世纪的一系列科学成就 ,在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一个

又一个的缺口 ,为这种新的自然观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

例证 ;正是“由于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 ,我们

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 ,

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 ,这样 ,我们

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 ,以似乎系统的形

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景。”[21 ]恩格斯说 :“自然

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 ,而且我们必须说 ,现代自然科学为这

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 ,并从而证明了 ,

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 ;

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 ,而是

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应当指出达尔文 ,他极其有力

地打击了形而上学自然观 ,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

界 ,植物和动物 ,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 ,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

的发展过程的产物。”[22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 ,标志

着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 ,标志着人类自然观发展史的一次革

命。

恩格斯强调理论思维对自然科学家的影响 ,指出“不管

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

问题只在于 :他们是愿意受一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呢 ,还

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

论思维的支配。”[23 ]他列举了科学史上的大量事实 ,如牛顿

晚年埋头于《约翰启示录》的注释 ,华莱士和克鲁克斯相信降

神术而陷入神灵世界等 ,说明科学家离开了理论思维不能前

进一步 ,蔑视理论思维就会投入神学的怀抱。由此告诫科学

家应该重视理论思维 ,学习辩证法 ,做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

者。

此外 ,为了批判杜林把进化论看作是源于马尔萨斯人口

论以否认生存斗争的客观性 ,是恩格斯研究进化论的目的之

一。恩格斯对进化论的产生作了深入分析 ,强调自然界中生

存斗争的客观性 ,指出 :“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

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 ,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 :人

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

斗争 ,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

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 ; ⋯⋯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

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24 ]进化论的产生是

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生产需要推动的结果 ,是达尔文有意识

创造性探索的结果 ,而不是马尔萨斯的书激发了达尔文潜意

识的产物。[25 ]

三 　局限分析 :对进化论的不满足

恩格斯在高度评价达尔文进化论对打击神学目的论、打

破形而上学自然观、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要性的同

时 ,看到了进化论的缺点和局限性 ,表达了对进化论的不满

足。他在 1875 年 11 月 12 日致彼得·拉甫罗维齐·拉甫罗夫

的信中说 :“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 ,但是我认

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 (生存斗争、自然选择) 只是对一种新发

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26 ]大约一

年后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 :“达尔文在说到自

然选择时 ,并没有考虑到引起单个个体变异的原因 ,他首先

说明这种个体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

征。在达尔文看来 ,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

———这些原因直到现在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 ,有一部分也

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 , ———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

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在这

方面夸大自己的发现的作用范围 ,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

的惟一杠杆 ,注重个体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而忽视重复出现的

个别变异的原因 ,这是一个缺点 ,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

所建树的人共有的缺点。”[27 ]在《自然辩证法》的准备材料

中 ,恩格斯对《物种起源》第四章中的缺点作了更详细的分

析 ,他指出 ,达尔文以前人们片面地强调有机界的互助与合

作 ,如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 ,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

供碳酸气和肥料。达尔文学说被承认之后 ,这些人又片面地

强调有机界的斗争与冲突。“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

内都是有道理的 ,然而二者都同样是片面和偏狭的。自然界

中无生命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包含着和谐与冲突 ;活的物体的

交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 ,也包含有意识

的和无意识的斗争。”[28 ]恩格斯认为 ,达尔文进化论的缺点

和局限性是时代和科学发展水平造成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进

化论将变得更加成熟。他说 :“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 ,所以 ,

毫无疑问 ,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

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29 ]

恩格斯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缺点和局限性的分析 ,正是后

来达尔文主义者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达尔文时代 ,由于

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 ,他虽然认识到生物变异与生活条件以

及杂交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未能揭示出变异的原因和机制。

物种的变异如何积累、巩固 ,并在世代中延续下去 ,成为当时

进化论的难题解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从细胞水平和

染色体水平研究生物进化规律的摩尔根学派 ,揭示了生物遗

传变异的物质基础 ,解决了这一难题。1937 年 ,杜布赞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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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遗传学原理与自然选择理论结合起来 ,完成了进化论的

第一次综合 ,推动了进化论的发展。50 年代后 ,随着分子生

物学、分子遗传学的兴起 ,从分子水平揭示了遗传与变异的

机制 ,实现了进化论的第二次综合 ,把达尔文进化论的发展

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有机界的互助、合作以及利他现象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

说面临的又一个难题。达尔文本人也观察到蜜蜂、蚂蚁等社

会性昆虫中的等级以及工蜂和工蚁的利他行为。对此 ,他大

惑不解 ,只得把这类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反例。[30 ]由于达

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影响 ,生物学家片面地强调有机界的竞

争与冲突 ,而忽视个体间的利他与合作。20 世纪 50 年代 ,生

物学家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室研究为合作和利他现象提供了

大量例证。1963 年 ,汉密尔顿 (William Hamilton ,1936 - 2000)

提出的亲缘选择理论[31 ] ,从概率的角度 ,通过分析亲缘关系

指数 ,成功解释了具有血缘关系个体间的合作与利他行为。

指出利他行为一般出现在亲族之间 ,并且与亲近程度成正

比。关系越近 ,相同基因就越多 ,利他行为有利于相同基因

在自然选择中的保存和进化。1971 年 ,特里弗斯 ( Robert

Trivers ,1943 - )提出了互惠利他理论[32 ] ,进一步解释了非近

亲个体间的合作与利他行为 ,强调这类利他行为是一种利益

交换 ,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的进化。这些研究成果表明 ,合作

进化是对竞争进化的补充 ,是对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新发

展。[33 ]由此证明了恩格斯关于有机体之间既有斗争也包含

合作 ,“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的观点。

恩格斯不仅分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不足和局限性 ,而且

通过对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起源以及人类进化的动因等问题

的研究填补了达尔文留下的空白。在《物种起源》中 ,达尔文

说明了千差万别的生物如何由同一祖先逐渐演化而来 ,但他

没有说明什么是生命 ,以及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如何产生

的。在《人类的由来》中 ,达尔文阐述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

置 ,论证了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但是 ,他无法回答人类

如何脱离动物界的问题。恩格斯在总结 19 世纪自然科学成

就的基础上 ,分析了生命的本质 ,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

方式 ,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

不断的自我更新。”[34 ]并且断言生命的起源是通过化学的途

径实现的。1876 年恩格斯分析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

中的作用 ,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一百多年过去了 ,现

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了恩格斯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的正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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