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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础” −
,

而他所提出的理想社会体系并不

是那种与以往的历 史无关的
、

超越时间和空

间条件的
、

符合于理性的水恒要求的体系
,

而是过去的全部历史的必然结果和 自 然 势

过程
#
从古代社会到封建神学制度的社会体

系是在神学思维的基础
∀

%建立的 , 资本主义

制度的社会体系
,

是
,

在形而 上学思维的撮洲出

脚逮二认的
, 而瀚在既热人类的思维已经从形



寻找
。

但又认为为 了进行生产
,

必需劳动工

具
,

而这些工具是由人们发明的
,

发明工具

则需要人们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和 知 识 的 进

步
,

因此
,

产业的发展乃是人类智慧发展 的

无条件的结果
,

知识的进步乃足历史发展的

拢本动力
。

在他看来
!

似乎产业的取要作

理想社会而
“

一 # 28以运用的唯一手 段 就 是 宜

传
”
匆

。

也由于从抽象的人性出发
,

所以他

只看到 “社会是 由个人构成的
” /

,

看不到

离开
一

9 社会 也就没有个人
,

个人的一切智慧

和才
‘

能都是从社会得来的
,

从而 把 人 的 理

性
、

智慧的发展
,

脱 离开社会实践这
一

客 观



的内在结构
,

并不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运动
,

因而也不 可能真正懂得物质生产

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
。

这就

决定了他不能给社会历史的合乎规律性的发

意发展社会生产力
,

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安

求
,

不断地
、

及时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巾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
,

一

以尽

快创造出超越资本主义的劳动 生 产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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