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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察 现 实 是 认 识 历 史 的 钥 匙

———序刘卫国盐史文集

李 根 蟠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 历史和现实相续相涵。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前代以残片、变体或延展的形式留存现世的“活史料”，通

过考察现实来“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独具特色的极其重要的理

论方法。刘卫国同志的盐史文集，是“考现”以识古的又一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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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盐业史论文集，并非

出于专业历史学家之手。作者是盐业战线的实

际工作者，主要是退休后才涉足盐史，积十余年

而成是书。这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也算是一件稀

罕事了。
他，就是被盐史界亲切地称为“老盐巴”的

刘卫国同志。
2003 年春，一个偶然的机遇，我为《盐业史

研究》的“巴渝盐业专辑”写了一编《绪论》。专

辑的作者大都是专业的考古学者或盐史学者，

唯刘卫国( 他在专辑中有两篇文章) 身份比较

特殊，算是“票友”吧。这时我们虽未谋面，但

已神交了。这年的秋天，刘卫国同志寄来了他

的几篇盐史论文，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有
视野，尤其是处处流露着作者对盐史的热情和

执着，令人感佩，我当时在“中国经济史论坛”
上安排了他的一个专辑。在这以后，刘卫国同

志继续在盐史领域笔耕不辍。最近他告诉我，

准备出文集了，要我写几句话为序。刘卫国同

志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能结集出版，可喜可贺，他

的嘱托我不能推托。不过，我不是做盐业史的，

有关专业内容的评价应该由读者和盐史工作者

来做，我在这里只能谈谈浏览文集以后所引发

的一些感想。
这个集子包括论文 19 篇，附录 2 篇，编后

记 1 则，图文并茂，印刷字数估计逾 30 万。文

集以研究渝东地区盐业史为己任。作者以盐业

生产为中心，通过描述盐泉利用方式和盐井形

态、盐灶形式的演变，揭示了渝东盐业生产起源

和发展的过程，梳理了渝东盐业生产形态和生

产技术演进的脉络。作者的研究又拓展到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如食盐运销和

相关的交通路线，人口迁移，族群之间的争夺和

融合，盐业与战争，盐业与政治，以及相关的民

风民俗等，文集中还有对历史文物的诠释、对传

世文献的解读，以及对特异地理景观的推介等。
在这些论述中，自然因素也和人的因素、社会因

素一样受到关注，地理环境在盐业起源与发展

以及盐业生产形态演进中的重大作用得到比较

透彻的说明。研究的时限以古代为主，往上追

溯到盐业的起源，往下延伸到近现代。文集中

还有研讨当前盐业生产、盐业市场和盐业政策

的文章，如对私盐泛滥和盐价双轨制问题的述

评，反映了作者殷切的现实关怀。由此可见，作

者不是孤立地研究盐史，他的视野相当宽阔，虽

然每篇文章都是研究个别的具体问题，但综合

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以渝东盐业史为中

心，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人与自然，历史与

现实纵横交错的立体场景。
作者关注和参与渝东盐业史研究是有缘由

的。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四川井盐生产是秦

朝晚期由李冰开创的，盐井的最初出现则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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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平原。巴渝地区的盐业史长期无人问

津。作者很早就感到这种论断与实际情况不

符，感到历史记载存在着严重的断层。弥补这

些断层，复原渝东盐业历史的真相，一直是作者

的心结。他一面呼吁专家学者重视渝东盐业史

研究，另一方面自己动手写文章“抛砖引玉”。
退休以后，他有了更多写文章的时间。这时适

逢巴国史研究在深入，而三峡库区抢救性发掘

出土了大量盐史文物，刷新了人们的认识，前人

错误的成说得以纠正，井盐史研究拓展到巴渝

地区，拓展到战国以前以至远古。这是盐业史

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盐业史研究》“巴渝盐

业专辑”的出版就是这一突破的重要标志。现

在，渝东盐业史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成果累

累。而作者长期的呼吁和研究，对此作出了特

殊的贡献。
刘卫国同志没有跨进过大学历史系的门

槛，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然而他写出了

地道的盐史论著，有些文章专业的史学工作者

也未必写得出来。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 我

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对他所从

事的盐业工作的挚爱，他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对盐有着深厚感情的“老盐

巴”。年逾花甲，退休了，吃穿不愁，一般人的

选择是颐养天年，他却把精力投到这种别人看

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文章不为稻粱谋”，他

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份感情，这种事业心。二是

作者知识面较宽，有相当的文史功底，有利于他

的研究，但比起一般史学工作者来，他真正的优

势却在于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对现实的盐业

生产和盐业管理的洞悉和熟稔。这种经验和知

识来源于长期盐业工作的实践。作者在盐业战

线度过了几十个春秋，从做工开始，1978 年从

部队复员后又长期担任盐业管理工作，使他有

机会跑遍渝东的山山水水，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刘卫国同志的盐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

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知识。
何以现实的经验和知识能够成为研究历史

的优势? 这就涉及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和研究历

史的问题。
“历史”有二义，一是指过去的事，二是指

人们对过去的事的记述或认识。这并非同一事

物的两种属性，而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

两种事物。前者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

在的“本来的历史”，后者是对客观存在的“本

来的历史”的主观记述或认知，也就是所谓“史

学”。两者既不容混淆，也不能割裂。这好像

是老生常谈，实际上是取得对“历史”科学认识

的第一步。
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也是不能混淆和割裂

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过往又不断继发

的过程。过往的成为历史，继发的更新现实。
两者的界线是清楚的。但现实在每一瞬间都过

往为历史，历史则在每一瞬间继发为现实。从

万事万物发展过程的延续性看，一切皆史。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 “我们仅

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甲骨文

史字作“ ”，《说文》: “ ，记事者也。”记事为

史，属于历史的第二义。所记对象的“事”发生

的当时是现实，被记录下来已成过往，属于历史

的第一义。但“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后浪

推前浪的滚滚长河。甲骨文中“史”与“事”同

为一字，这本身就蕴含着历史和现实不可分割

的哲理。历史和现实相续相涵。现实之源，现

实中许多事物的萌芽状态、初始状态包含在历

史中。历史或以残片、变体或延展的形式包含

在现实中，有形可辨; 或积淀为现实前进的基

石; 或形成传统融入社会的俗规制度和人们的

思想行动中，如气脉之行，无形可辨。总之，历

史似乎已经逝去，实际上它还在现实中“活”
着。这样，我们就既可以通过历史认识现实，也

可以通过现实认识历史。
如何通过现实认识历史，下面从两个角度

予以考察和说明。
其一，现世中的“活”史迹是研究历史的特

殊“史料”。
历史是既往的过程，它不能重演，后来的研

究者不可能亲历其境，进行实际过程的调查，只

能通过某种“中介”进行研究。这种中介首先

是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作为研究史料的历史

文献和历史文物，各有其特点和优点，亦各有其

不足。我国有门类众多、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

其中虽有后来人对前代事的追记，大部分则是

当时人对当时事的记载。无论过去或现在，历

史文献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但历史文献

也有其不足。例如，漫长的远古时代就没有留

存下可以利用的文字记载。有了文字记载以

后，历史上的事件和过程，包括某些重大的事件

和过程，缺载、误载和失载( 失传) 的情况是大

量存在的。传世文献的内容，即使是当时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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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事，也不等同于“本来的历史”，而只是“本

来的历史”的摹本和影像，属于第二义的历史。
由于记录者立场、经历、学养、嗜好、记忆等的差

异，其反映客观历史的广度、深度和真实程度是

各不相同的，有的甚至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因

此，对于历史文献，不应盲目信从，而应该抱着

科学存疑的态度，予以分析鉴别。几千年前孟

子就说过: “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郑板桥也

说:“书到疑处翻成悟。”古人研习历史，讲究辨

伪和考证。主要方法是用同一作者或不同作者

的不同篇章进行比对。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但

仅在文献圈子里打转，有其局限性。历史文物

用于历史研究，古代学人偶或为之，形成风气则

是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而大量历史文物陆续

出土之后。历史文物具有历史文献所没有的实

在、直观、形象的优点，或补文献之缺失，或辨文

献之真误。王国维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二重

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
相印证，传统史学由此开了新生面。但历史文

物也有其局限性。古物的出土带有偶然性，历

史上重要的遗物能够被发掘出来的永远只是一

小部分。也就是说，历史文物总是“残缺不全”
的。再者，考古文物的自然形态是一堆散在的

不会说话的物，它不会自行讲述人类施加于它

的活动，不会讲述它与其他的人与物的关系及

其发展演变。
人们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相互结合、相

互参证的办法来弥补它们各自的不足，除此之

外，还常常用得着另一种特殊的“史料”作为参

证。这就是以残片、变体或延展的形式存在于

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有的表现为

实物形态，有的表现为习俗、技艺、谣谚、信仰

等，其特点是生动具体而又确实可靠。如果说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

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

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

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

化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地区和民族

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遗迹呈现出多姿多彩的

面貌，某些后进的地区和民族保留的习俗，不啻

是先进地区和民族某些历史场景生动的再现，

它可以增进人们对历史的感性认识，帮助人们

解开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中难解的“谜”。如

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称为“文证”和“物

证”，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史迹就可以称为“活

证”。不过现实和历史毕竟是有区别的，现实

生活中这些活的史迹一般不作为直接的史料使

用，而用作直接史料的参证。这是一种特殊的

史料，认识历史的特殊中介。这样说丝毫没有降

低它在认识历史和复原历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考 察 现 实 为 认 识 历 史 提 供 了“钥

匙”。
“钥匙”的提法出自马克思，他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导言》中说: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

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

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

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

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

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

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

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

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

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

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

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

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社会”为例，说明考察

现实对认识历史的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社

会包含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片和因素，一类

是过去遗留而未及克服的东西，另一类是过去

只是胚芽或征兆而现在获得充分发展的东西。
上文说过，这些残片和因素作为研究历史的特

殊史料和特殊中介，可以弥补历史文献和历史

文物的不足。但考察现实对认识历史的作用远

不止于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结

构和社会关系的考察，可以由此“透视一切已

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

思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例如他研究资产阶级社

会，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是攫取剩余价

值，以此反观前资本主义社会，发现古代奴隶制

和封建农奴制作为剥削制度本质上也是对生产

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只是占有的方式各不

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利

润; 在封建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地租; 在奴

隶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形式上无法区

分，都表现为为主人的无偿劳动。这样的研究

已经超越了考证和复原历史具体事物的层次，

是对历史形态整体的把握和本质的揭示。马克

思把他的观点凝练成一个生动的比喻: “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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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是说，考

察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是认识处于较低发

展阶段社会的关键，马克思把它的作用比作开

启历史认识之门的“钥匙”，非同一般。可见虽

然这里具体谈的是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对研究古

代社会的意义，但他所阐发的原理对历史研究

具有普遍意义。
在历史研究中利用仍然“活”在“现世”中

的前代遗物，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这是马

克思主义史学独具特色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方

法，为史学研究指出了重要途径和开拓了广阔

的前景。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研究历史的“古今

中外法”，包含了古今相续相涵、互证互补的原

则，与马克思的“钥匙”说一致。中国共产党人

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战国秦汉以后社会

封建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的

逆向考察的过程。上世纪末，农史界有的学者

提出作为研究历史的途径和方法的“考现学”。
这些都是马克思关于考察现实是认识历史的

“钥匙”理论的应用和实践。我在《关于马克思

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 载《史学史

研究》2011 年第 3 期) 一文中曾有所论述。
对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后来人比当时人更

清楚、更深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事物处于萌

芽和初始状态时，不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

当它们发展到发达和成熟状态时，其性质、特点

才能被人们真正认识，这时再反观它们的萌芽

和初始状态，就容易理解了。同时，既往的历史

虽然已经定格，但它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其所

产生的影响，往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

逐步地显露出来。后来人研究前代的历史，困

难是不能亲历其境和资料的残缺不全。但也有

有利条件，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活的历史遗迹

可供利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发展到更为成熟

的阶段，有利于“透视”它的萌芽状态和初始状

态，而历史事物的内涵、本质和影响也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暴露得更为充分。这些条件是当时的

人不能具备的。所以后来的学者理应有新的发

现，新的收获，取得比前人更好的成绩。要做到

这一点，关键之一是真正弄清现实与历史的关

系，站在现实的制高点上考察和审视历史。
刘卫国同志的盐史研究，是从现实出发，以

现实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任何研究( 包括

现实研究和历史研究) 都是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刘卫国

同志始终立足于现实来认识历史。作者没有盲

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

其可靠性和可信度，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

在成都平原开掘盐井的成说之背离实际，渝东

盐业历史长期被遗忘之不合情理，使他产生疑

问，形成“心结”。这就是提出问题的过程，也

是他的渝东盐业史全部研究的起点。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标准，看来不但适用于现实问题的认

识，也适用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刘卫国同志丰

富的实际经验和知识，不但使他能够敏锐地发

现以往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使他能够

另辟蹊径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以自然盐泉

如何向人工盐井演进问题为例，在渝东各地的

文史资料中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记载，在这种情

况下，作者转而对渝东地区 400 余口古盐井进

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

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

类型，而这也构成了依次演进的系列。原始井、
雏形井、过渡井本质上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井。作者指出，盐井各种

类型的形成，与当地特定地理环境有关，而推动

其演变的动力却是洪水。这样，作者在缺乏可

用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为对现实存在的盐井进

行类型分析，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

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

一种创新。类似的例子在文集中还有不少。
刘卫国同志的这部文集，可以说是“考现”

以识古的又一成功的案例，他的实践从一个侧

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

的一把金钥匙。

责任编辑: 仇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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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Ｒealit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 Preface of Liu Weiguo＇s the Work about Salt Industry History LI Gen-fan

( Institution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The history is related with the reality． The important typical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s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all disappeared structures of the social form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by investigating realities which are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the forms of historical pieces， variants， and extension． The Work about Salt Industry History of Liu
Weiguo is a successful cas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by investigation of realities．
Key words: Salt Industr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by Investigation of Ｒeality;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Ning Ke＇s Ｒesearch on Economic Forms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y LIU Yu-feng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Ning Ke＇s researches on economic forms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y present logical and progressive features， which not
only study structural connotation of economic forms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y， but also study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 democracy
that is political system in feudal countries based on the feudal economic foundation． Besides these， Ning Ke＇s researches reach
the height of exploring economic and social forms in Chinese feudal society， and reveal the unique way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y the analyse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udal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tical system， and deep so-
cial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s produced by them．
Key words: the Feudal Society; Chinese Feudal Society; Economic Form; Social Form

On the Basic La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verning Itself LEI Hou-li1 ， LEI Lei2

( 1．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Guiyang， Guizhou 550001; 2．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Gui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iyang， Guizhou 550005)
Abstract: The basic law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verning itself is the inevitable essential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nal fac-
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mong the many connections， the closest and most fundamental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ing the Party and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 Party governing itself， which must be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erving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is decid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
ty and the people． The Party governing itself has effect on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
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nd these two works must be carried on simultaneously． It is the
basic law of the Party governing itself to b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verning the Party; Law

Ｒealistic Values of Chen Yun＇s Methodology Principle o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WANG Jia-yun
(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Abstrac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depends on whether methodology unified with world view and
epistemology right or not． In the practice of leading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Chen Yun paid
abundant attention to thinking methods in order to form a series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principles． His methodology principles
have significance o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Firstly， we need to grasp the direction， which is to mak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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