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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有机体的实质是一个“ 关系场”
!

李本松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中国 北京! "##$%&）

摘! 要：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实质是一个关系场，这个关系场是属人的关系场，

也是处于社会情境中的关系场，是由实践形成的关系场。这个关系场是以人为点，通过实践

形成的，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关系积聚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关系是越

来越丰富和越来越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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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有机体的实质是一个关系场，这个关系

场是属人的关系场，也是处于社会情境中的关系

场，是由实践形成的关系场。这张关系之网是以

人为点，通过实践形成的，每个网点就是个人，网

线就是 交 往 或 关 系，实 践 就 像 一 把 织 网 的“ 梭

子”，人就像“ 梭子”的使用者。人的关系与他的

交往一样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交织的、发散

的和丰富的。同样，这张关系之网也不是平面的，

而是立体的、交织的“网体”。

从马克思的论述说起

马克思在《"$,,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

指出：“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

象性的存在。”［"］-&+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

“以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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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 哲

学的贫困》中说：社会是一个“ 一切关系在其中同

时 存 在 而 又 互 相 依 存 的 社 会 机 体。”［&］",- 在

《"$+%———"$+$ 经济学手稿》中说：“ 社会不是由

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

和关系的总和。”［-］&&#

当然，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上述意思的

话有很多，仅从对上面的几段话的分析可以看出

有如下几层含义：马克思认为，人和社会的存在都

是关系的存在，没有关系就没有它们的存在。一

切关系都是对象性的关系，表明关系是互相依存

的存在。社会是一个一切关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

而又互相依存的关系机体，这是一个超大的和超

复杂的“关系体”。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关系

场”，这种关系场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一切关系

在其中同时存在，具有总括性和综合性；一切关系

又是互相依存的，具有整体的依存性；一切关系构

成的是社会机体，具有整体的生命性。这个关系

场是由人的活动即实践形成的。

人的存在是关系的存在，社会关系是人的本

质，并且人是关系的集合体。马克思说：“ 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的存在也是关系

的存在，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

的关系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 一

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

体”。所以能的结论，对人和对社会而言，本质上

都是关系的存在，人是一个多种关系集合的“ 关

系体”，社会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

又互相依存的“ 关系场”。例如，在马克思看来，

社会的一切都是关系，人是关系的存在；商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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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不是物，它是一

种社会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也是一种关系等等。

构成社会关系场的关系是人的关系，具有属

人性。“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社会是从人出发

的，社会中的一切关系都是人的或者围绕人的关

系。这里的人是现实的和实践着的人。所以，人

是社会关系的主体，社会关系的属人性说明，人是

社会关系的主体，这是社会关系的人的主体性。

社会是以人为主体建立的，社会是人的社会。现

实的社会是由现实的人形成，马克思说：“ 人就是

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关系具有社会性，是社会

中的 关 系。马 克 思 说：“ 个 人 是 社 会 存 在 物。”
［#］$%!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是互相生成的，人的

社会化和社会人化是同一的，统一于现实中。现

实的人也是由社会形成的，所以，社会关系是属人

的，现实的；而人的关系又是社会的，现实的。社

会关系的社会性实际上是社会对人的意义，对此，

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人与人联系的

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人的存在，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

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要素。”［#］$%#

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关系是对象性的，这种对

象性的关系既是人对自身的关系，也是人对他人

的关系。人对自身的关系，是人为自我的存在，我

的存在就是我。这种情况下，我与对象性的我是

同一的。但是，要认识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人，

这是因为关系是对象性的。“人对自身的关系只

有通过他人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

象性、现实的关系。”［#］#% 人对他人的关系也是一

种对象性的关系，这种互相的对象性的关系就是

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是他自己为别人存在，

同时使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使这个别人为他

的存在。这说明我是别人的对象性的存在、认识

的对象，别人也是我的对象性的存在和认识的对

象。我与他人具有互相的依存性，关系上的互相

联结性。因此，人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关系应该

从对象性出发。

这种互相的对象性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主体间

的互相的依存性，这种互相的对象性就是主体间

性。这种主体间性是属人的，对象性的主体间性

不仅是属人的，更是社会性的。只有当对象对人

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

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

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

说才成为社会的存在物。

社会有机体的关系具有总括性、综合性和整

体性。社会是总括了一切关系的，它包括了人、自

然和社会的关系，总括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

一切方面和关系的，这些关系综合了社会的一切

的结构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社会的一切现

象的关系，因而，具有整体性。由于社会是由所有

这些关系的同时存在和互相依存而生成的机体，

所以具有有机的性质。

社会有机体的实质是一个“关系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社会有机体是“ 一

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超大的

和超复杂的关系体。从词义上讲，关系是一个对

象与另一个对象之间的具有某种性质的互相的联

系。但是，关系是专属于人的范畴，就像价值这个

范畴一样，所有的关系都是指人的关系，动物没有

“关系”。场最初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被引入到

社会科学中之后，表明某物处处都存在，对所处其

中的任何物都有某种作用。人类社会是一个关系

社会，并且人类社会是一个“ 一切关系在其中同

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的巨大的关系场。其原

因可以从如下的几个方面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是

关系的聚合体，并且是多种社会关系的聚合体。

人首先是一个生物性的和物质性的肉体的存在，

这是人的生物性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谈人的其

他的一切问题是不对的。但是仅仅有人的生物性

的肉体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人之所以是人不是

因为这个，而是由于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他有

社会性的关系，他不是只在肉体本身上存在着，是

在社会上存在着，是关系上存在着。原因在于人

是活动的，活动必然有对象，必然要发生对象性关

系的。社会的每个人都是有多种关系，是一个关

系聚合体。因此，由人组成的社会必然是关系的

社会。从社会来看，社会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就

像生物体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一样。然而，社会

与个人的关系就像是麻袋和土豆的关系一样吗？

不是！社会是由个人通过各种关系联结而成的关

系集聚的有机体，具有新的性质的机体。就像生

命的细胞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单元，而是与其他的

细胞有机联系而生成的超越它自身的新体一样。

所以，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整体来说，社会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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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系场。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实践是形成社会有机体

的机制和原因，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内容，实践是

社会是一个关系场的原因。实践造成了主观和客

观的二元的分离和分立，即主、客观的二分化，同

时更是通过它才使两者统一起来。在这一过程

中，形成了各种的关系。实践是人以自身活动来

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

人于人的互相关系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活

动和过程。在这个活动和过程中，人要与自然发

生关系，自然是实践的对象之一。人与人结成关

系，为了生产，人成了联合的关系，生产有巩固和

发展了这种关系。社会是个人的独立的存在，对

人的实践具有制约作用。人的意识是产生于人的

实践中的，人与自己的意识既是一种关系，又是一

种结果。实践是人的实践，社会是围绕人而建立

起来的，社会就像一个扩大的人。无论从实践的

活动来看，还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社会是由实践生

成的关系场。由于实践的人的无数，社会实践的

形式和领域的多样，社会的关系场是一个超大规

模的和超复杂的关系场。

社会有机体的构成的要素是由人、“ 组织”、

“器官”、“系统”等，每一种的要素都是一种关系

体。人是一个多种关系的集合体。作为社会有机

体的“组织”的几种社会组织本身都是人的关系

的集合体，它们都是由关系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

它们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形成的机制和维系个

人之间的纽带是相同的，这些社会的组织都是通

过社会关系来生成的。其他的社会有机体的构成

的要素也同样如此，都是只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集

合体。这些社会要素是怎样构成社会呢？同样，

它们是由关系而联成的一个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

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社会的各方面、社会

现象、社会生活和社会过程是有机的。离开关系，

我们无法认识社会和理解社会。

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是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

的内容和形式，是决定社会是一个关系场的重要

的原因。先看看分工，分工对社会而言具有必然

性，因为社会的生产有不同的类型，由不同的主体

来承担；社会生活有不同的领域和部门，它们承担

社会有机体的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因此，无论对

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和运行。社会的分工是必然地

和必不可少的。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社会就

像一个大的工厂，它们都有社会分工。马克思说：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

点，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 社会分工是社

会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的制度形式，所以，分工

也是社会的存在的形式。社会分工将人分成不同

的部分，机器的发展更加剧了人的分化，人被分得

越来越细，人的存在的形态和方式越来越多。正

是由于社会的分工，社会被分成不同部分，人也被

分成不同的部分和承担不同的角色。人的存在和

发展必须以他人为前提，人必然要与别人发展多

种的关系。同时，由于人被分化，并且越来越细，

人分属于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群体和组织，这样人

的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所以，分工是社会

是一个关系场的原因。

同样，交往也是社会是一个关系场的原因。

交往与分工是紧密相连的，与人的社会生活相连，

是实践的重要的内容。交往是人们之间的交互作

用，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是人交互

作用的产物。交往需要一定的中介，例如，语言。

交往也是在一定的形式和制度下进行的，而这些

又是人的交往的产物。交往的结果必然形成主体

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一定的结构，其实，结

构本身也是关系。交往是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关系

长的原因。

由于社会实质是一个关系场，尽管社会也是

一个实体，有物的存在和结构，但是，社会及其关

系才是社会的特质。所以，反映在我们的思维上

来说，应该是关系思维，而不是实体思维。社会有

机体是各种的、大量的关系纠缠在一起的，它们互

相依存、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和功能上互相配合从

而生成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关系是生成的

和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是互相决定的和互相生成

的，而不是直线的、机械的和预成的关系，不是甲

决定乙，乙决定丙的关系。社会的关系是树状的

网状物，而不是线性的机械物。

社会有机体的关系的发展历史

社会有机体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

程，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质上和从量上来。

从质上来看，主要是看人类关系的和谐程度，

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社会有机体的关系

的发展是三阶段，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以人的早期的关系状况为起点的，早

期人的关系的发展是较少的或没有充分发展的，

人几乎没有差别，没有分化，这种人的发展状况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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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是一片空白、一张白纸。马克思说：“ 在发展的

早期，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

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

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同他自己

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

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为止。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关系的发展积累了以前

的一切发展的成果，并获得了新质，人也获得了巨

大发展，但发展是片面的，人的关系是被异化了的

关系。人的关系的发展继续向前，也必然要否定

资本主义形态下片面关系的人，这就是共产主义。

人实现了自由、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人的关系

是充分的自由，全面的丰富，和谐的统一。

从量上来看，主要是看人类关系的丰富程度，

这主要是指人的关系的数量和种类的变化。站在

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的关系是不断丰富的和扩大

的，这是因为人的实践是积累和扩大的，人的关系

也必然是积累和扩大的。从数量来看，人的关系

的数量是越来越丰富的。以前人总是很少离开自

己的生活地域，是以半径几公里的地域作为自己

活动的区域，人的活动和关系受地域和时间的限

制，不可能有丰富的关系。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全

球化的时代，这是能促进人的发展的最广阔的空

间现实，它极大地开阔了人的视野和思维，使人由

于地域的局限所造成的狭隘性和偏见性被彻底改

造，使人的交往、关系和能力得到极大的拓展。同

时人的实践和交往的手段和形式日益多样化，与

此相联的是日新月异的世界性的新科学技术革命

的巨大作用，它所创造的新的技术手段极大的丰

富了人的关系的内容和本质，在改变人的现实性

的存在关系上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互联网技术所

创造的虚拟空间使“真的假”和“假的真”都存在，

使现实和虚拟的边界变得模糊，同时它所创造的

虚拟交往方式正丰富着人的关系结构。所以，人

的关系的数量和种类是不断增多的，人的关系在

不断地丰富着，这种趋势也正在持续加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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