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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斯芬克斯之谜”除了具备关于“人”的本质的隐喻，在社会存在的语境下还象征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复杂性和矛盾性，具有“历史之谜”的特殊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通过分析经济结构、阶级矛盾和

历史发展规律，以此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与“斯芬克斯之谜”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其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解社会存在的本质和内在矛盾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视野，并由此在历史

发展的道路上为人类提供“知”的力量，打败拦路的“巨兽”，不断破解社会的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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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ddle of Sphinx” not only contains metaphors about the essence of “human”, but also sym-
bolizes 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existence, with a special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historical mystery”. Marxist theory is 
precisely through analyzing economic structure, class contradiction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aws, in order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which has an inherent theo-
retical fit with the “Riddle of Sphinx”. I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ro-
vid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social existence and the laws of 
internal contradiction movement, and thus provide the power of “knowledge” for humanit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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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efeating the “giant beasts” that block the way, and continuously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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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芬克斯之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斯芬克斯之谜”象征着人类社会中

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它包含着种种难以解答的问题和困惑，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为了揭示和解决这些

社会存在的谜团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深入分析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矛盾和历史发展规律，试图

找到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进步的方向和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芬克斯之谜”的关系是

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原则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存在的奥秘，“斯芬克斯之谜”的问题靶向也

牵引着马克思主义在破解历史发展难题的路上愈行愈远。 

2.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厚土壤之中，“历史唯物主义作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1]，唯物史观是破解人类社会

谜题和指引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之眼”，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

共同构建了一套关于社会存在和历史变迁的理论体系，据此，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

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决定关系。通过

深刻剖析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突破了传统哲学对于社会现

象表层的描述和解释，转而从根本上探究了社会存在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矛盾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马

克思主义进一步明确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

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和阶级斗争的激烈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关键要素在于其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分析过

程中，它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揭示了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唯物辩证法更是以科

学的实践观为基石，从物质到意识，再到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在超越唯心辩证法的过程中进一步要

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2]，从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

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 p. 527)，成为了人类历史发展披荆斩棘的锐利武器。唯物辩证法为马克

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的科学方法，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

中，展现其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为其提供了一种深刻透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并将人们从

历史上宗教的“幻象”中解救出来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站在历史主体的角度揭开历史发展的神秘

面纱，他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

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4], p. 605)也就是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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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单个人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3], p. 287)，由此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站在历史的高

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这种能力对于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具有重要的理论支

撑作用。 

3. 斯芬克斯之谜与社会存在 

“斯芬克斯之谜”源自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

一个长着狮子躯干、女人头面的有翼怪兽，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它对来往忒拜城过路的人询问谜语，

将答错或答不出的人吃掉。“斯芬克斯之谜”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象征性谜题，蕴藏着丰富的寓意，斯

芬克斯的谜语是“什么动物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走路”，谜底是“人”。从解谜的角

度出发，“斯芬克斯之谜”无疑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追问，阿波罗神庙石柱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都表明了古希腊对“人”的深刻思考，正如古希腊罗马

文化研究者安·邦纳所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注意的是人的利

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5]，因此，

“斯芬克斯之谜”乃是人的存在之谜，经由俄狄浦斯，“人的存在不再成为不可解的难题而变得清晰和

透明”[6]。 
解“斯芬克斯之谜”的谜语，确证了“人”的存在，但“斯芬克斯之谜”的寓意不止于此。在《俄

狄浦斯王》的视野里，忒拜城陷入瘟疫的困局，而斯芬克斯拦在出入忒拜城的必经之路上，想要进入或

逃离的人被谜语难住接连丧命，这头怪兽的厉害毋庸置疑。奇怪之处在于，为什么这样一头厉害的怪兽，

被俄狄浦斯答出“人”的谜底后就坠崖而亡呢？这一现象到底有着怎样的寓意呢？从这里可以了解到，

斯芬克斯的力量与它所提出的谜题息息相关，人们不知道谜语的真相就被它打败，知道了真相就能轻易

打败它。由此可知“斯芬克斯”是人们心中对未知事物恐惧的具象隐喻，人面对未知产生疑虑，疑虑滋

生恐惧，恐惧让人无力，“知”的力量可见一斑。 
亚里士多德曾言：“‘斯芬克斯’者，‘现实社会’也！”。“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看似被俄狄

浦斯解开了，忒拜城也仿佛解除了危机，但根据谜语的内容“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

俄狄浦斯是从谜语的表象中抓住“人从幼年到老年是不断变化的”特征，从而得出“人”这个答案，俄

狄浦斯确认的变化的“人”，是从人的自然性中抽象出来的。而现实的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7], 
p. 13)，他作为社会中“现实的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的本质，因而无法认清到自己身边真实的社会关

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杀父娶母的悲剧。由此可见，拦在人前行道路上的不是只有一个“斯芬克斯”，“斯

芬克斯之谜”深藏着关于人类社会存在本质与发展规律的隐喻。在这一隐喻中，“斯芬克斯之谜”被赋

予了关于人类智慧和社会进步的深层意义，若要解答这一谜题，不仅需要搞清楚“人”的存在问题，更

需要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规律有透彻理解，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人只有真正认识‘自己’，才

能更好认识世界”[8]这便要求我们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知”的力量。 

4. 破解谜题之关键：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 p. 
591)，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变迁的结果，这一观点系统地揭示

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由此，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存在的谜题，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

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表现，而破解这一谜题，关键在于认识并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和发展。 
在社会存在的语境下，“斯芬克斯之谜”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难题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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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这些难题往往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密切相关，它们如同一个个待解的谜

题，横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上，而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智慧，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不再是“谜”，人们

也不再无力。“斯芬克斯之谜”由此得到了全新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将其比作人类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

的各种社会矛盾，同时认为，生产力、分工、交往等现实因素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更迭即人类历史

演进的动力所在[9]，正是通过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和解决，社会得以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其辩证的

方法论，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和解决途径，为破解历史发

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得到了深刻的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

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4], p. 223)它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前一个社会形态转变而来的。历

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物质决定论”，实际上是站在资本主义“物质至上”的更高阶段，看到了人在“以

物为本”条件下“关注的对象不能满足潜在的需要”[10]的现实矛盾，由此指出不仅要分析社会存在的物

质基础，还要关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既要注重经济基础的

建设，也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因此，历史唯物

主义不仅能够为正在破解人类社会“斯芬克斯之谜”的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能够在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的过程中形成适合各国国情的理论创新，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推动历史不断向前。 

5. 持续破解社会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 

将“斯芬克斯之谜”对“人”本质的追问，进一步拓展到对“人类”社会本质的追问，马克思对此

的回答是：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7], p. 591)。当前，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1], p. 66)，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充分考虑人的状态

和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找准方向的同时发掘力量，持续破解社会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 
“现实的人”离不开衣食住行，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

质生活本身”[12]，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性规定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由此，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

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中都内在包含着制约人的因素。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在摆脱了封建制度下“人的依赖

状态”后，资本主义又构建起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制度和文化，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以

帮助人更好生活的工具，同时也沦为监督和奴役劳动者以实现更多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形成了“科学对

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13]的现象，又造成了“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

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4]的假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矛盾模糊了人的主体性，资本逻

辑下社会集体意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掩盖了社会发展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这种发展状

态无疑是对解答人类历史道路上“斯芬克斯之谜”的偏题。因此，要摆脱现代社会危险的境况，必须从

现代形而上学、资本、现代技术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文明展开批判，紧扣“人”这一历史主体，以人本

逻辑战胜资本逻辑，[15]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否定之否定”的更高阶段

得到回复，从而保证解题思路的正确方向。 
另外，“现实的人”始终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类社会起源于共同体，人类历史在共同体的

范畴内发展和演进。[16]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在生产和交往范围十分有限的条件

下组成了大大小小的社会共同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 p. 
168)从世界市场到数字经济的发展变化证实了“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17]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意志和行动在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历史的合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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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各民族过去以分散的、孤立的状态朝着各自的目标发展，各个方向的力相互抵消，推动历史前进的

合力就小，而近代以来人类正在形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共同体，世界历史相互联系、彼此贯通，更多同向

的发展推力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日新月异。正在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

意味着汇集更多力量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可能，而要实现人类社会的集体福祉，就必须在全人类范围内

凝聚命运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引导和形成更大的历史合力，为突破阻碍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上的重重关卡

提供力量保障。 

6.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18]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已然在经

济、政治、民生、生态等各个方面化身为新的时代之问，要打败拦路“巨兽”，回答“人类向何处去”

([7], p. 537)这一根本性问题，不仅需要深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还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适

应时代发展和各国国情的基础上推动各国发展进步，最终走向历史的“自由王国”实现共产主义。那时，

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如马克思所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

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p. 187)。反之亦然，“它是历

史之谜的解答”([3], p. 185)。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31.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27, 287, 187, 185.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05, 223. 

[5] 鲍∙季∙格里戈里扬. 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4: 28-29. 

[6] 雒建慧. 尼采与索福克勒斯[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49.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 591, 591, 168. 

[8] 高崖.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的哲学绝唱[J]. 理论探讨, 2005(2): 45-46. 

[9] 杨洪源.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发生学探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10): 105-122, 206-207. 

[10] [美]奥尔曼. 异化: 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M]. 王贵贤,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93.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66, 537.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8-79.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571-572.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6-200. 

[15] 刘日明.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 哲学研究, 2023(2): 5-15, 128. 

[16] 邓欢.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的逻辑延展[J]. 兵团党校学报, 2023(6): 72-79. 

[17] 习近平.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3-3-24(2). 

[18] 斯大林. 论反对派[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249.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7218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斯芬克斯之谜”解析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f the “Riddle of Sphin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3. 斯芬克斯之谜与社会存在
	4. 破解谜题之关键：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5. 持续破解社会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
	6.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