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要

河北人民出版社

读 原 著 　 学 原 文 　 悟 原 理

河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心　著

河北省委党校学科建设资金资助出版



书　　名　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要

著　　者　河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贺秀红　付　聪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赵　建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石家庄燕赵创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1174-1/B·236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精要 / 河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心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202-11174-1

　　Ⅰ. ①读… Ⅱ. ①河… Ⅲ. ①马恩著作－学习参考资料 Ⅳ. ①A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2045号



序　言

一个伟大时代的前进，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今天，正处于这

样一个砥砺前行的伟大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

艰苦的奋斗，也是一次豪迈的进军，既需要我们的毅力和勇气，更需要我

们的思维和智慧。

毅力、勇气源于理论的自信，思维、智慧来自哲学的启迪。恩格斯

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学哲学、用哲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的学习，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

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和方法论”等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党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经验和事实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

是安身立命的基础，犹如大厦之柱，树木之根。如果“看家本领”不过

硬，出现恐慌，就会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

观上出问题，“家”就“看”不住，就有“丢家”“败家”的危险。针对

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看家本领恐慌”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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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能力，增强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能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

掌握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炼就过硬的看家本领，一个重要的

途径就是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典之所

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说出了可以让我们经常回味、常用常新的话，咀嚼

它、体味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明白现在、指导未来。通过重返马克思主义

原典，温故而知新，返本以开新，生发出新的思想智慧和行动力量，更好

地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

进各项工作，不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河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心所著《读原著 学原文 悟

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要》一书，精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

的十二篇经典文献，通过对原著文本的要义解读，分析了该著作文献的原

理精髓，紧密结合当前实际阐发了基本原理的精当应用。该书体例结构也

别具匠心，对每篇经典文献做三方面阐发：“原著简介”，说明这是怎样

的一本书，使读者对著作文献有个整体简明的了解；“原文精要”，抓住

著作的核心思想，概括提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理悟用”，紧扣

时代脉搏，突出问题意识，着力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

实际指导作用。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要》一书试着在当今时代架起一座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桥”，这个方向和

努力是值得大加肯定的。也正因此，该书在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学习培训

中也就有了它的参考使用价值，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贡献了一份力量。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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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简介◇◇

实现多年夙愿的一部著作

对“某种复活”“残羹剩汁”的回应

欣然命笔的“一篇批评文章”

“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原文精要◇◇

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不可知论的批判

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原理悟用◇◇

哲学思维变革要重视自然科学的发现

要看到字面名词背后的思想实质

正确的“终结”方式是“扬弃”



原著简介

恩格斯所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

称《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它写于1886年，同年发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上。1888年，恩格斯经过进

一步修改，并加写了一篇序言，发行了单行本。

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

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说

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1．实现多年夙愿的一部著作

恩格斯写作《终结》，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马

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多年以来的夙愿。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5—1846年间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就曾

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涉及到这

一问题，但书中关于费尔巴哈的那一章没有写完，而且由于反动当局和出

版商的阻挠，这部著作在当时未能出版，“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了”a。

在此后的40多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一些著作中谈到过黑格

尔哲学，“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

他在很多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

来没有回顾过他”b。因此，恩格斯认为很有必要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要4

来”a，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

关系作一番深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揭示出其中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

以实现他和马克思多年的夙愿。

2．对“某种复活”“残羹剩汁”的回应

《终结》的写作，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哲学思想斗争的迫切需要。

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工人运动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得到了很大发

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千百万觉悟了的工人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理论来源之间的关系了解甚少。

另外，在英国以及瑞典、挪威、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德国古典

哲学“有某种复活”b，出现了所谓“新黑格尔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者

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承接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糟粕，并在

“新哲学”的幌子下试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

同时，在德国，出现了许多折衷主义流派，其中影响最坏的是所谓

“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者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力图复活康

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并且把黑格尔当作“死狗”丢在

一旁，污蔑马克思抄袭黑格尔的辩证法，竭力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

古典哲学的本质区别。当时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到处兜售以实现某种抽象

道德观念为目的的“伦理社会主义”“借哲学名义来施舍折衷主义的残羹

剩汁”c，来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

系就十分必要，“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

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d。

3．欣然命笔的“一篇批评文章”

恩格斯撰写这部著作，其直接原因是应《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邀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d《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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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写一篇批评文章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a，使恩格斯正好

有机会来完成摆在他面前的上述任务。

丹麦哲学家施达克为了驳斥德国的大学讲师们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于

1885年写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但他不懂得区分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的标准，错误地把费尔巴哈当作一个唯心主义者来对待。

根据这一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约请恩

格斯写一篇批评文章，于是恩格斯“欣然同意了”b。

4．“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终结》是恩格斯晚期一部成熟的代表作，它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当时在哲学方面的成就。这部著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和费尔

巴哈哲学的关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哲学著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列宁

曾评价这本书，说它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c。这部著作也是我们

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程。

原文精要

《终结》这部著作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

背景和阶级实质，揭示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分析黑格尔哲学的唯

心主义体系同辩证法之间的矛盾，说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费尔巴哈唯物

主义出现的意义。第二章主要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

题，阐述划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可知论同不可知论的界限，分析包括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批判施达克混淆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错误。第三章主要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宗

教观和道德观，揭露了他以抽象的人为核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源。第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c《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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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说明马克思主

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下面结合原文，作重点部分的精要解读。

1．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恩格斯在《终结》中以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哲学命题为例，来说明黑格

尔哲学中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近视的普鲁士政府和同样近视的资产阶级自由

派都简单地把“现实的”等同于“现存的”，仅仅看到这一命题是把“现

存的一切神圣化”，所以政府“感激”、自由派“愤怒”。实际上，在黑

格尔看来，并不是任何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地具有现实性。现实的“仅仅

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在它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事物的必然性也要不断发生变化，一旦超过了这

个必然的限度，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不必然的、不现实的、不合

理的东西了，就必然会被具有新的必然性、富有新的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所

代替，或者是“和平地代替”，或者是“通过暴力来代替”，总之，新生

事物代替逐步衰亡的现存事物，这是必然的。所以，“按照黑格尔的思维

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

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黑格尔这种一切都是变化发展的，一切现存的都将灭亡的辩证法思

想，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这个“合理内核”的革命意义在

于：（1）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

法；（2）摒弃了所谓“绝对真理”的教条，真理是“认识过程”“长期的

历史发展”“从较低阶段到较高阶段的不断上升”；（3）抛掉了在国家制

度上的“尽善尽美”的完美幻想，历史是依次更替的，人类社会是由低级

到高级的无穷发展。（4）推翻了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指出

了事物的暂时性、阶段性。

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合理内核”——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方面——

却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黑格尔哲学存在着体系和方法的

矛盾，方法是辩证的、革命的，体系却是唯心的、保守的。黑格尔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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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一个以“绝对精神”为起点，又以“绝对精神”为终点的封闭的圆

圈，这种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就“窒息”了其中包含着的革命的辩证法思

想。

怎样把这个“合理内核”从封闭体系中解救出来？斯特劳斯和鲍威尔

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他们一个抓住黑格尔的“实

体”反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另一个则抓住“自我意识”反对“实

体”，但都没有触动黑格尔哲学的体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

义体系，但他连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像这种简单抛弃、“干

脆置之不理”的做法，“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对黑格尔哲学作“批判

地克服”“本来意义‘扬弃’”，即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这个形式

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的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2．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终结》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

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恩格斯总结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后

得出的科学结论。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它是每一种

哲学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且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恩

格斯首先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历史考察。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和

知识条件的限制，人们还不能了解人的身体构造和做梦现象，于是便产生

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从这时起，人们就开始思考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时就产生了。同样，由于人们不能

正确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和最初的宗教也就产

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多神教逐渐抽象化为一神教，诸多神“蒸

馏”为唯一的神。

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源于远古的蒙昧时代，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

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哲

学基本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

从来就有的？”实质上就是争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

是精神，还是自然界？”从此以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冲破了神学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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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才获得了直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成为解决其他一切哲学

问题的出发点。

恩格斯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

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也就是

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便“组成唯心主义阵营”；相反，

“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

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

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根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区分为可知论和不可

知论。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世界是可知

的；但是，也有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否认彻底

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持不可知论的观点。

3．对不可知论的批判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对不可知论

都从理论上进行过批判。

黑格尔从辩证法的角度，批判不可知论割裂现象和本质的错误，指出

现象和本质是辩证的统一，不能分为“此岸”和“彼岸”，本质存在于现

象之中，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人们可以通过现象认识本质。这种驳斥是深

刻的，切中了不可知论的要害。不过黑格尔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

存在是现象，思维才是本质。所以恩格斯说：“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

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

都说了。”

费尔巴哈也对不可知论进行了批判。他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

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但是，他缺乏辩证法，对不可知论的批判“与其说是

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例如，费尔巴哈说：“人的感官不多不少，

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

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是老着脸去迁就人的。”a

a《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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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不论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还是唯物主义

者费尔巴哈，都是从理论上来批判不可知论的，因而他们不可能真正驳倒

它，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彻底粉碎了不可知论。马克思说：“人的思

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

题。”a恩格斯也指出，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既然我

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

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

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新发

现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驳倒了不可知论。

4．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18世纪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它的局限

性主要是：（1）机械性。它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企图用纯粹

力学的原因解释一切现象。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只有刚体力

学比较发达，化学和生物学尚处于幼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把人看成是

一部机器，就不难理解了。（2）形而上学性。它是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

法，“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

物质”。把永恒的运动理解为“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始终停留在同

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对自然界持非历史的观点，认为自然界

“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有简单重复和循环。（3）不彻底性。18世纪的

唯物主义的这种非历史观点，还表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它看不到“中世纪

的巨大进步”“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看不到“伟

大历史联系”，认为“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

汇集罢了”，从而完全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庸俗的唯物主义

庸俗唯物主义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认为，庸俗唯物主义者的

主要缺点是，他们没有根据自然科学的进步来发展唯物主义，“自然科学

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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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在

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他们不仅没有发展

唯物主义，反而使唯物主义庸俗化，宣扬大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

汁一样。恩格斯称他们为“50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

这些“小贩们”抹煞思想和物质的区别，取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

立，唯物主义被他们搞得在这个时候“江河日下”。在这种状况下，费尔

巴哈不满意这种庸俗的唯物主义，他拒绝为庸俗的唯物主义承担责任是完

全正确的。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由于费尔巴哈把庸俗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所以他本

人并不承认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起初是一个属于青年黑格尔派

的唯心主义者，后来，他同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走向了唯物主

义道路。恩格斯评论费尔巴哈，说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根本不

存在的，它不过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所属的物

质世界是“唯一现实的”；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看起来多么超感觉的，

但“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在回

答哲学基本问题时，他承认“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

最高产物”，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所以他是一

个唯物主义者。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停止不

前”是因为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持有偏见。在本质上，他赞成唯

物主义，认为唯物主义应是一般哲学世界观，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基

础；在名义上，他反对别人把他称为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不愿同那些庸俗

的唯物主义者站到一起。为了同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他甚至拒绝了唯

物主义这个称号，他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

式混为一谈了。更为重要的，费尔巴哈的“停止不前”表现在他没有把唯

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5．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费尔巴哈“停留在半路上”，他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在自然

观上他是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他是唯心主义者。恩格斯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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