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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美学思想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着重研究的是世界本身以及人
与世界的认知关系，而忽视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把实

践主要理解为人的伦理道德或认识的一部分，没有看到

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形式的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没有看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实践。而马克思就是

在以前传统哲学所忽视和缺失之处建构起了马克思主义

的实践唯物主义。他的实践观是有史以来人类对于实践

理论最为科学、深刻的概括，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

到，马克思对于实践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

了由浅入深、由不成熟到更加完善科学的一个过程。马

克思、恩格斯对于实践的这一认识过程，大体上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实践观的准备期———理论批判意义上的实

践观念的阶段；形成期———实践概念的提出和实践观逐

步趋向成熟的阶段；成熟期———科学实践观基本形成的

阶段。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观的准备

　　１８４１年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首次使用 “实践”的

概念。他 在 这 篇 文 章 里 指 出：“当 意 志 从 阿 门 塞 斯

（Ａｍｅｎｔｈｅｓ）的阴影王国里走出来，转而面对着那世界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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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志而呈现着的现实时，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将

会变成实践的力量，……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

是一种批判，它在本质上来衡量个别存在，从理念上来衡量特

殊的现实。”① 这里的 “实践”还只是理论上的，是以哲学理

论为工具进行的批判活动。

进入大学学习后的马克思更加关注于社会现实，当他看到

德国当时社会中的种种弊端的时候，试图以哲学来改造不合理

的现实。他主张用哲学来克服世界自身的缺陷，马克思写道：

“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

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

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② 世界

应该向哲学看齐，实现 “世界的哲学化”。世界哲学化的同时

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也要改变自身，转向世界。“当哲学作

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

……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

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于

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

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③ 哲学和世界的

“反映关系”与 “紧张关系”，就是哲学与现实的相互作用。

“哲学的丧失”就是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提出的 “消灭哲学”，它并不意味着取消哲学，而是指把哲学

世界化，使哲学在实现自身的现实实践过程中消灭自身，使自

身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环节。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

作为体现哲学精神的个别自我意识一方面要转向世界，实现理

性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还要转向自身，改造哲学，把自己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７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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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有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由于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这个时候所谈论的自我意识，只是客观精神在主体意识

中的存在方式，只是具有作为意志的行动的能力。

马克思在 《博士论文》指出，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虽

然都是古希腊原子论哲学家，但是两人在认识论上因为历史条

件和时代精神不同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德谟克里特是希

腊自由精神的表现，他相信外部世界发展的合理性，渴望不断

地了解外部世界，获得更多的知识，强调人对于自然必然性的

追求。而伊壁鸠鲁的哲学则是希腊精神走向衰落的产物，否定

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合理性，强调人对于自然的独立与自由。

马克思没有一味褒扬前者而否定后者，而是分析了他们各自的

优劣。德谟克里特注重必然性，孜孜不倦地探索自然界的因果

必然性的努力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而他把必然性推向一切，

完全否认偶然性的做法又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伊壁鸠鲁则认

为万物之统治者的那个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因为有些事物是偶

然的。他借助偏斜运动这一真正 “表述了原子的真正灵魂，

抽象个体性的概念”①，从感性的立场坚持 “自我意识的绝对

性和自由”②。马克思认为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般的直线下落

对原子的束缚，使原子真正在自己是自己的原因意义上获得了

“自由”。因而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在坚持外部世界的重要性

的同时，强调具有主观性的人去改变异己的自然，从而呈现出

人的主体性的积极价值。

通过以上对古代两位哲学家的唯物主义不同特征的分析，

表明了马克思的哲学旨趣从来就不像黑格尔乃至更早的一些哲

学家们那样只是如何去 “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 “改变世

界”。马克思本人正是试图借重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所表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２１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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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个别自我意识的自由，以突破黑格尔绝对精神世界的整个

内部结构，以冲破决定论的樊笼，展现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张力。他说：“就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

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

界。” “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

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

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① 从这富有诗意和激情的语句中，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行动、变革的渴望，当然这种哲学变

革现实的还只是在理论批判意义上，他自己就明确指出：“哲

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

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② 但是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两

者的有机联系，也为日后科学的分析理论与实践、实践哲学与

生活世界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克思

的实践概念，哪怕是最初的实践概念也是不同于黑格尔的。黑

格尔仅仅把实践看成一个中介，是从主观目的出发，改造客观

现实的这一目的性的活动最终实现的中介。

１８４１年在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等作品的影响下，

马克思开始不满足于黑格尔完满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从青年

黑格尔学派的一员转变成费尔巴哈哲学的信徒，在哲学上开始

向唯物主义过渡，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 《莱茵报》

工作期间，马克思直接面对德国的社会现实，要对物质利益和

民主权利等敏感的经济政治问题发表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

木盗窃法的辩论，莱茵省总督就摩塞尔谷地的农民状况与

《莱茵报》的论战，促使学哲学出身的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

并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列宁也指出， “从马克思在 《莱茵报》

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正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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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①

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５日，马克思在 《莱茵报》上撰写了 《共

产主义和奥格斯堡 〈总汇报〉》一文，回应反动的奥格斯堡

《总汇报》对其宣传共产主义有 “狡猾的打算”的指控。马克

思指出，应该 “向群众毫无修饰地介绍共产主义真相”，而且

共产主义思想必须经过理论的考证，成为人民群众的意识和信

仰以后，它也具有 “思想的现实性”。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有意

识地区别作为现实的在英法两国开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

义理论思想。作为已经开展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

现实；而作为一种思想的共产主义理论，它的现实性还有待于

理性知识的论证和检验。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的求实精神不断

增强，也与人民群众的现实联系更加紧密，但是他还是一个执

着于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积极要求改造世界的革

命家。

对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产生过重大作用的是他的 《关

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②。针对德国当时颁布的维护土地

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林木盗窃新法律，马克思认为，政府新颁

布的新法律是剥夺了人民权利的不道德的法律，按照这种法律

“胜利的是木头偶像，牺牲的却是人！”“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

能叫作违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

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③ 马克思对这种

为了部分私人集团利益而损害广大穷苦人民和国家、法律的权

利的做法表示强烈地谴责，然而社会上类似为了物质利益而不

顾一切的行为随处可见。他义愤填膺地指出：“这样下流的唯

物主义，这种违反人民和人类神圣精神的罪恶，是 ‘普鲁士

①
②

③

《列宁全集》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第５９页。
孙伯

"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９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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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

论认为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林木，而且总

的来说，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

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解决每一个实际任务。”① 在黑格尔法哲

学体系中视为理性规律和道德理念最高体系的国家，在现实生

活中成为维护少数人私人利益的工具。通过参与林木盗窃法的

辩论，加速动摇了马克思怀揣着的对于国家和法律黑格尔式的

理性幻想。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他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

判。

与马克思的生活道路不同，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显得更加衣

食无忧、丰富多彩。他服过兵役，做过生意，在柏林大学旁听

的生涯给了他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的机会，从而研习了费尔

巴哈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凭借他如此广泛接触社会的经历和敏

锐地感受，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１８４２年７月，恩格
斯在其 《评亚历山大·荣克的 〈德国现代文学讲义〉》的文章

中，第一次使用了 “实践”这个概念。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

是指理论意义的实践，即 “黑格尔理论上所指的那些东西的

实践方面”②。恩格斯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进一步批判青

年德意志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他讥讽荣克的 《德国现代文学

讲义》是 “妄想出来的文学史”，“这里除了内容空洞和毫无

联系而外，还有许多漏洞”③，荣克还错误地把其所崇拜的

“青年德意志”和黑格尔混淆起来，贬低了黑格尔哲学的价

值。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恩格斯离开德国，去英国的曼彻斯特进行工
人阶级状况的调查，并同时为 《莱茵报》写稿，比较英德两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１８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５２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５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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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人阶级现状，分析各个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利益在现代

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英国工人现状的了解，他对实践的

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实践理解为物质利益行为，“如

果从英国本国的直接实践即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

如果忽略了唤起人们投入运动思想，受了表面现象的迷惑而忘

记了实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这种看法也确实是唯一

可能产生的看法。（这种看法是指尽管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把英

国当时现状想象得非常糟糕，但英国本土的国民还是认为英国

不会发生革命。———引者注）”① 但是恩格斯对于物质利益行

为评价不高，认为它 “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

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②

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无产阶级阶级将成为英国未来革命

的实践主体，因为普遍的贫困将使得他们为了生存而走上革命

的道路，“英国人所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俩从事这种

暴力尔分。但是，既然英国正处在我们上面所描写的那种情

况，那就不可能指望工人中间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普遍贫困的

现象，那时，怕饿死的心情一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这个革

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③，只不过这种革命是社会革命，而

不是颠覆政权的政治革命。而且，革命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物

质利益，而不是为了革命的原则。“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

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

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

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从

不同路径上与马克思达到相似的认识，虽然从总体上来说这个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５４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５４６－５４７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５５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５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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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他们还没有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水平，但是对于现实

生活的关注，也使得他们初步具有前人哲学所未有的实践性，

这也为他们的实践观向唯物主义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

　　１８４３年４月到１８４５年２月是马克思、恩格斯实践观的形
成期。１８４３年４月到１８４４年３月，是以创办 《德法年鉴》为

标志的为建立科学实践观奠定基础阶段①。在这一年时间里，

马克思写出了以 《论犹太人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为代表的著作。在这些著作

中，他集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提出了与之完

全不同观点，还着重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法律、政治解放与

人类解放、理论批判与革命实践的关系。

在 《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

光靠理论批判是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社会的改造更不能依

靠理论批判来完成。他从事 《德法年鉴》的出版时，在致卢

格的信中，就已经把理论批判同实际斗争画上等号，理论批判

不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之一。“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

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

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

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② “我们的任务是

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我不主

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他还明确指出： “新思潮

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

①

②

聂世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探》，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４，第
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４１７－４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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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

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

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

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

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① 从理论

批判到对现实无情的批判，可以明显地感到马克思思想的战斗

性，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待在书斋里的思想者，而要成为参

与现实革命的斗士。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在 《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重要

论文之一。这篇论文是为了批判布·鲍威尔用抽象的宗教观点

写成的 《犹太人问题》和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

能力》两篇论文。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

类解放的概念，把人类解放视为政治解放的前提。无论是基督

徒还是犹太人，为了获得解放都必须摆脱宗教的信仰。“但人

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

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

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② 所以仅仅对宗教进行批判是

不够的，还必须对国家、社会进行的批判。“彼岸世界的真理

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

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

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

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

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③

光靠宗教的批判并不能带来人的解放和自由，只有彻底地

批判政治、国家中的不合理地方，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在马克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４１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４５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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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政治解放和人的解

放的关系。他以此诘问鲍威尔：“抱着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没

有权利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或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①

政治解放与宗教的关系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前者的实现并不意

味着后者的灭亡。“我们不要在政治解放的限度方面欺骗自

己。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

的转移，这并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个别阶段而是它的完成；因

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人的实际的宗教观念，而且它也不想

消灭这种观念。”②

对于宗教的理解，马克思以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为前

提，但是又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之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法

律，并在宗教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异化的新思想。

“如果说马克思在转向唯物主义观点之后一开始就和费尔巴哈

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费尔巴哈的批判没有越出自然和宗教的范

围，而马克思却是从对政治和法的批判开始的。”③ 费尔巴哈

认为，宗教是失去自己本质的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物，人是感性

的自然存在。对于实践主体人的不同理解，也决定了马克思和

费尔巴哈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不仅看到人的自然存在属性，更

加注重人的社会性。人不只生活在自然界中，更是生活在

“市民社会”中。而且人的自我异化不仅表现在宗教异化上，

通过 “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还会在社会、政治的异化

中显现出来。“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一个受着

宗教束缚的人，只有把他的本质转化为外来的幻想的本质，才

能把这种本质客体化，同样，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人

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外来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４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４３０页。
孙伯

"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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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实际创造出物

品来。”① 正是对于人的异化问题的不断深入地研究，也使得

马克思日后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异
化劳动的概念。异化劳动观的提出也更加丰富了马克思的实践

观，使其理论具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关于

这一点将在后面对于 《手稿》的实践观中详细展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在 《德法年鉴》上发表

的另外一篇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得出了 “批判的武

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的深刻结论。这个结论表明，马克思开始逐步认识到实践的客

观本质，认识到实践是一种物质活动，并且只有靠这种物质的

革命斗争才能摧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物质力量。马克思就

是以这种方式提出了实践概念，进一步加深了对实践的作用和

意义的理解。“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

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

力量。理论只要说服 ａｄｈｏｍｉｎｅ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
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ａｄｈｏｍｉｎｅ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
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

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

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

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

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②。

正像宗教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中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

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③。可见，马克思这时虽然已经转变

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但这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４５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４６０－４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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