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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全文约6.2万字。 马克思写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

月， 经过删节首次发表于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及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 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 第

一次全文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27年国际版第1部

分第1卷第1分册。 这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1839年， 马克思计划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史进行一番全面

的研究， 并在这一过程中写成了预备性的7本 《关于伊壁鸠鲁

哲学的笔记》。 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写成此文， 并把它作为应

考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寄给了耶拿大学哲学系。 在这篇论文

中， 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

然哲学之间的一般差别和细节上的差别， 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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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原子脱离直线而运动的偏斜学说。 马克思认为， 德谟克

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重要差别在于： 前者

只承认原子有两种运动， 即直线下垂运动和原子的冲击； 而后

者除了肯定这两种运动之外， 还肯定了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

动。 这样一来， 前者只指出了原子的物质性， 而后者不仅看到

了原子的物质性， 而且还揭示了原子的独立性和能动性。 此

时， 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还是站在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

上， 否认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 而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包含着物

质的精神。 但是， 另一方面， 马克思与黑格尔又有很大的不

同， 他已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 彻底反对宗教， 表

明了鲜明的无神论思想。 他写道： “哲学， 只要它还有一滴血

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 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 它就将永

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

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 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

人’ ……普罗米修斯承认道： 老实说， ‘我痛恨所有的神’。”

并且， “在这个意义上， 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

在的证明， 都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

在博士论文中， 马克思强调了哲学同现实世界相统一的原

则， 认为 “哲学的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哲学与现实生活相

互作用， 并使二者共同得到改造， 最初地回答了理论和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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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问题。 马克思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和哲学应积极对待现实

世界的主张， 为马克思后来彻底克服唯心主义奠定了基础。

博士论文还表明了马克思追求人的自由， 反对一切宗教束

缚、 压迫和奴役的愿望， 为他以后建立消除压迫和奴役的新世

界的革命思想作了最初的准备。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1985年版，

第183页～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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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全文约10万字。 1843年夏天， 马克思写于克鲁茨纳赫。

马克思生前一直没有发表这篇文章， 直到1927年苏共中央马

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才将该文发表。 这部手稿的中心问题是国

家问题， 是对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第261节～313节所做的

评注和分析。 这些节是该书阐述国家问题的一章中的一部分。

马克思在 《莱茵报》 工作期间， 遇到了许多带有根本性的

经济和政治问题， 其中最关键的是对国家的看法。 以前马克思

基本上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来看待国家， 但是， 这些看法

与他所接触到的客观现实是矛盾的。 为了解决这些疑问， 马克

思阅读了有关法国、 英国、 德国的历史著作并研究了早期资产

阶级思想家和法国启蒙主义者的政治理论著作， 写下了 《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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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法哲学批判》 这部著作， 对于解决他在 《莱茵报》 工作期间

遇到的实际和理论问题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在著作中， 马克思分析了王权、 行政权、 立法权的问题，

君主制和民主制、 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的矛盾问题。 指出黑格

尔 “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 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

体……变成了谓语”。 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 一书中认为作

为伦理理念发展的三个阶段： 家庭、 市民社会、 国家像其他一

切发展一样是一个正、 反、 合的过程。 他一方面认为， 家庭和

市民社会先于国家， 国家是二者的综合。 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

只是一种现象， 是三者之间的经验关系。 而真正本质的关系则

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并没有独立性， 它们是国家的概念领域， 是

国家的有限性领域， 因而从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家庭和市民

社会向构成普遍利益的国家的转变， 是基于绝对观念的发展。

这样黑格尔就颠倒地理解了他所说的私人利益体系 （家庭和市

民社会） 和普遍利益体系 （国家） 的关系： 是国家决定市民社

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马克思则批判了黑格尔的这种头

足倒置的观点， 指出： “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 政治

国家如果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

存在。” 是家庭、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在总结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思想时说： 我的研究得出

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 既不能从它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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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来理解， 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相反， 它

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黑格

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 称之为 “市民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恩格斯在 《卡尔·马

克思》 一文中谈到马克思在分析、 批判黑格尔的观点之后所得

的结论时说：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 结果得出这样

一种见解： 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 不应当到被

黑格尔描绘成 ‘整个大厦的栋梁’ 的国家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

黑格尔所轻蔑的 ‘市民社会’ 中去寻找”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6卷第409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1985年版，

第245页～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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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法年鉴〉 大纲方案》

全文约240字。 马克思写于1843年8月～9月， 第一次

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莫斯科英文版第3卷。

1843年初春， 马克思打算与青年黑格尔分子、 被政府查

封的 《德国年鉴》 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一起共同创办一份新

杂志， 以作为德国和法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 马克思在1843

年3月13日给卢格的信 （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

440页～443页）中与卢格商谈了此事。 1843年3月31日，

《莱茵报》 被查封， 5月底， 马克思到德勒斯顿会见卢格商谈

此事。 在商谈过程中， 马克思和卢格对未来杂志的方针问题产

生了分歧。 卢格试图将杂志办成在社会政治科学领域 （首先是

法国的） 和哲学领域 （主要是德国的） 内交流思想的工具。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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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则力求将杂志的方针与反对德国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紧密

联系起来， 使杂志成为改造现存世界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的这种更激进、 更具有战斗性的愿望在 《德法年

鉴》 大纲方案中也得到了反映。 这个方案是马克思于1843年

8月收到卢格用法文和德文抄写的 《德法年鉴》 大纲后起草

的。 在这个方案中， 马克思指出新杂志的方针是， 论述 “具有

有益的或危险的影响的人物和制度， 以及目前大众所注意的政

治问题”， “对报纸进行述评”， “评介旧制度下德国 （目前正走

向崩溃和毁灭） 的书刊和其他出版物。 最后， 还将评介两国的

那些开辟并继续推进我们正在跨入的新时代的书籍”。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1985年版，

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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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

  全文约3万字。 马克思用德文写在1843年10月至1845

年1月底所作的九本经济学札记中的第四本和第五本上， 是马

克思在巴黎研读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所作的大量笔记之一，

第一次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年国际版第1部分

第3卷。

在摘要中， 马克思对李嘉图学派的批评已经和以前大不相

同， 他主要不是批评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 不实际的，

而是批判他们没有指出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这一规律只有在

不断的变动中才能实现。 马克思强调说， 如果认为生产费用决

定价值是永恒的规律的话， 那么生产费用与价值的不相适合不

存在必然的比例， 同样也是永恒的规律。 这表明马克思已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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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李嘉图的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感觉到在私有

制条件下， 价值只有在价格围绕其波动中才能实现， 开始向肯

定劳动价值论过渡。 在评注中， 马克思虽然遵循着恩格斯关于

价值的认识， 说价值 “取决于生产费用同需求 （竞争） 和供给

的关系， 取决于生产费用同其他商品的数量或竞争的关系”，

认为 “物的真实的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 但是， 马克思

的思想认识不仅仅如此， 由于他把异化概念用来研究资本主义

社会的经济现象， 从而使他对价值问题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

生产领域。 与只关心价值量问题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不

同， 马克思已从对价值量的研究转向对价值质的研究， 认为私

有财产的 “作为价值的存在是它自身的一种不同于它的直接存

在的、 外在于它的特殊本质的、 外化的规定； 只不过是某种相

对的存在”。 已接近了对价值本质的认识。

在摘要中， 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还处在形成的最初

阶段， 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采取鲜明的分析批判立

场， 他深入地探讨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对生产劳动的影

响， 指出它使得劳动变成了谋生的手段， 并且在商品生产劳动

的条件下， 生产是私人的生产， 而不是人为了作为人而进行的

生产， 即还不是为社会而进行的生产。 所以人们的劳动首先是

私人劳动， 而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 但是， 在商品生产条件

下， 生产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联系， 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作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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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对方的产品有一种属从的关系， 即他们彼此都需要对方

的产品。 这表明商品生产劳动又具有社会性。 这样就使马克思

接近了揭示出商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

关系。

在摘要中， 马克思用异化这个范畴来考察分析货币的本质

和职能， “货币的本质， 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 而在于

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 人的、 社会的

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 成为货币的属

性”。 也就是说， 人与人通过其本质而发生的社会联系， 变成

了通过货币而进行的异化关系， 人的活动变成了货币的活动。

马克思指出， 在货币中， 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 过

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统治的东西， 现在则是物对个人、 产品对

生产者的普遍统治， 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表述他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比较系统地阐述的异化理论的个别原

理， 这些观点按其内容来说， 与手稿相衔接。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1985年版，

第5页～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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