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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Ｄ　Ｉ　 Ｙ　Ｉ　 Ｚ　Ｈ　Ａ　Ｎ　Ｇ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一节　自学指导

一、简介

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 《提纲》）

是马克思１８４５年春在布鲁塞尔撰写的。原以 《关于费尔巴

哈》为题，写在马克思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的笔记本上。 “这是

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

因此，马克思生前 一 直 没 有 发 表。１８８８ 年 恩 格 斯 对

《提纲》的原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作为《路德维

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单行本的附录，

第一次公之于世。

（一）《提纲》写作的时代背景

１．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科学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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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

马克思写 《提纲》时，正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

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历史时期。１９世纪３０—

４０年代，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工业革

命，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反

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愈来愈烈。１８３１年和１８３４年法国里昂工

人起义，１８３６—１８４８年著名的英国宪章运动，以及１８４４年

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这些，都标志着工人运动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

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

政治统治的斗争。

但是，当时的工人运动还处于自发状态，工人阶级还

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未能找到解放自己的正确

道路。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不能正确地指

导无产阶级革命，反而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当时在工人

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矛盾，并力图解决这种矛盾，但是，这种反映无产

阶级的不成熟的理论，未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

可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指出正确的途径。正如列宁指

出：空想社会主义者 “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

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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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① 可见，当

时的社会主义理论，都不能适应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客观

要求。

革命发展的这种形势，向无产阶级提出的最重要最迫

切的任务，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来建立无产

阶级的世界观，以便把工人运动引向正确的轨道。这一任

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马克思的 《提纲》正是在

这种革命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２．马克思亲自参加革命实践，是彻底批判费尔巴哈、

创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决定性条件

马克思写作 《提纲》时，正是他和恩格斯的世界观发

生根本转变并开始系统地制定自己的世界观的时期。这一

时期，马克思亲自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对马克

思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决定作用。马克思原来是革命民主主

义者，在世界观上信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他在大

学时就对黑格尔哲学持批判态度，在许多问题上和青年黑

格尔派存在着分歧。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当教授的愿望，

去 《莱茵报》担任编辑。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地

接触社会实际，对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帮助他克服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消极影响。１８４１年费尔

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对马克思的世界观也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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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强烈影响。在革命实践和科学理论的推动下，使马克

思的世界观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１８４３—１８４４

年马克思出版 《德法年鉴》，进一步把理论活动与革命实践

结合起来，把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批判德国现存制度

结合起来。这时，恩格斯侨居英国，阅读了大量书籍和官

方文件，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考察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状况。１８４３—１８４４年又写了一系

列阐明新观点的文章，从而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

同时从唯心主义彻底转变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彻

底转变到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之后，为了无产阶级

革命斗争的需要，同时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他和恩

格斯商定共同系统地阐述他们刚刚形成的世界观。马克思

在其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革命实践对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和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正

是亲自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

争经验，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 “合理内核”和费

尔巴哈主义的 “基本内核”，才实现了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

根本转变，树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而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致命

弱点，正是蔑视和脱离革命实践。因此，尽管他们同马克

思和恩格斯处于同一时代，甚至也都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

义，但他们始终未能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束缚。费尔巴哈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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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黑格尔体系彻底决裂了，返回到唯物主义，但他没有

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哲学，也未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所以，他仍然停留在旧哲学的基础上。

因此，马克思在制定和阐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时，特

别强调革命实践的重要意义。他首先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

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脱离实

践，夸大意识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然后又以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揭露和批判了费尔巴哈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

限性。《提纲》就是为了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

主义不了解社会实践意义的缺点及其唯心史观，进一步论

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而撰写的。

（二）《提纲》的重大意义

《提纲》文字简短，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可以称之为

“关于费尔巴哈的警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

１．《提纲》强调了革命实践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阐明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哲学不同的新的世界观

马克思在 《提纲》里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革命实践对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意义和作用，使实践作为辩证唯物

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并把实践观点运用于社会历史，作为

新世界观的根本特点，从而彻底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不了解

实践意义的缺点及其唯心史观，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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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哲学的根本界限，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以往任何

哲学不同的崭新的世界观。因此，恩格斯称 《提纲》是

“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

的”。

２．《提纲》为系统阐述无产阶级世界观奠定了理论基

础

《提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

用。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哲学思想的概括，而

且是进一步研究和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纲。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

态》一书，就是在 《提纲》的基础上，分析和批判了费尔

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在１８４８年的 《共产党

宣言》中，就已经作为完整的世界观公之于世了。在以后

恩格斯写的 《反杜林论》、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毛

泽东的 《实践论》等哲学著作，都以 《提纲》的基本思想

为基础，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 《提纲》所提出的基本思想，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无产阶级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

３．《提纲》的基本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

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 《提纲》中批判了旧哲学理论脱离实践的缺

点，树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个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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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到自己的革命活动中去，把革命

理论的研究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认真

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则，对于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非常重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会大大推动我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

二、结构分析

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１１条，全文不满

１５０００字，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揭露和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的唯物主义

的直观性，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１—２条）

第一条，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社会实践的

意义。

（１）揭示并批判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２）批判唯心主义夸大人的精神的能动性。

（３）批判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第二条：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１）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没有解决真理标准问题。

（２）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践是社会检验真理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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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第二部分：揭露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阐明

了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 （第３—９条）

第三条：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的 “环境决定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英雄史观，阐明了实

践对改变环境和对人的教育的作用。

（１）１８世纪的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的实践活动对环境和

教育的改造作用。

（２）批判旧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英雄史观。

（３）改造环境和改造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过程。

第四条：分析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阐述了宗

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

（１）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中的功绩。

（２）阐述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

径。

第五条：批判费尔巴哈对于感性直观的错误观点，揭

露了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认识根源。

（１）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哲学抽象的思维性质，强调

感性直观。

（２）费尔巴哈不是把感性看做人类实践的活动。

第六条：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看法，提

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１）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看做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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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２）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３）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

第七条：继续揭露和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的感情神秘化

为宗教的错误观点，阐明了人的感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１）“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

（２）抽象的人是没有的，任何人都属于一定的社会形

态的具体人。

第八条：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阐明社会意

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

（１）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２）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

第九条：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直观唯物主义不了

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必然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第三部分：阐明新、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区别和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 （第１０—

１１条）

第十条，说明了新、旧唯物主义对立的社会基础和阶

级根源，阐明了哲学的阶级性。

（１）旧唯物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的资产阶级

世界观。

（２）新唯物主义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创立的无产

阶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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