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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Ｄ　Ｉ　 Ｙ　Ｉ　 Ｚ　Ｈ　Ａ　Ｎ　Ｇ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自学指导

第一节　简介

一、写作的时代背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以下

简称 《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在１８８６年完成的，最初发

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杂志 《新时代》第四期和第五期

上。１８８８年，恩格斯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写了序言，并把

马克思１８４５年写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以

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单行本序言中，恩格斯对这本书的

写作背景和原因作了扼要的说明。他是从历史原因、现实

原因和直接原因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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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历史原因

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决定共

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

关系，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一

开始就引用马克思的话： “１８４５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

定 ‘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特别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

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

生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它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伟大

的变革。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离开

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批判

地吸取了其中的积极成果而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其

中主要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年青

时代曾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参加过青年黑格尔

派。后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对他们起了解放的作用，

使他们由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然而他们并没有停步

不前，而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 “合

理内核”，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中

的 “基本内核”，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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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正确阐明马克思

主义哲学和它的理论来源之间的关系，就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于１８４５年写了 《德意志意识形

态》一书，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形式作过专门的论述。

但这本书由于德国反动当局和出版商的阻挠，未能出版。

在以后的４０多年中，关于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

林论》和 《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都做过说明，但无论在

哪本书中，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他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转变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在那个暴风雨时期，费尔巴哈对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但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从来没有总结过他。

１８８６年，由于新形势的需要，恩格斯决定重新回到４０年前

的题目上。这就是恩格斯写 《费尔巴哈论》的历史原因，

是为了实现历史的著作。

（二）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现实原因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到恩格斯写作 《费尔巴哈论》，

经过了４０年。这期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促使恩格

斯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当时的形势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广泛传播，

需要对它的基本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失

败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当时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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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段革命已经结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

的程度。这时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时期发展到垄断阶

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工人运动蓬

勃地发展起来，形成了许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那

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利用资产阶级

的议会制度，创办报纸，建立教育机关，积聚和团结本阶

级的力量，为未来的进一步深入斗争作准备。工人运动的

这种形势，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

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广泛地传播开来，恩格斯说：“马克思

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

言中都找到了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

文字大量出版，在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涌现出一大批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例如当时俄国的一些革命青

年就 “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

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带

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①，恩格斯为此感到自豪，

并认为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

影响，恩格斯深感有必要向工人运动说明马克思主义这一

新的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

典哲学，尤其是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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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第二，德国古典哲学在欧洲各地得到复活，并且成为

资产阶级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当时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惧，所以

资产阶级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

传播。但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拿不出像样的理论来和马克

思主义相对抗。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想用复活德国古典

哲学的方法，作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于是，当

时像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就在欧洲广泛地流传开

来。在当时的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得到比较普遍的传播，

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国家，像瑞典、挪威、丹麦

等国也开始泛滥。当时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者有格

林、布拉德莱、葛桑克等。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也有一

些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者，例如挪威的孟拉德、丹麦的海

尔贝赫等。这些新黑格尔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是从右的方

面来修改黑格尔哲学，把黑格尔哲学中合理的东西抛弃掉，

把其中的辩证法思想一笔抹杀，然后把黑格尔哲学中的糟

粕，譬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论加以发展，把黑格尔唯心

主义进一步推向宗教神秘主义。此外，他们还吸取了黑格

尔的唯心主义的国家学说，主张国家应当把权力集中在自

己的手里，无情地镇压国内的人民和殖民地的人民，为其

殖民政策和侵略政策提供理论根据。

在德国，资产阶级复活的是康德的哲学。所以当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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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现了新康德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柯亨、李普曼、文

德尔班等。李普曼在１８６５年发表文章 《康德及其后裔》，

在这篇文章中，提出 “回到康德去”这样的口号。新康德

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也是从右的方面修改康德哲学，把康

德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去掉，而把康德哲

学中的先验主义和不可知论加以宣扬。

第三，折中主义在德国普遍流行，妨碍了人们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认识。当时，德国很多人动不动就要创

造一个 “体系”。恩格斯曾指出过德国的这种现象是理论上

不成熟的表现。折中主义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东抄一点，

西抄一点，把这些抄来的东西，拼凑成自己的哲学 “体

系”。这样的情况也在人们中产生了一个误解，就以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也是拼凑起来的东西，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简单的机械的结合体。

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认为有必

要向人们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究竟是什么

关系。

总之，当时的历史条件就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样

的理论问题作出全面的阐述，全面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恩格斯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因

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

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又

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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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

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

大。”恩格斯在这里讲的这一番话，就说明当时的社会历史

条件，要求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特别是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这就是恩格斯写

这部著作的现实原因，是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

（三）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直接原因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想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理论，系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关系，为什么到１８８６年才开始写这一著作呢？这是因为在

当时有一个机会促使恩格斯写这一著作。当时社会民主党

机关报 《新时代》报有个编辑，要求恩格斯写个书评。恩

格斯借这个机会就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当时新康德主义

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大肆攻击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

学。新康德主义者朗格、文德尔班等人在报刊上公开攻击

费尔巴哈，坚持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德国的哲学传

统格格不入，他们说费尔巴哈哲学不是德国土生土长的，

而是从外国移植到德国大地上的外国的植物。他们说，费

尔巴哈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历史的悲剧。

这时，丹麦有个哲学家叫施达克，是一个哲学家、社

会学家、折中主义者，他站出来维护费尔巴哈，反对新康

德主义者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他在１８８５年写了一本小册

子，这本小册子的名字叫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书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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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了新康德主义，维护了费尔巴哈。但是由于施达克不懂

得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竟然把费尔巴哈这个

唯物主义者说成是唯心主义者。为此，《新时代》的编者就

要求恩格斯对施达克这本小册子写一个书评。其实，恩格

斯对施达克这个人及其这本小册子，并不感兴趣。但是，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借写书评的机会，完成

马克思、恩格斯过去一直想完成，但一直没有时间、没有

精力、没有机会完成的这样一个历史任务。所以，恩格斯

就答应了 《新时代》编辑的要求，写了 《费尔巴哈论》。这

正像恩格斯在序言里所说：“所以，当 《新时代》杂志编辑

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

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这就是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

原因，是为了科学地评价费尔巴哈哲学。

通过对序言的学习，我们就可以明确，恩格斯当时为

什么要写 《费尔巴哈论》。

二、《费尔巴哈论》一书的重要意义

《费尔巴哈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一部重要的哲

学著作，它集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思想家的哲学观

点之大成，概括了当时社会的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

详细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

区别和联系，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理，批判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各种谬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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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缺陷。

列宁曾经指出：“恩格斯的著作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反杜林论》十分明确和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

著作同 《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

籍。①

《费尔巴哈论》的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传

播，对于端正工人阶级的思想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学习 《费尔巴哈论》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费尔巴哈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

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

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学习它可以使我们明确马克思主义

哲学同以往任何哲学都是有本质区别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

这就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歪曲和攻击。

（２）《费尔巴哈论》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学习它可以使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科学原理，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

（３）《费尔巴哈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人类

９

① 《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４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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