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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主干课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枠教材。 在内
容上，全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选读、马克思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原著选读三个部分；在体例上，每部分又分为原著选篇、原著选读导读、
思考题三大板块。 本书可帮助读者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学会精读原著，掌握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提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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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该课程
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著选读和

科学社会主义原著选读三个组成部分。 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本科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学生以来，我校一直在该专业开设此门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是，夯实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学会

精读原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提升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培养合格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本科学生。

经过近 ２０ 年来的课堂教学与研究，该课程的主讲教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教学内容方面紧密联系实际进行分析，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
然是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为了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原著，我们编写了各部分原著的导读材料，建立了各个部分的试题
库。 同时，编写了本门课程三个组成部分的教学大纲和教案，政治经济学和科

学社会主义部分还制作了课件。 在教学实践中，反映良好。 现在，“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选读”课程已经成为我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比较稳定和成熟的专业主
干核心课程，并获得了重庆师范大学教材编著专项资助，老师们多年的教学科

研成果从而汇编成正式的教材。

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枠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主要选编了马克思

的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枟政治经济学批判枠序言，恩格斯的枟路德维希· 费尔

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枠枟反杜林论枠节选， 列宁的枟谈谈辩证法问题枠。 所

选篇目基本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主要是选编了枟资本论枠第一卷，

即资本的生产过程，包含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

所选篇目基本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些重要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

义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主要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枟共产党宣言枠，恩格斯的
枟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枠，马克思的枟哥达纲领批判枠，所选篇目基本包

括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基本原理。
为了服务于教学需要，我们在教材编排上有新意，每部分又分为原著选篇、

原著选读导读和思考题。 原著选篇选材精新、结构严谨，既保持了原著的体系
和逻辑性，又突出了重点。 原著选读导读脉络清楚、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

教学和学生自学。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著选读内容博大精深，比较难读，学
习时配合适当的思考题，有利于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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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或政史专业以及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的理论课教材，

也可作为从事政治理论工作的党政干部和中学政治课教师的读物或教学参考书。
本教材由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长期从事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枠课教学的老

师们编写，本书由王桂林教授担任第一主编，负责本书的组织和筹划。 具体分工情况如

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部分由揭臣相副教授负责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
著选读部分由王桂林教授负责编写，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著选读部分由郑瑜副教

授负责编写。 在教材的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师范大学教务处的热情关怀和经费

上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同时也非常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选编和导读，确实比较难，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研究不

够，肯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 我们恳切希望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得到同行和同学们的
批评指正，不断修改、完善，以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编　者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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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典］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
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
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
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
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 对象性的
（ｇｅｇｅｎｓｔ惫ｎｄｌｉｃｈｅ）活动。 因此，他在枟基督教的本质枠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
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因此，他不
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ｇｅｇｅｎｓｔ惫ｎｄｌｉｃｈｅ）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
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
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
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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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

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
出发的。 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 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
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
我矛盾来说明。 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
实践中使之革命化。 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
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
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 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１）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

的———人的个体。
（２）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

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
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
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
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
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写于 １８４５ 年春 原文是德文

选自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
第 ３卷第 ６唱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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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马克思主义哲学

［导读］

马克思的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以下简称枟提纲枠）是 １８４５ 年 ４ 月间在布鲁塞尔

写的。 １８８８ 年恩格斯在出版枟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枠一书时，把
枟提纲枠作为该书的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 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枟提纲枠作为“包

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一、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的写作背景

马克思１８４１ 年３月毕业于柏林大学。 当时他在政治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
信奉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者。 １８４２ 年 ４月他开始为枟莱茵报枠撰稿，同年 １０ 月任枟莱

茵报枠主编，１８４３ 年 ３ 月退出该报编辑部。 马克思在枟莱茵报枠的办报实践开始了他的

“两个转变”，即开始从唯心主义者转向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
１８４３ 年 ５—１０月，马克思写了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枠，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朝着

建立唯物史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马克思在该书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阐

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马克思认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不

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为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
去寻找，即到社会经济领域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这样，马克思就找

到了探索社会规律的方向和途径，找到了建立新世界观的道路。
１８４３ 年 １０月，马克思来到巴黎。 并于 １８４４ 年 ２ 月出版了枟德法年鉴枠１、２ 期双刊

号，发表了他的枟论犹太人问题枠和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枠。 在这两篇文章里，马克思
第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由科学世界观作指导。 这

两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初步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
主义的转变。 恩格斯在枟德法年鉴枠上发表的枟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枠，从经济角度剖析

资本主义制度，论证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这篇文章对马克思转向政治
经济学研究起了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１８４４ 年 ９月至 １８４５ 年 ２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写了枟神圣家族枠一书，清算了
黑格尔之后以布鲁诺· 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阐述了一系列历
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 枟神圣家族枠的主要理论贡献是：第一，批判了鲍威尔的自我意

识决定论，揭示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第二，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

第三，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但是，在枟神圣家族枠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全面的剖析和

批判，还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对费尔巴哈哲学作出了过高评价。
１８４５ 年 １ 月，法国政府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把马克思驱逐出巴黎，于是马克思于

１８４５ 年 ２月 ３日来到布鲁塞尔。 为了进一步研究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 １８４５ 年春写下
了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枠。

枟提纲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地位，马克思在枟提纲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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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从根本上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不彻底性，第一次把
社会实践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并且以实践为基础，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枟提纲枠标志着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

了界限，而且也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标志着马克思为建立彻底的唯物主义世
界观奠定了基础。

枟提纲枠是马克思匆匆写成的笔记，枟提纲枠的思想集中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１８４５ 年 ９月至 １８４６ 年初合写的第二部著作枟德意志意识形态枠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
书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建立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体系。 枟德

意志意识形态枠的写作，标志着马克思彻底完成了“两个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诞生。

二、枟提纲枠的基本内容

枟提纲枠共 １１ 条，不到 １ ５００ 字，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主要分为三个
部分。

（一）新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１唱２条）
１、２条是理解整个枟提纲枠的总纲。 其基本思想是：从总体上概括了马克思的新唯物

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把实践范畴作为新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为建立马克思

主义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 以后各条是在 １、２条基础上的展开。

１．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旧唯物主义把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消极、直观、被动的反映和被反映的
关系，看不到人类是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去能动地反映世界。 实践是把人和外部世
界联系起来的桥梁，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

在世界和人类世界，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而对立统一的基础正是实践。 旧唯物主义

不了解实践的意义，把实践排斥在人和客观物质世界之外，必然是直观的唯物主义。 是

否以实践为基础，这是新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２．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唯心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直观被动反映论的缺陷，发展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但
把人们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客观物质内容抽象掉了，只剩下人的意志、愿望等纯主观的东

西，因此唯心主义就把人的活动理解为纯粹精神性的活动，并把人的精神因素夸大为脱

离了物质基础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 因此，从实质上看，唯心主义者也是把实践活动排

除在认识论之外的。

３．费尔巴哈对实践的错误认识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把“思想客体”即“绝对精神”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的唯心主

义，他把哲学研究对象规定为“感性客体”，即自然界和人。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费尔巴哈
区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接着又进一步指出了费尔巴哈对实践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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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理解。 费尔巴哈轻视和贬低实践，仅仅把实践理解为人为了求生存而去适应环境的日

常生活活动，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所谓“对象性活动”即人

的实践活动。 他不了解物质实践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

费尔巴哈在枟基督教的本质枠中，由于不懂得实践，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在

于人具有“理性、意志和心”。 所以，马克思指出，“他在枟基督教的本质枠中仅仅把理论活

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即把精神活动看作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不懂得

实践活动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看不到实践活动是人和客观世界对立统一

的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在第二条首先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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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哲学发展史上的革

命性的突破。

从哲学发展史来看，以往的唯心主义者和旧唯物主义者都没有正确解决真理的标准

问题。 一切唯心主义都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坚持主观标准；旧唯物主义虽主张客观标

准，但仍然没有科学解决用什么来证明理论与对象的一致性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是找到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即实践。 实践既是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的过

程，又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实践活动把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把人

的认识的规律性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统一起来。 旧唯物主义不懂得实践，不能科学地解

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中，形成了科学的实

践观，才在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真理的标准问题。

马克思接着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

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这里“思维的此岸性”指人们能够通过实践活动，

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把握客观规律。

最后，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

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经院哲学的本义是指欧洲中世纪在教会的学院中所讲的基督教

哲学。 其特点是把哲学沦为宗教神学的工具，为基督教的教义做烦琐的哲学论证。 后来

人们就把脱离实际、引经据典、咬文嚼字、钻牛角尖的学风叫作经院哲学，又叫烦琐哲学。

马克思这里讲的“经院哲学”就是从引申义上使用的，意思是说，如果离开实践来争论思

维的真理性，就像经院哲学一样，是毫无意义无法证实的问题。

马克思在 １、２条里把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基础和逻辑起点，作为区分新旧唯物主

义的根本标准。 实践范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枢纽。 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叫作

“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提出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３唱１０条）
马克思在 ３唱１０条里，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并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

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勾画了一张最早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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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批判法国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提出实践是环境和人的改变的共同基础

　　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针对唯心主义者宣扬的“人具有先

天观念”的错误观点，指出人及其观念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同时又认为环境又由天才人

物的意见所支配，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马克思批判指出：“这种学说必然把人

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在 ３条最后，马克思针对旧唯物主义只看到环境对人的影响和作用、不懂得人和环

境的辩证关系以及实践的意义的错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

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揭示了环境和人相互

作用的辩证关系：第一，环境创造人，人通过实践使外部环境内化为自我；第二，人也创造

环境，人通过实践使主体本质力量外化和客体化；第三，人和环境是相互作用协调统一

的，具有一致性；第四，实践是二者实现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基础。

２．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

第 ４条：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费尔

巴哈批判宗教的功绩。 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目的，是要打倒上帝，把人从神学束缚下解

放出来。 马克思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其次，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不

彻底性，科学地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正确解决宗教问题的途径，提出了历史

唯物主义的宗教观。 马克思这里明确指出，必须从社会自身的内在矛盾去探索宗教产生

的根源，这时的马克思已开始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去探索社会自身的矛盾了，开始把阶

级矛盾和人们的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初步确立了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的思想，并

在以后的枟德意志意识形态枠里，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再次，马克思论述了科学解决

宗教问题的正确途径，指出：“对于世俗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

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这样，马克思就把宗教问题放在革命实践变革中，从

而科学地把解决宗教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了。

第 ５条：马克思揭示了费尔巴哈在社会领域陷入唯心史观的原因。 费尔巴哈在唯物

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神秘的“抽象思维”的唯心主义，认为认识的源泉是具体的感性

的客观事物，但由于他把感性看成是纯粹客观外在的客体，而不是看作人的能动的实践

活动，因此，他无法理解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历史领域必

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第 ６条：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提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

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从而剥掉了宗教的神秘外衣，这是他的

功绩。 但是，费尔巴哈分析人的本质的方法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错误的。 他分析人的

本质，一是运用“抽象的方法”，不是从社会关系中，只是从纯粹生物意义上来理解人的本

质。 二是运用“孤立的方法”，即不是从全部社会关系发展的总和中去理解人，而只是理

解为孤立的生物个体。 这样研究人的本质的结果，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内在的、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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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错误的同时，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

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人的本质不在于自然属性，而在于社

会属性；第二，人的本质不是社会关系的某一方面，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三，人的

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关系不同，人的本质的内容也就不同；第四，人的本质

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 其中，生产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基础，生产关系

的变化引起其他社会关系的改变，并引起人的本质的发展。

第 ７条是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宗教观批判的小结。 费尔巴哈在批判旧的宗教神学

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以“人爱”为核心的宗教哲学，认为人们之间的爱心，既是人的类本

质，又是人们之间永恒的宗教感情。 马克思批判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

身是社会的产物”，宗教感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当

产生宗教的社会条件不存在以后，当宗教本身不存在时，宗教感情也不可能继续存在，因

此，宗教感情不是永恒的。

费尔巴哈之所以把“宗教感情”永恒化，原因仍在于他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 因

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费

尔巴哈把“爱”作为人的本质，主张建立“爱”的宗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

物，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哲学上的反映。

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新旧唯物主义不同的阶级基础

第 ８条：马克思阐述了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指明了科学的实践观是唯物

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全部丰富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物

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决

定着社会的性质、面貌和发展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第 ８ 条中，马克思还进一

步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指出，以社会实践为

本质内容的社会存在是一切社会意识产生发展的根源，即使是错误荒谬的社会意识，如

神秘的宗教观念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都能在社会实践这一基本活动中找到现实根

源。 “神秘”观念不能用意识本身来说明，只有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才能科学地揭示其

本质。

第 ９条：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由于把实践活动排除在感性之外，无法正确认识“市

民社会”的重要作用。 “市民社会”是指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为纽带把单个人联系起来的社

会经济结构，它对国家等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 旧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实践，因而不理

解“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只是从单个人的直观角度去理解人，因而不能正确理解人的

本质，更谈不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 １０条：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新旧唯物主义不同的阶级基础。 “旧唯物主义的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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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里，“市民”指
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社会化了的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意思，即

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词语源于枟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 马克思在该枟手稿枠中，把资本

主义社会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社会，它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扬弃
了私有制，恢复了人的本质，它是真正的“人类社会”。 这句话的含义是：旧唯物主义的立

脚点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其阶级基础；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共产主义社会，无

产阶级是其阶级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１１条）

第 １１条是整个枟提纲枠的总结，是整个枟提纲枠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 马克思指出，旧
哲学家们脱离实践，只是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新唯物主义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基

础，为改变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提供强大的精神武器。

三、学习枟提纲枠的启示

第一，枟提纲枠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践的观点是贯穿整个枟提纲枠的一条基本线

索。 马克思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纳入哲学体系，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离开实践的观点就不

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枟提纲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
的决裂。

第二，通过枟提纲枠的学习，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
须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坚持
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思考题：

１．为什么说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

２．怎样理解实践是环境和人相互作用的基础？

３．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分歧何在？
４．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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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①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

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 然而这终
究是德国准备 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１８４８ 年的继续，仅

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１８世纪的法国一样，在１９ 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 但

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 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

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

巴士底狱。 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

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

王国的国家哲学！ 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

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 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

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 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

个人在 １８３３ 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 海涅。

举个例子来说吧。 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
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

检查制度祝福。 弗里德里希唱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

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 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

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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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哲学博士卡· 尼· 施达克枟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枠１８８５ 年斯图加特，斐· 恩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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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
条件地是现实的。 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 因此，黑格尔

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
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 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

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 当时的普鲁士
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
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 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

是现实的。 法国的君主制在 １７８９ 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
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

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 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
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

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

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

力来代替。 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
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
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

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 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

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

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

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
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
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

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

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

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
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

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
的暂时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

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

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
和灭亡。 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

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
的人类状态的观念。 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
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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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 诚
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

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
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用不着去研究这种观察方法是否同自然科学的现状完全符合的问题，自
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

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 无论如何，我们离社会历史开始下
降的转折点还相当遥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

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确实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 这是他的

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

来完成的。 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枟逻辑学枠中，尽管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

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

地方结束他的体系。 在枟逻辑学枠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
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外化”
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 但是，要

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 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

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
到了。 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

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

所窒息。 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 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这个
人想出了绝对观念，那么在实践上也一定达到了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这个绝对观念的地
步。 因此，绝对观念对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政治的要求不可提得太高。 因此，我们在枟法哲

学枠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唱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

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

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
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
温和的政治结论。 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

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 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

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

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 精神现象学（也
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
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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