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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 ancient Greek cosmological ontology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
ern philosophy’s humanism theory to Marx’s practical ontology, and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Marxist practical ontology embodi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man and 
man, human and society, focusing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 reveals the 
core position of practice in Marxist theory, understands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with the 
view of practice, reveals the theoretical defects of previous philosophy, and deepens the under-
standing of Marxist practical ontology and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f practice on the develop-
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guiding role shows the value of the tim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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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本体论的角度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理解，从古希腊的宇宙本体论转向近代哲学的人本论再

向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转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体

现的内涵，并落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当代价值上。揭示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核心地位，

用实践了解了哲学的发展历程和揭示了以往哲学的理论缺陷，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理解，以

及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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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批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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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把它们当做

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 p. 133)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已经把

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地去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真

正含义。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确立了实践本体论的观点，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是现实的人的实

践活动，克服了以往哲学主客体二分的局限性，将全部哲学的本体论发展到了历史的新高度，实现了宇

宙本体论向人本论形态的最终转变即实践本体论。在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形成以前有着很长的历史发展

路径，以往哲学本体论的历史发展形态是马克思确定实践本体论的重要理论前提，在“变”和“革”中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存在。 

2. 从宇宙本体论向人本论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理解，先要理解其“变”的意义。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转变，从古希

腊的自然本体论，到中世纪的天主教的上帝本体论再到笛卡尔为首的思维本体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再到马克思实现现实的人的实践本体论的最终转变，这是宇宙本体论向人本论的创

生，是新世界观的诞生，是哲学发展的新形态，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清晰的照明灯，把以往旧哲学给予人

类看待世界的阴霾拨散开来。 

2.1. 从自然本体到上帝本体 

古希腊时期哲学的本体论往往都是指向于世界之外的终极存在，像泰勒斯的“水”是世界的本原、

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但是柏拉图

这里的“理念”并不是指人的思想，而是一种自然物象征的神话创造的对象，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

上”学等等的本体论思想都是指向于人这个世界之外的神话里的自然物或抽象物。从古希腊到亚里士多

德的时期，人们生活在效忠于城邦的社会理想至上的环境之中，狭小的地域范围及其适应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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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主自治达到了顶峰，他们忽视了个体的存在，重视城邦这个集体主义社会，当哲学家研究世界究竟

是什么，他们不会去思考个体主体性的创造力，只能站在城邦即整个世界之外的角度上去思考“世界到

底何以能存在”，造就了自然本体论的创生。随后罗马帝国破除了雅典城邦的社会团结，宣扬军队至上，

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强调“神、心灵、命运、宙斯”是统一的，以宙斯为首的神才是世界的灵魂，将

神话中的神逐渐与它所表征的自然元素剥离开来。直到中世纪，天主教神学鼎盛发展，将神演变为了上

帝，占据了政治、哲学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中世纪的哲学家思考世界的本原时将思维框限在上帝的身上，

产生了上帝本体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用神学统治人，人就变成了宗教的

人。在近代以前的自然本体论和上帝本体论被概括起来就合称为宇宙本体论。 

2.2. 从上帝本体到人本体 

发展到近代哲学，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将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主张关注人这个个体的存在。以笛卡

尔代表的“我思故我在”将这种宇宙本体论进行了哲学革命，将世界的终极存在指向了人的精神思维。

根据笛卡尔的观点，思维是证明“我”存在的论据，所以“我”成为了一个思维的主体，即“我”的全

部性质和本质就在于“思维运作”，只要思维在运作着，不用其他东西也可以证明“我”的存在[2]。笛

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只注重了人的思维的作用，把“我”这个主体当成了与

物质对立的存在，但是他忽略了将“思维”作为世界的终极存在会导致一种主观主义的片面性，缺乏科

学性和真理性。这种人的思维主体性到了 19 世纪，发展出了德国唯心主义以康德为首的先验哲学以及沿

袭康德思想体系达到最高即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是思维着自身的思想。绝对所思维的对象

只有思维它自身，因为除了我们理解“实在”的错误方法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唯一的实在是精神，它

的思想凭借自我意识向自身映现。绝对理念是思维着纯思想的纯思想[3]。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将精神思维

脱离于人自身，归结于世界的终极存在在于“理念”，认为自然界是人的理念创造出来的，思维也是先

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理念创造了一切。 

2.3. 从人本体到实践本体 

近代哲学唯心主义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统治着哲学家思考世界的方式。费尔巴哈出现

了，打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坚持世界是唯物的，指出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破除了唯心主义

的统治地位，认识到了人的存在，把人作为了出发点而不是人的思维。但是费尔巴哈在在维护了唯物主

义的宝座之后，只是简单的将黑格尔哲学抛在了一边，停留在了社会的表层现象，认为人只是“抽象的

人”，没有指出历史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在社会领域中重新回到了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

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替代。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

是由马克思于 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4]从自然本体到上帝本体再到人本体，以往的旧哲学

都犯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问题，马克思则转变了思维方式落回到人身上，不仅是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更

是现实的人的实践在主客观上的双重性质，用一元本体的方式实现了哲学的“变”。马克思将本体的概

念还原到历史的具体语境当中，把人理解为在自然社会中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将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一

切总和，解决了以往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同时指出了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一系列的社

会生活实践是世界的终极存在，是一元本体的实践本体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化([1], p. 136)。
在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生活中实践是根基，实践活动一旦展开，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

对立的因素会在否定性的关系中得到肯定的解决，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矛盾和对立相互转换成

为一体，人的自我生成才具有创造性，个人的利益才能在社会中得到实现。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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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费尔巴哈之前的旧唯物主义的“非形而上学”化，把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当作出发点，实现了主客

体之间的双向流动，给予了以往哲学的“世界到底何以能存在”的答案，一方面，破除了自然人格化的

“神”以及宗教和哲学构建的“上帝”的宇宙本体论，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理念

精神的思维本体论，在半截子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论上实现了以往旧哲学的哲学变革。 

3. 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内容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变”的基础上再要理解“革”的意思。马克思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看待世界，不同于以往哲学家站在世界之外的角度指出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

观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超越了以往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全部哲学家的理论，马克思从人的思维入手解决

了哲学一经产生就摆在人面前的问题，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哲学内容的革命。“全部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 p. 135)实践本体论表征着贯穿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又

都是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全部革命的内容就在于人的三大社会关

系之中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发达时期，在资本

家过分追求利润的欲望驱使之下，工业快速发展、机器的运用、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生产出超

出合理数量范围的商品使得人生存的自然环境状态越来越恶劣，人们肆无忌惮地浪费着自然资源，造成

生态污染，生物物种逐年减少，环境恶化以及生态失衡等等问题，却忘记了人原先是诞生在自然之中，

自然对人们具有养育之恩，野兽尚且都明白要留着猎物的幼兽进行繁衍的道理，具有高智商的人们却对

自然取之用尽，不明白保护自然其实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

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1], p. 134)
自然界是人存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改变自

然，但是一定要明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类想要发展就离不开自然。人是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与约束的，如何能克服人与自然存在的二律背反问

题，那就是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

论用实践作为催化剂，一方面，实践使自然转化为人的无机载体，另一方面，实践使人转化为自然的有

机载体。学会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利用人们现有的发达技术将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与自然形

成合理有效的生态循环。 
第二，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人与人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大历

史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

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了

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

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5]在第一阶段上，人与

人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生早原始时期，人们一同去打猎，平均分配事物，这是原始共同体的发展形态。第

二阶段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人对物的依赖越来越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造成了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对立，工人被资本家所奴役，实质上表现出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

系掩盖住了，人被对象即资本给控制住了，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了，人生活在资

本主义社会是不自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和谐的。马克思认为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

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人关系的真正和谐，使人的个性自由发

展，是人与人发展形态的第三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在

生产实践中人与人相互考虑，尊重他人、理解他人、体贴他人，达成和谐友善的关系，建立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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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明确表达了“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

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6]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生正是因为生产实践作为

中介，人并不是单个的、孤立的自我活动，用人们的实践生活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复杂

的个人活动之间的关系又形成了社会关系。社会不是由单个的个人构成的，而是由个人之间的关系样本

的存在，理解社会一定要从“关系”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出发。个人会改变，但是个人关系的总和构成

的社会关系模式是不变的，从社会关系模式和生产方式来看，社会关系的不同决定了个人的不同，规定

着个人个性的表达方式不同。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模式中发展自身个性呢。社会关系只是规定着普通的、

普遍的个性发展方式，个人自身可以在不超越社会关系范围内成为自由的个人，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

那么他就会成为像“堂吉诃德”那样的社会以外的“局外人”。理解社会的关系那么就要理解个人的普

遍行为，从个人的普遍行为发展出来的普遍关系理解社会形式的发展。 

4. 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只在理论上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告诉人们要运

用实践活动去改造世界。马克思独树一帜地创立了以实践为核心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转“变”与内容上的“革”命，是理论上的变革，也是实践上的变革，其本身具有当

代价值。 
首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有助于我们理解包括费尔巴哈以前的全部

哲学家的思想。哲学是用来反思过去、反思现在、反思未来的，只有了解哲学的历史才能面向现在，面

向未来，面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产生发展的以及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发展实践到何种程度。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

以往全部的旧哲学有我们所能学习的地方，就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吸收了以往人类哲学的优秀部分，形

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实践观点提出了实践本体论。所以在理解马克思主义

哲学变革的当代价值之前要先理解以往哲学的历史，在理解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是怎样发展

的、是怎样植根于历史形成的时代精华的情况下再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才能体会到马克思在当时

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神学基督教在思想上的统治下，他是如何克服时代的局限，阐释出“新”的哲学

观。马克思向人们揭示出了时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并告诉人们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废除私有制，实

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才会变成自由的人。 
其次，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

成就了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在于告诉我们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

虽然以往的哲学家并没有认为实践是不存在的，只是这种“实践”是在理论上的实践，只能改变着人的

思考方式，却不能付诸现实改变现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于现实的人用实践认识世界、改变世界。马

克思强调实践、强调现实的人的主体性是为了与黑格尔观念上的实践区分开来，把实践不仅从生产出发

理解，而且上升到思维方式的实践，对事物的理解是感性的活动，人用实践的思维付诸于行动改变现实，

是人的本质的、客观的活动，克服了以往哲学抽象的能动性，解决了以往哲学二元对立所带来的理论矛

盾和现实困境。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的劳动，包括人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只有

消灭了现实困境中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劳动异化问题，才能使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劳

动实践使人获得自由。 
最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据资本主

义社会条件下马克思提出拯救西方世界国家的理论指导，具有适应性、时代性、民族性。在适应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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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揭示的哲学真理观给予人类无限的不确

定性，却用实践本体论的观点将不确定性转变成为确定性的客观事实存在；在时代性上，马克思主义理

论经历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

三种形态都是根据时代发展、国情发展的情况不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产生出来的新的理论；在民族

性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成功的，是指导中国发展的正确理论，不仅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

性，也具有了中华民族的意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贯穿于中国发展模式上，结合中华悠久的优秀传统文

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指导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能改变世界，用新一批的

领军人物即以习近平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引领中国的发展道路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总之，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不仅是理论上的变革，更是现实的变革，是理论和现

实的两者能动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使得宇宙本体论向人本体论最终到实践本体论的转变，从解

释“世界何以可能”向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方法论转变，强调了在实践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人的主体性、

人的创造性的发挥，最后立脚点落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当代价值。理解了哲学发展进程，用本

体论的转变叩问以往旧哲学的发展，是对以往旧哲学的突破，也是马克思新哲学的确立；理解了马克思

哲学的变革在于揭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实践让人获得了无限的可能和自由；理解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发展的民族适应性，中国的发展模式无疑是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

世界观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形成具有民族意识、世界意识、人类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去应对

未来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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