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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书写，

正标志着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通过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十一条，可以更

好地理解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所阐发的新世界观的目标、性质和功能以及更深刻地理解理论变革和社

会变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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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es on Feuerbach” is an important tex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x’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is the quintess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writ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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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s on Feuerbach” is mar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s practical thinking mode. By inter-
preting the tenth and eleventh articles of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goals,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new worldview that Marx interpret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properly, 
as well 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changes and societ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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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市民社会及新旧唯物主义的理解 

在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时，正处于新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因此，

理解他的第十条的“市民社会”[1]的概念理应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不同文本的具体语境以及参考马

克思的整个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提纲》中第十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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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中，“市民社会”曾多次出现，而基于不同的文本或者表

述“市民社会”确实具有多义性，意思也会有些许的差别并且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并没有停止使用这三个

概念。“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这三个概念在马克思不同的发展阶段含义

都会有些许差别[2]。“市民社会”的概念出现于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

志意识形态》等重要著作中，而且在其晚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在继续使用这一提法。比如，

《资本论》第一卷中，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但他在写作过

程中并没有严格区分三者的区别。基于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能

无视马克思在不同文本语境下用词的区别。而把“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市民社会”

三者的概念等同起来。在其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表述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三重意义上使用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解读第十条

时也不能简单地解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是一种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概

念[3]，是指 18 世纪市民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或者说是市民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如果机械地

把“市民社会”直接等于资产阶级社会，则很容易对《提纲》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旧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更加关注单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

最大化，更像是原子式的个人，不注重人与人间之间的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基于固定的语境

下旧唯物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4]，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

的人类。”在这里“新唯物主义”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的人类”指现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使私有制灭亡从而消灭了阶级与剥削，因此才真正地称得上

是真正的全人类的社会。即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它的立脚点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无

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这一条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表明了新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发现无产阶级与新唯物主

义的诞生之间是存在必然联系的。一个阶级的存在依据是其阶级利益。相较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

则毫无自身特殊的狭隘的私人利益，在这个阶级中，除了自身肉体与阶级的使命感外没有别的足以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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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的利益。不解放全人类就不可能解放自身，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自身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反之，

恰恰最终是要消灭自身的阶级本身，继而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新唯物主义真正的立脚点是无产阶

级，因为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5]。在马克思的表述中，无产阶级虽然和资产阶级同是市民社

会的两大阶级，但就从其本质上讲，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二者始终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

在这层意义上则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对抗的阶级特性。无产阶级是新社会得以产生的强大因

素。新社会的物质基础是这个阶级用自身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革命性和开放性必然冲破狭

隘的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现实着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

遍利益，而这个普遍利益构成历史前进的根据和基础，它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苦大众的政治解

放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力量源泉。近现代以来社会历史的基础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

是来自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他们代表了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新的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人类美好的光

明前景。总之，《提纲》第十条极其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另外在《提纲》中，马克思还以实践为重点阐述了新世界观的产生以及进一步发展，表明是人的实

践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时在《提纲》中的第八条也有相关内容。以人的现实的活

动作为出发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人类所生活的现实世界[6]。提纲第十条必然导致哲学的功能和特

质发生根本变革，因此，相较于旧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更倾向于关注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引起的

现实世界的改变。人的实践活动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7]。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则是从

理论上解释世界，远离历史以及现实而构建起来的“空中楼阁”。这恰恰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和青年

黑格尔派的哲学立场与立足点。 

2. 对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首先，理解这句话关键在于对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的理解[8]。这句表述中的“哲

学家们”是指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不是指除马克思以外之前的全部哲学家。这句话的含义也并

不是说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是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世界进行“解释”，反而不是对世界进行实际的

改变，是指的黑格尔等哲学家借助各种方式对世界进行解释，而并非借助革命的实践直接对德国黑暗的

现实世界去进行改变。也就是说，对于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事实上他们不能也不敢将德国

现实改变，这体现出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此外，他们自身所拥护的阶级利益也不允许

他们进行改变。因而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其所推崇的哲学只可以对世界进行解释，而不能也不敢真正的付

诸于实践。 
其次，“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两者间的关系。旧哲学家们试图找出诸多解释来使现实世界向

理论世界屈从，从理论世界出发解释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迎合他们所持有或推崇的观点，这即是他们

所理解的“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是马克思立足于哲学思维层面实施的变革，立足于现实世界；旧

哲学立足于先验理性原则。与旧哲学家们相比，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强调实践对改变世界的重要性。以“改

变世界”为重点。实践可以将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使其具有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在哲学中引入实践

观点，并指出要对世界进行改变，只有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使其成为改造物质世界的力量。并且只

有借助实践才可以使理论得到检验从而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解决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上创

建的。马克思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兼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想要承担起“改

变世界”的历史任务，必须要有对世界的科学解释作为理论指导。并且，“解释世界”必须以实践作为

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现实世界，继而实现“改变世界”。罔顾客观事实，跟随主观随意即非理

性的改变世界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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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辩证统一[9]。因此，新唯物主义表明，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必须从历史的现实的人的

实践活动出发。如果不理解《提纲》第十条的马克思所表明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人学性质，就不可能科

学地理解第十一条。相较于和旧唯物义以孤独的原子式的个人为立脚点。应该指出，马克思在《提纲》

表述自己的新世界观用“新唯物主义”一词是为了表明新世界观的人学立脚点，以此表明二者立足点根

本不同。 
纵观《提纲》，文本的第十条与第十一条中存在其内在的逻辑性且关于第十条与第十一条的阐释必

然导致哲学的功能和特质发生根本变革，这也就是《提纲》最后一条所指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提纲》第十条、第十一条在指出新旧唯物主义在立足点

的不同的基础上，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主要内容。第一，以往的旧

哲学停留于“解释世界”，而不着力于将“实践”概念引入到现实的世界中去，从而实现整个世界的变

革；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即认识世界是通过实践活动表现出来以

及认识发挥作用的程度要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所接受的程度。新唯物主义关注的是作为人的本质即人的

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第十条表述中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人的实践活动既是人对世

界的认识，又是人对世界的改造[10]。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思维方式必然是从理论上解释世界，在实践

上必然远离现实历史，崇尚哲学理论的实践。这恰恰是马克思批判的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立

场。如果不理解《提纲》第十条的马克思所表明的新哲学的人学性质，就不可能科学地理解第十一条。 

3. 新时代下重读《提纲》第十条第十一条的启示 

理论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社会变革是对理论变革的实践。虽然马克思已远离我们的时代，但是

马克思所留下的极其重要的哲学思想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们。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继承马克思的实践

观，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再一次成功的结合。新时代条件下，重读《提纲》第十条第十一条对于今天我们正确理

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在理论层面促进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3.1. 科学准确把握新哲学的人学性质 

《提纲》的第十条阐明了新唯物主义的人学性质，极其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无产阶级的阶

级立场和科学立场的同一性。他在《提纲》中始终坚持以实践为理论核心宣告新的哲学体系的面世。人

的存在方式以及在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和思维方式。新哲学反映的是历史的人历史的存

在。因为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历史的活动和过程。与任何

形式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相比，都与上述新唯物主义所要求的与人的存在方式和时间特性相矛盾。新唯

物主义的出现随即宣告了旧哲学的终结[11]。关于人本质的含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科学准确把握新唯物

主义的人学性质，不仅可以依托群众路线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解，还可以通过研读马克思的

经典著作从而可以建立起坚持理性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和角度去看待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从而为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夯实思想上的基础。  

3.2. 整体视角深化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 

第十一条阐明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从《提纲》的实际表述出发，我们应当明确马克

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哲学核心为实践。在第十一条中谈到的“改变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关系，以及

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就已经明确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是并且必定同时是哲学家。在这句表述中马克

思已经看到了旧哲学理论的局限，“哲学只能对和宗教与政治的理想进行评论，或进行反映”[12]，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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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的是一条理论之外的出口，同时应该明确改变现实世界的任务不能仅仅依靠哲学来完成，对于现实

世界来说，“哲学必须让位给实践”[13]。 
总之，《提纲》第十一条表达了马克思对于世界看法、态度、观点的根本性转变，也是“马克思的

哲学革命”的实质所在。在新时代条件下，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助于树立实事求是原则，不

盲从，始终保持清明的头脑，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通过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认真学习与探讨，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

实践观的深刻内涵以及与在新时代下如何与时俱进地学习它的新内涵。在新时代条件下，在实践中坚持

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实现两者的创新协调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为人民为国家更好地服务，不

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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