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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马克思早期的作品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现实意义。通过对《批判》写作

背景、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在揭示批判内容的同时，也对马克思自身后期思想的转变和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中国正在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批判》中的一些观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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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rx’s early works, Hegel’s Critique of Philosophy of Right ha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writing background, basic content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Critique, it not only reveals the critical content, but also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x’s own thoughts in the later period. Nowadays, 
China is marching towards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some of the viewpoints in the Critique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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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背景 

1842 年，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期，他开始发现自己的国家观念与现实发生了冲突，于是

开始思考国家、市民社会、自由立法等一系列问题。1843 年，《莱茵报》被封，于是他开始写作《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国情进行了观察，并且结合了自身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的时代背景，

回答了国家的本质、市民社会、自由立法等一系列问题。 
(一) 社会背景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1818 年，马克思在德国莱茵省出生，同时期欧洲国

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都远超于德国。德国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也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经

济水平远远低于英国，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制度[1]。然而，

普鲁士政府封建专制，压榨百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看到这一切后，一心想要改善百姓疾

苦，他向往自由民主和人权法治，他深刻地揭示了普鲁士政府的封建专制[2]，并且开始思考国家的真谛

以及它存在的意义，希望早日实现自由和法律。 
19 世纪 40 年代，林木盗窃的事件与日俱增，并且大多数都是贫苦的农民。马克思探究其原因发现，

国内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地压榨农民，农民贫苦化日趋严重，不得不到树林捡树枝来维持生计。普鲁士政

府将这种行为视为盗窃，并且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因此而产生。然而面对私

人利益和法律利益冲突时，马克思却陷入了对物质利益的困惑，他原有的理性主义国家观遭受了质疑，

于是，他开始反思黑格尔的法哲学观念以及他的国家哲学观。 
(二) 理论背景 
19 世纪初期，面对德国的国情，黑格尔沿袭唯心主义的同时也发展了辩证思维，既看到事物的存在，

也看到他的消亡。于是黑格尔开始对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进行了认识和批判，写了《法哲学批判》，

他在承认普鲁士君主立宪制的同时又不断思考，一方面对封建专制制度非常不满，希望废除封建关系；

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国家非常依赖，希望在君主制的范围内实现改良。他们的想法是非常天真，非常不

切实际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研究国家观，其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在写作之前，

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市民社会这个观念，只是在研究国家和利益之间的问题，这一切促使他去探索市民社

会，并且去研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3]。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探索是他写作《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为他后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为了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广泛学习以往思想家的成果并

进行思考。19 世纪三四十年代，黑格尔哲学在德国达到了顶峰，后来因为德国的经济状况和复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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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学派瓦解，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开始了对黑格尔宗教观、国家观的批判，马克思

也投身到了青年黑格尔运动中去。 
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个派别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它给了马克思丰富的灵感。马

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超越，他从现实的活动去思考国家和市民社会，并且运用人的

异化观点去批判，最终又回到了人的本质去研究国家制度[4]。马克思非常注重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对于

创造国家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43 年七八月，马克思广泛阅读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书籍并做了笔

记《克罗茨纳赫笔记》，他不再是简单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深入地去思考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产生一系

列问题的本质原因，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加速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向共产主义

思想的转变[5]。 

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一) 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 
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何者先存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6]。 
黑格尔是一名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不管是家庭、市民社会还是国家，他们也只是伦理理念的不同

表现形式。家庭是伦理的直接存在，市民社会是伦理的外在存在，国家是伦理的显示存在，家庭和市民

社会就同属于国家这个存在。然而，马克思的观点却截然不同。 
第一，在时间上，市民社会先于国家。马克思认为在考察两者关系的时候，不应该从主观精神出发，

而应该从事实出发。个人组成了家庭，家庭组成市民社会，两者又共同组成国家，所以国家不论是从逻

辑还是时间上都是晚于市民社会的[7]。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唯心地颠倒了，问题的根源

在于“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且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

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2 
第二，市民社会是国家产生的动力来源。与黑格尔所主张的，国家不是演变的结果，而是理念在发

展过程中，把自己分离出来的观点不同，黑格尔完全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产生与演变。马克思认为，

从市民社会向国家推移，这是必然普遍的存在，两者的关系是产生与被产生，前提和结果的关系，两者

并不是对立的两个存在，而是逐渐走向了一个整体。黑格尔认为个人要无条件服从于国家，马克思则完

全反对，他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是平等统一的，统一的形式则是“民主制”[8]。不是国家创造了人民，

而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对立消失了，人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的差异被扬弃，人才成为了真正的人。 
然而，尽管马克思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但是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改变国家制度的方式

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异化问题，这存在一定的不彻底性，不是真正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应该从市民

社会内部去解决人的政治异化的问题。 
(二) 批判黑格尔立法权，追求平等立法 
黑格尔始终认为立法权从属于王权，王权至高无上，立法权流于形式，存在于国家制度之外，也不

能体现人民的真正需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制度应该是自发形成的，不依靠外力，同时也不需要

立法权。在黑格尔看来，有三种人可以享有立法权，贵族、以官员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以工商业为代表

的私人阶级。中间阶级代表国家普遍利益，第三等级则代表个人特殊利益，黑格尔主张消灭私人等级在

立法权中的地位。然而在君主制国家中，掌握实权的那些人并不是代表人们普遍利益的那群人，真正代

表人民的第三等级却没有权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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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非常反对广大人民成为立法权的主体，他认为，国家的各项制度应该由立法

权来决定。首先，人民要掌握立法权，不断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接着，

这些立法权开始影响并制定相关的国家制度，这些国家制度是为人民获得美好生活而服务的。只有当立

法权不再依附于主权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马克思在批判的同时主张平等自由的立法权，他认为，广大人民要成为立法主体，要让国家制度服

务于立法权，真正保障人民的立法自由。黑格尔认为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君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

制定法律，法律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根本上代表的是统治者的利益。马克思非常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

立法内容毫无民主，体现不了人民的意志，人民是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马克思认为普选制度

是非常合适的，全体人民都能参与到立法过程中来，人民意愿可以得到满足，最后成为法律制度，这个

法律制度就可以保障人民的幸福和自由。马克思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尽力铲除等级束缚，打破君主专制

制度，致力于让人民来立法，平等立法，保障人民自由。 

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世界的社会主义发

展在经历挫折的同时也有过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人民群众得以解放。在

中国不断前进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发展进

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更好更快促进我国发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阐述的一系列思想，至

今仍然拥有非常宝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有利于促进“人民主体”作用的实施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人民主体”的思想，它在具有一定文本价值的同时，

对于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充分的指导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

提到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继承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在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更

要不断深入贯彻此思想。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全文都蕴含着“人民主体”的思想，如今中国的人民民主思想是在长期实践

发展中形成的。人民是创造的主体，人民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人民是价值的主体，社会的一切发

展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促进人民能够更加美好地生活；人民是评价的主体，国家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关

键还在于人民的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思想，就是要“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 
马克思在对官僚政治、立法权进行批判的同时指出，国家的制度和法律都应该是由人民自己所规定。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之中去。一方面，我们要增强广大人民群

众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这一成果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大家共同努

力才能取得如此成就，这正体现了人民的主体作用，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建设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

我们要更好关切人民群众的需求，脱贫攻坚完成之后，人民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全党要时刻关注人民

利益，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面依法治国，这正是人民想要实现社会司法公平公正的诉求，也更好地

体现了人民主体作用。 
(二) 有利于促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的七十一年间，我国不断地探索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大就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2020 年

 

 

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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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

思想，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首次深刻回答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首次阐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科学内涵；首次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和总体布局[10]。我国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任重道远，在这个过程中，仍然需要借鉴马克思的思想。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提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

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由此可以看

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定法律，法律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在《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法律具有重要性和客观性。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需要制定法律，不能按照

某个统治者的意志而制定，制定也是需要有法律所遵循的，并且，立法权必须要在国家制度之内才能称

之为立法权。此观点对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4如果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坚

持立法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法律和制度不应该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大法坚持依法治国最首要的就是要依宪治国，在依宪治国的同时，要体现人民需求，保障人民权益。虽

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并没有提到法律的制定与权威，但是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特色总结出这一观

点。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研究了“官僚机构”，他认为这些“官僚机构”只是形式上的

存在，是个别人依托国家来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马克思对此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的[11]。当然，马克思

是在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批判的，他批判的是普鲁士封建制度下的官僚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机制完全不同。然而，马克思在批判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提醒人们，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机制，

也要确保它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不断提高其服务水平，不能无所作为。2018 年国家监察委的成立，能更

好地监督党内成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等，把反腐制度化，更好地规范了政府、党内的廉政建设。政府行使

任何权力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办事，不徇私舞弊，确保政务透明公开，这样能更好地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 
黑格尔虽然在《法哲学原理》中有提及到人民群众，但是与他的国家观相比，他认为，人民群众普

遍不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他们不代表任何阶级[12]。但是马克思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人民群众清楚

地知道自己的需求，迫切地想要得到解放，只是现实的条件和法律制度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中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存在是为人民而服务的，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这

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国正在全面依法治国，我们要在全社会普及法治观念，党和国家要加强宣传

引导，把人民利益诉求放在首位。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要自觉学习、遵守法律，遇到问题时，要及时与

政府沟通，要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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