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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dual transcendence of old German philosophy represents as the conversion of Marx’s 
thinking mode, from the rational speculation of “people” to the real understanding of “person”. 
Starting from the philosophy mission of “changing the worl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ality per-
son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rx completed the revolution from idealistic positivism to 
real empirical science, which realized revolution from the old materialism world outlook to th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orld outlook. Marx discarded old German philosophy of idealism and 
old materialism, so as to realize the dual transcendence of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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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对德国旧哲学的双重超越表现为马克思思维方式的转变，即把对“人”的理性思辨转化为对“人”

的现实理解。马克思从“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命出发，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理论基点，完成

了从实证唯心主义到真正的实证科学的革命，也就是实现了从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到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

观的革命。马克思对德国旧哲学唯心论和旧唯物论的扬弃，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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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关注的是“思辨的人”，马克思实现了从“思辨哲学”向“实证科学”这一思

维方式的转变，是提出“现实的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之所以要转变思维方式，就是因为从前的哲学

目的只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要实现“改变世界”，就要从“实证科学”入手。“关注现实的人”

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他所要追求的社会正义的共产主义，是把从前抽象的人道主义

落实在生产关系当中，即“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 

2. 马克思思维方式的转变是提出“现实的人”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论断首先针对着“思辨的人”。在黑格尔那里，人被归结为“绝对精神”。

马克思在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著名论断时，就对新哲学提出这样的

期待：“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

触并相互作用”[1](P220)。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强烈渴望和实现哲学与“自己

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强烈要求。这种渴望与要求，促使马克思把对“人”的理性思辨转

化为对“人”的现实理解[2]。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视为辩证法的理论基础，用抽象思

维的尺度衡量感性现实及其历史，导致了绝对精神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颠倒，使“现实”的历史变成

“抽象思维”的历史[3]。黑格尔这种主客体的根本颠倒，引发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运动。但是，

他们却始终未能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

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

[4](P21)。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

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4](P23)。到了费尔巴哈那里，哲

学的任务就是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

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未能从根本上超越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他所说的“人”归根结底仍是

抽象的人，惟有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扬弃并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

的立场[5]。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都这样那样地用“自然”割断了“历史”，或者说，把“历史”当作

了“自然”，也就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徘徊在历史之外的“抽象的人”的假设。说到底，它们(包括黑格

尔哲学)都没有彻底的历史观念，而用想象代替了现实[6]。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人”是真正科学

抽象意义上的人，是人和自然、个人和类之间最基本、最本质关系的规定。因此，它是历史起点和逻辑

起点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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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

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7](P153)。”而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使“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

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7](P153)。如果我们认为思辨终止的地方是以黑格尔为“实证唯心主义”

完成者的界限；现实生活面前也有费尔巴哈那昙花一现的身影；那么，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就

成为马克思创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基础与原则[8]。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彻底变革了这种把现象与本质分离开来、把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把相对

与绝对对立起来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从而构成了重新理解人及其世界关系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9](P390)。“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它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

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

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正因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解释原则，因而才构成了

哲学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9](P389)。“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并非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

是马克思用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探索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9](P391)。 

3. 关注“现实的人”的终极目标是要改变世界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看，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认为，“哲学不消灭无

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7](P16)。”在这里，马克思

并非不需要哲学，而是不需要“实证唯心主义”哲学。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并不是让哲学不再反映现实，

而是要让哲学在现实的土壤中成长，并真正地对人的生活有所关照。马克思写道，“历史的全部运动，

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

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真正的实证科学破除了“实证唯心主义”对人的抽象统治[8]。马克

思明确指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科学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这种“实证科学”

不再以“意识的空话”为依据，而是以现实的历史为依据，“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经

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

秘和思辨的色彩。”此时，马克思对“实证”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不以任

何理论原则为依据而是以现实本身为根据，通过对现实的研究概括和总结出思维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

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7](P155)；与此相适应地，在马克思看来，“共产

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

灭现状的现实的运动”[10]。 
有鉴于此，马克思提出了把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传统哲学家们的思想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P140)。”“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二者

分别不只在目的上，解释不等于不想去改变，改变也不意味不需要解释。二者真正的分别在于：旧哲学

是从先验的理性原则出发的，所谓“解释世界”，就意味着他们要让现实的世界屈从于理性的抽象原则，

而“改变世界”则是从现实世界出发，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的。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想教条式

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1]。1845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以理论飞跃的方式把人的“类特性”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明确为人的实践活动，从而以实践为根据去

理解人的存在，并因此把这种“实践转向”的新哲学定位为“改变世界”的哲学[12]。正是从“改变世界”

的哲学使命出发，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理论基点，完成了他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哲学

的创立是真正意义的哲学革命。它实现了从实证唯心主义到真正的实证科学的革命，也就是实现了从旧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到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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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对德国唯心论和旧唯物论的扬弃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己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理解为“实践的人道主义”

[13](P174)，以区别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一“实践的人道主

义”蕴含着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超越。因此他指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

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两者结合的真理[13](P167)。”马克思当时自称为实践的人

道主义，以区别于仅仅满足于在理论上扬弃上帝的存在的“理论的共产主义”[14]。这种人道主义之所以

是实践的，因为它主张扬弃私有财产，改变事物的现状[15]。即“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

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人道主义的生成”[13](P174)。在《提纲》中，马

克思以无可争辩的口吻表达了实践活动相对于理论思辨的优先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

把理论导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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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P135-136)。”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但肯定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表明，抽象的

理论归根到底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任何理论上的问题都能在实践中找到答

案[1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明确地认为，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从纯粹意识出发，而是必

须“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意识”[16](P153)。这就确立了人而不是

意识的主体地位[18]。 
“关注现实的人”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他所要追求的社会正义的共产主义，是

把从前抽象的人道主义落实在生产关系当中。因此，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

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

灭的，也不是可以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

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

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9](P172)。”唯物论坚持从自然去说明人，

唯心论用人去说明自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使二者实现了统一[20]。
“关注现实人”既超越了抽象的自然观点，又超越了抽象的人本观点，它是两者在合理形式的具体统一。

既然如此，就必然会逻辑地引申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哲学再也不能被容纳于传统的唯物论与唯

心论派别对立的模式，既不能从唯心论观点去理解它，也不能从唯物论观点去理解它，马克思哲学超越

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这正是马克思哲学诞生的秘密，也是引起哲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实质[21]。正

是通过实践的思维方式的转变，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两极对立的思维范式，超越了对世界抽象化、

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克服了抽象的自然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僵硬的对立，整合了主体与客体、

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对立，成为“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像传

统哲学那样高居于人的生活世界的抽象知识体系，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解蔽”，

实现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内在统一的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共产主义作

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 人道主义”[22](P297)即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它与以往一切抽象的人道主义

诀别，成为真正引导人与现实世界发展的崭新的世界观，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应该看

到，唯物论和唯心论只是哲学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对立派别，它们并不代表哲学争论的永恒本质，唯

物唯心的分野也不意味是决定一切观点的认识路线，因而我们也就不能把这种对立同真理与谬误的对立

等同起来，认为它们是不可超越的[21]。也就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22](P297)。”人的实践活动就在于从现实出发，又不断

超越现实，即不断设置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又不断地使这一对立达到统一[20]。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实现

了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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