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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为《提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篇幅精悍短小，鞭辟入里

地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提纲》立足于实践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创

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不断丰富和完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结构及体

系提供了逻辑理论前提。本文探讨《提纲》的写作背景，旨在分析《提纲》中的实践观的主要内容，并

结合当下高校实践育人，分析《提纲》对高校实践育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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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Feuerbach’s Outlin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Outline”) is one of the classic works of Marx-
ism, short and concise, penetrating criticism of Feuerbach’s intuitive materialism. “Outline” based 
on practice to understand “object”, “reality” and “sensibility”,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marxist 
practice point of view, provided a logical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Marx and Engels continuing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structure and system of the new materialist world outloo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The Outline, aiming to analyz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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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view in the Outline, and analy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Outline to the practic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current practic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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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提纲》产生背景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逐渐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各国工人运动一触即发；加之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亦十分关注社会

现实问题，并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后，发现市民社会并非是资产阶级所吹嘘的理性人权的

社会，乃是压迫、奴役人的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就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而是人类社会

或社会的人类。在他看来，旧唯物主义者的直观思维，不能理解客观世界的实践本质，而实践作为人的

生存方式，追求的是主体的自由和解放。 

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背景 

《提纲》是在 1945 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写的一篇笔记，其生前未发表。在 1888 年，恩格斯

将其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书的附录，首次正式将其发表。笔记名字来自

于恩格斯称其为“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1. 无产阶级工人革命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革命在多个欧洲发达国家的完成，生产力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机器生

产逐渐代替了手工生产。机器生产大大提高效率，工厂对工人的需求减少，大量工人面临失业的局面，

为了谋生，工人只能降低其劳动力商品的定价。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只能加重对工人的剥

削。而资本家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为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只能是不断扩大生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

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随之而来各地爆发工人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欧洲三大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就此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总体上还处在一个自发阶段，三大工

人运动遭到镇压，就足以说明工人运动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能够有正确

的理论指导，《提纲》就此产生。 

2.2. 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升华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经历了多次的发展与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践思想主要体现在好几部著

作中，而《提纲》的出现，实践观得以确立，其实践思想得到了升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

思提出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这一思想对理论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从实践出发谈论如何实践。提出“劳动”概念并由此指出劳动异化以及如何对异化的劳动进行扬弃，

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够贱的基础。《提纲》中的实践思想，是对之前所有作品实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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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华。他与以往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在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中阐释了自己实践的观点，

在《提纲》的十一条，对实践思想进行总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1]。《提纲》是对以往著作中的总结升华，正是《提纲》中的实践观得到确立，在其中提出了一

些唯物史观的内容，《德意志形态》在《提纲》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 

3. 《提纲》中实践观的主要内容 

3.1. 立足实践理解“对象”“现实”“感性” 

费尔巴哈认为，感性是蕴含着最高深的真理。在费尔巴哈看来，真理性、现实性和感性的意义是不

异的，他指出“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2]关于一个对象在真实意义下存在的话，

那么它的存在与否就不能靠思维来进行确证，而必须通过感性和感觉来完成，仅仅通过思维本身是无法

得到确证的。同现实共存或与现实同一的对象是感性，“与思维共存或与思维同一的对象只是思想”[2]。
费尔巴哈认为，感性作为一种存在的原则，指的是一种真实的现实存在。而费尔巴哈正是将感性作为一

种真实的存在，用以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武器，马克思认为这也正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理

论贡献。但是马克思同样看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在《提纲》中首条就一针见血的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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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3]。也就是说，在对于存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将存在看作理性存在，将客观世界看做主体精神的产物，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理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而费尔巴哈将存在导入现实的感性，把存在看作感性的

存在，将存在从抽象的理性存在引向了现实的感性存在。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对象世界固然是所看到的样子，但是依费尔巴哈所说只是简单直观的反应而已，这种对直观的信任其实

就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论。虽然这种反映论超越了黑格尔的“抽象的思维”，但是也只是一种感性的存在

本身。这样的直观，与人本身不发生联系，既然和所看到的世界与人本身不发生联系，就犯了机械唯物

主义的错误。即使他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宝座，但是坐的并不稳固。因此马克思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感性

存在，把感性存在从被动的感性导向为主动的感性。世界固然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但是主体的实践出

发去理解，马克思指出，人类所面临的世界，不过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产物，人的劳动变迁的结果。 

3.2. 实践是阐释认识问题的核心理念 

在《提纲》中第二条和第八条提到了思维的真理性。这里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三种脱离了实践的哲

学，他们脱离实践，仅是说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与现实性。首先批判的是经院哲学，它主要是运用理性

形式，用抽象的、琐碎的辩证方法去论证宗教信仰，是为宗教神学所服务的一种思辨哲学。他们讨论的

问题是离开实践、非现实的问题，而一旦理性已经失去了现实的经验基础，那只不过是以一种抽象论证

论证另一种抽象；其次，马克思批判的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再次，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费尔巴哈依托感性直观从唯心主义的困囿中挣脱出来，将感性带到了大众的视野中，相对于费

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有了较大的进步。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也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难以介于实

践之中，始终无法进入客观世界的客观现实世界的藩篱，所以也只能沦为对客观世界的抽象思辨。在《莱

茵报》工作时期，连续两桩法案让他丧失对自由理性作为解决问题的坚持向往后，他指出改变思维世界，

要验证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单纯靠思维本身是不可行的，而是要靠实践。 
针对旧唯物主义僵化的“客体思维”以及唯心主义片面的“主体思维”，《提纲》明确指出要从实

践出发理解认识问题。明确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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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依赖自己的实践，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生命生活和精神生活本身。因此，主体的感性的实

践活动，才是既存的感性世界、现实生活以及自然科学等现实存在的基础。 

3.3. 实践是人与环境统一的中介 

在《提纲》的第三条中，“环境是由人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

的活动或自我改变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马克思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辩

证统一的，二者统一的前提就是实践活动。马克思就此对旧唯物主义关于“人”、“环境”、“教育”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孟德斯鸠在其著作中指出，自然历史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对国家品格的塑造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伏尔泰也直接指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就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

治理国家。除此之外，爱尔维修更直接指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都是教育

的结果。旧唯物主义者提出“环境决定论”“教育决定论”，但是，如果环境、是万能的，那万能的环

境和教育又从何而来呢？ 
面对所谓环境与教育的迷信，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实践的主体，不能仅仅直观的去理解世界，仅从

客体方面去理解世界。而应该是从主体方面、主体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世界。马克思认为，在对待人与环

境的关系时，应承认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作用，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决定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单

向输出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双向互动。在一定环境中的人受其环境所影响，同时，人也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对环境加以改造，使自身能够在改造后的环境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在这一条的后半段，“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一致”就可以看做“革命的实践”，在法

国唯物主义者来看，环境创造人自身，所以环境变，人也随之变。而这种被动的“变”只能是一种适应，

作为实践的主体应主动去改变以适应环境的的结果，这叫“一致”。作为实践的主体要真正理解环境的

变化，靠的是自我主动去适应新变化，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些新变化，靠的就是自身与他人的革命性的实

践。换言之，如果没有实践，没有人的感性活动，所谓的环境和主体就不会发生关系，也就不会存在人

化自然。所以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所宣扬的“环境决定论”“教育决定论”，马克思认为，只能通过革

命的实践，加以解决。这就为当时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导：改变阶级对立，不是靠理性的抽象和感性

的直观，必须是付诸于现实的感性的革命活动。 

3.4. 实践是理解人的本质的基本视点 

自古希腊以来，对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探讨从未中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分别从人的需要、社会关系、和劳动三个维度来分析人的本质。马克

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由于他们的

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把他们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6]马克思从人的需要出发阐释

人的本质，这对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的界定有根本的区别。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仅仅是所有

人都具有的一种自然地“类本质”，他的自然唯物主义，也必将导致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自然性规定。

但动物和人不同，其只会满足自身需要，这只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仅能够满足自身需要，还能按照

自己需求去改造世界。而根据自身需求改造客观世界，这里就是通过劳动的方式，所以，生产劳动是人

的生存基础，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没有生产劳动，也就不会存在人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 
实践是人的本质现实的实现方式。人不是抽象世界之外的存在物，所以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满足自

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一切实践。所以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脱离了人的社会性，

在马克思看来，要从实践的角度观察人的本质。处在不同时间空间之中、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具有不同

本质，而即使处在同一时间空间中、同一社会关系中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本质。所以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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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人的本质，只能从社会关系而不是自然关系中出发，这样人的本质就会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非固定的抽象物。 

4. 《提纲》对高校实践育人的启示 

《提纲》中的实践观意蕴深厚，对高校实践育人有着重要的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阵地。高

校思政育人建设，要积极从马列原著中汲取营养，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积极优化思想政治育人环境，

坚持以人为本的学科思想，融入鲜活时代色彩，展现育人价值。 

4.1. 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 

实践是物质性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高校对于理论教学方面主要是进行单方面理论知识的传达。

这种单向性的理论知识传播只能是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信息，不利于其积极性的调动。应积极创新学生参

与实践的内容和主要形式，让学生能在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并积极总结认识，及时进行反馈。利用其

自觉能动性，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实践，要以实践的眼光看待社会的发展，做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

在实践中去感受课堂传授的知识，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 

4.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学科思想 

马克思指出，人的属性表现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

神财富的创造者。高校进行思政育人、实践育人，就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学科思想。以满足主体自

身需要、关注时代要求为主要依据，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进行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展开。 
一是满足主体自身需要。高校要以实现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为己任，满足学生自身发展所需的

成长需要和精神需要。积极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赋

予构建精神世界的力量，引导其构建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 
二是关注时政，回应时代命题。新时代社会发展迅速，要时刻关注社会问题。新时代，高校实践育

人更应该主动植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特别是在百年变局的大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要主动积极破解时代难题，在实现强国目标中发挥自身实践属性。 

5. 结语 

《提纲》中的实践观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引领时代发展的基石。随着社会

的发展，社会环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仍然作为科学真理，给予我们科学把

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同时也为高校实现实践育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为推动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

创新发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效性提供了重要价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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