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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欧根·杜林从已有的原则出发，按照数学公理得出“世界统一于存在”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

己的唯心主义体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世界模式论”一章从论证方法和理论来

源等方面对杜林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的观点进行批判，并进一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世界统一性问

题的回答。恩格斯就杜林的“世界模式论”进行批判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对于推翻杜林所建立的唯心

主义体系、与二元论划清界限、推动当时工人的运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消除错误思潮，维护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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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inciples and mathematical axioms, Eugen Durin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orld is unified in existence”, and on this basis, he built his own idealism system. In Frie-
drich Engels’s Anti-Turin Theory, the chapter “world model theory” criticizes Durin’s viewpoi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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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y of the world from the aspects of argumentation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further elaborated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s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world unity. Engels’ criti-
cism of Durin’s “world model theory” is of great value.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and value 
not only for overthrowing Durin’s idealistic system, drawing a clear line with dualism, and pro-
moting the workers’ movement at that time, but also for us to eliminate erroneous thoughts today 
and maintain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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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质的著作，写作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弗里德

里希·恩格斯借助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杜林原

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但是由于其学说已经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产生消极的影响，恩格斯不

得不搁置《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抽出时间与其论战。杜林的哲学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即关于存在

的基本形式、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学说，其中“关于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杜林哲学体系的

基石，而“关于自然原则和关于人的学说”只不过是运用这一模式的对象性的领域而已，因此研究杜林

的“世界模式论”对于理解和把握进而批驳杜林哲学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杜林的世界模式论及其思维逻辑 

杜林的世界模式论从其本质上看是唯心的，杜林认为原则先于现实世界而存在，并且它是永恒的、

无矛盾的以及终极绝对的，当它被发现之后，可以直接被应用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这些原则与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完美契合，这就是杜林的思维逻辑。杜林的“世界模式论”又被称为“关于存在的基本形

式”，它是研究世界统一性问题的。关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世界是否是统一的？”如果

是“统一的”，那么“世界统一于什么？”，杜林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 

2.1. 由存在的唯一性推论出存在的统一性 

杜林认为任何问题都应当从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杜林想套用数学中的公理来生硬的

解决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他首先用“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意思反复的病句来“创造体系”，

他认为既然存在是无所不有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在它之外，因此证明出存在是唯一的这一结论。而

后全靠想象，从存在的唯一性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就直接转到存在的统一性问题上去，他认为“一切

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1]，一旦存在被统一的思想包裹和围绕着，唯一的

存在就通过思维的统一性奇迹般地变成了统一的存在。杜林的这种证明方法是从思维的统一性中引申出

来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2.2. 杜林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 

杜林认为“我”是从存在开始的，“我”思考着存在。他把存在当做一个概念来加以思考，被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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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概念中的东西是统一的，假如存在不是统一的，那就不符合概念本身。因此杜林得出结论：世界

统一于存在。但是这个“存在”到底是什么呢，是思维的还是物质的呢？因为思维和物质都是存在着的，

只说存在，只说世界统一于存在，其实并没有真正回答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实际上杜林并没有搞清楚世

界的统一性问题，也不可能给出关于世界统一性问题的正确回答，世界统一于存在的这个回答体现出杜

林的二元论思想的本质。 

3. 恩格斯对杜林世界模式论的批判 

杜林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其思想糅合了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他打着“革新

科学”的幌子，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并试图从哲学、经济学等方面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而世界模式

论正是其学说大厦的基石。对于这一模式论，恩格斯分别从其先验主义论证方法、荒谬的论证逻辑、错

误的论证结果以及在理论来源上照搬黑格尔等方面予以一一揭露与批判。 

3.1. 恩格斯对杜林论证方法的批判 

杜林在形式上运用的是一种数学方法，即按照数学公理的简单套用，来解决哲学上的问题。这里的

公理是思维上的、是先前就存在着的，用它来解决存在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先验主义方法。先验主义方法

是指分析问题不是从客观的事实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从结论出发，正确的论证方法应该从科

学前提出发，从事实出发，按照逻辑和现实的联系进行论题的证明。杜林用以证明世界统一性的方法经

不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践的检验。 

3.2. 恩格斯对杜林论证逻辑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不能由思维的统一性推论存在的唯一性。杜林的论证之所以是错误的，一方面是因为杜

林在考察思维的能力时只看到了它的综合能力而没看到它的分析能力，思维不但能将相互联系着的要素

综合起来，而且能将综合起来的东西分解为各个要素；另一方面，存在的统一性是思维的统一性的前提，

只有在意识要素或者意识要素的现实原型中已经存在这个统一体了，这些要素才能被综合为一个统一体，

不能将本不属于这个统一体的东西强行综合到这个统一体中，杜林搞错了思维的统一性和存在的统一性

的内在关系。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同样的错误，黑格尔正是通过思维和存在的错误的关系证明了绝

对观念的存在，杜林虽然对黑格尔进行批判，但实际上，杜林和黑格尔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

认为思维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者。 

3.3. 恩格斯对杜林论证结果的批判 

世界并不统一于存在。如果世界统一于存在，那么物质和思维都是存在着的，既可以说世界统一于

物质，也可以说世界统一于思维，显而易见，世界统一于存在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存在的范围太大了，

很容易就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里。世界上的存在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物质性的东西是“存在着”

的，精神性的东西也是“存在着”的，万事万物都是“存在着”的，可是它们到底统一于什么，统一于

“存在”吗？如果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那么存在也统一于存在，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只不过在浪

费时间不断重复自身而已，并且思维和存在在这里并列着，没有对二者的地位进行判别，没有回答思维

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一哲学的首要问题。 

3.4. 恩格斯对杜林理论来源的批判 

杜林的世界模式论的理论出自黑格尔，但是杜林只是照搬了黑格尔学说皮毛、概念上的东西，而丢

掉了精华的内核。杜林照搬了黑格尔的“存在论”，因为他和黑格尔一样都是从“纯粹的存在”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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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林所讲的包罗万象的存在本质上也是“纯粹的存在”。“存在的逻辑特性”是杜林盗用了黑格尔的“本

质论”，但是却没有真正的看到核心部分，他只是肤浅的抄了一些概念上的东西，而抛弃了黑格尔的辩

证法。在辩证法方面，黑格尔承认联系，承认矛盾，承认对立统一，认为事物既对立又统一，对立中包

含统一，统一中包含对立，而杜林否定矛盾，否定对立统一，认为对立就是对立，统一就是统一，只能

看到事物和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一个不懂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者。杜林说“我们不是从笼子里谈哲学”[2]，
但实际上，他就是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笼子里谈哲学。 

4. 辩证唯物主义对世界统一性问题的正确回答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篇序言中深刻地指出，“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

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3]。恩格斯从批判杜林的思想出发，

但其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批判杜林的错误思想，更重要的在于通过批判杜林的错误思想从而对马克

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论述，在正反两种思想的对比中，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

入人心。因此，恩格斯在书中的第一编第四章——“世界模式论”中花了很大的精力从正面阐述了对世

界统一性问题的正确回答。 

4.1. 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杜林混淆了世界统一性的前提与世界统一性本身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他运用数学公理极为简单

地、三言两语地以及毫无逻辑性地证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极其不严谨、不科学的，他运用这种方法

所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恩格斯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

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4]。辩证唯物主义对

世界统一性问题的证明不是通过简单的思维逻辑，运用数学公理来推论的，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前提上的。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这三大发现为世界统一性问题的证

明提供了可能。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既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也不是物质

的某种具体属性，而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事物的共同属性，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它独立于我们的感

觉而存在，但是却能为我们的感觉所感知和反映。 

4.2.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仍需要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发展来证明 

自然、社会以及人的思维都是不断发展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

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5]。人的思维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但是人的这

种能力又达不到完全认识客观世界的程度。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在于人的这种认识能力不是不变的，而

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但是对于一定时期的人来说由于其生命是有限的，穷其一生不能达到无限的认识，

因此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一定时期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的一定时期认识能力的反映，能

够对物质统一性原理提供正确的认识，但是由于认识能力的这种局限性或者说非至上性，人不可能达到

对这一原理的完全的真理性认识。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观点离不开哲学和自

然科学长期而持续的发展来证实。其实，不仅哲学上的某一原理的证明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亦

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错误思想相斗争的过程中而不断发展壮大的， 其科学

性和革命性在于它不是封闭僵化的体系，而是不断通过批判进行完善和丰富的开放体系，对世界的物质

统一性问题的回答也是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 

5. 恩格斯批判杜林世界模式论的价值 

恩格斯对杜林“世界模式论”的批判有着深刻的意义所在。在当时的情势下恩格斯揭露和批判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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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学说，有利于降低这种错误思想对工人政党的毒害，有利于工人政党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

推动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杜林本质上是折中的二元论者，恩格斯通过对杜林关于存在问题的批判，从

而与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彻底划清界限。当时恩格斯批判杜林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的社会环境是极其恶劣

的，但是恩格斯依旧不怕阻挠，他克服重重困难敢于斗争、敢于批判的精神是值得颂扬的，特别是对于

激励人们对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敢于分辨、敢于批判、敢于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5.1. 遏制错误思潮的传播推动了工人运动向前发展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个版本的序言开头所说的那样，“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

的结果”[6]。当时，杜林自称是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宣称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

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他不但攻击德国以前的哲学家包括黑格尔，而且攻击和他同一时代的马克思。当

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虽然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但未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机会

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杜林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

一。与此同时，杜林的“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在向工人运动中渗透了，他的学说在一些出版社出版，已

经有了一些信徒，而且还有些人准备在工人中以通俗的形式散布。如果杜林的学说在工人群体中进行传

播，那么这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为了揭露杜林的错误学说，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

不得不放下其它的工作，着手啃这一“酸果”，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促进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2. 划清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捍卫了唯物主义世界观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划分为两大阵营，认为存在决定思维的属于唯物

主义阵营，认为思维决定存在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而对于世界到底统一于什么的问题，杜林认为世界

统一于存在，但是这个存在既包括思维也包括物质，杜林没有具体回答世界到底统一于思维还是统一于

物质，从他模棱两可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信奉的是折中主义的二元论，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唯心主义的

阵营。恩格斯建立在科学的前提上提出世界并非统一于存在，而是统一于物质，存在只是世界统一性的前

提。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客观实在性，客观实在性是万事万物具有的共同属性，这就与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彻

底划清了界限，这既瓦解了杜林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疯狂攻击，又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5.3. 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恩格斯在撰写和发表《反杜林论》时，遭遇了层层困难，反动政府不仅对恩格斯进行攻击，查禁马

克思主义的种种作品，而且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镇压，此外杜林的支持者也一致针对恩格斯。但是恩格

斯非但没有退缩，并且还搁置了当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撰写《自然辩证法》的工作，克服重重困难，来

着手批判杜林。也正是恩格斯敢于、勇于且善于同错误思潮作斗争，《反杜林论》这一伟大著作才得以

出现，并经过时间的考验而光芒依旧。杜林的原则在先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世界统一性问题的错误认识不

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矛盾发生历史

性转变，社会发展也处于关键的转型期，社会各阶层利益攀枝错节，各种矛盾凸显，体制机制的改革也

面临很大的困难，形势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言而喻，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导地位的风险依旧存在。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照妖镜”

来分辨林林总总的社会思潮，对于错误思潮要敢于同它作斗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不断改

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不断夺取更大的胜利。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05


孟铭秀 
 

 

DOI: 10.12677/acpp.2022.116305 1789 哲学进展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16.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22.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83.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19.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63.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79.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05

	恩格斯对世界模式论的批判及其价值
	摘  要
	关键词
	Engels’ Criticism of World Model Theory and Its Valu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杜林的世界模式论及其思维逻辑
	2.1. 由存在的唯一性推论出存在的统一性
	2.2. 杜林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

	3. 恩格斯对杜林世界模式论的批判
	3.1. 恩格斯对杜林论证方法的批判
	3.2. 恩格斯对杜林论证逻辑的批判
	3.3. 恩格斯对杜林论证结果的批判
	3.4. 恩格斯对杜林理论来源的批判

	4. 辩证唯物主义对世界统一性问题的正确回答
	4.1. 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4.2.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仍需要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发展来证明

	5. 恩格斯批判杜林世界模式论的价值
	5.1. 遏制错误思潮的传播推动了工人运动向前发展
	5.2. 划清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捍卫了唯物主义世界观
	5.3. 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