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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受到鲍威尔、卢格与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早期的马克思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在深入研读黑

格尔以及国民经济学家的部分著作之后，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思想的局限性，鲍威尔、卢格与费尔巴哈

等人虽然与黑格尔的思想有所出处，但归根结底是与黑格尔站在同一立场的，因此，马克思认为他要摆

脱这些人的思想，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思想上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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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well, Luger and Feuerbach, early Marx became a member of the Young 
Hegelian school. After studying Hegel and som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sts, Marx realized the li-
mitations of Hegel’s ideas; Powell, Lugar, Feuerbach and others share Hegel’s ideas, but they are 
ultimately on the same side. So Marx thought that he was going to get rid of these people’s ideas, 
and he was going to make an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on Hegel’s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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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其思想体系之达成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从青年黑格尔派到历史

唯物主义者的复杂过程。本文致力于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解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超越的伟大之

处。 

2. 加入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所写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曾表达出了他要为全人类的幸福与

美满而奋斗终生的伟大志向。这种世界观的树立使得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游入了黑格尔的哲学海洋之中。

使得黑格尔吸引上马克思的主要有两点因素：第一，是黑格尔最著名的学生和有见地的哲学代言人——

爱德华·甘斯，他是黑格尔去世之后，被黑格尔生前的好友推举作为第一个《黑格尔全集》的主编。甘

斯是柏林大学法律系教授，正是他向一代学子讲授了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的奥义。第二，是马克思加入

博士俱乐部的经历，其中主要是围绕在其身边的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青年黑格尔派

的思想氛围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早期的学术思想，其博士论文就明显的带有鲍威尔思想的色彩。 
(一) 受鲍威尔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撰写深受鲍威尔的影响，他在写作时就运用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指代黑格尔的

观念。这篇论文就是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邂逅的场所。在文章中，马克思借用鲍威尔的思想概念去

理解西方哲学，进而展开对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哲学的解读。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第一，鲍威尔是引导马克思学习黑格尔思想道路上的引路人，正是鲍威尔使得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辩证

法方法论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中有非常显著的表现。第二方面就是鲍威尔在其哲学思想中对于批判方法的运用。很明显，

马克思延续了鲍威尔的批判思维，他期望借助鲍威尔的批判思维实现黑格尔式的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和解。

在马克思看来，批判是哲学变革的核心武器。 
(二) 受卢格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与卢格在 1843 年末流亡巴黎，在这期间，二人联合创刊《德法年鉴》期刊。 
卢格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和我们时代的政治学》中表达出以下观

点：他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国家概念仅停留于观念层面是有局限的，这会使得《法哲学》陷入逻辑的狡辩

运动之中，只限于思想之中的政治国家是不可能对现实做出任何改观的。卢格认为哲学思想上的逻辑思

辨运动必须要付诸于政治实践之上。与鲍威尔相同的是，卢格也非常重视批判的作用，他将批判视为改

变现实的首要步骤。他认为必须要改变普鲁士的独裁统治现状，因此采取政治性的实践是非常必要的。

卢格对于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就在于将政治国家扩展到了政治实践，他认为应采取批判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才会对现实的改变产生促进作用。这里的批判并不是指对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是指对于现

实政治的批判，因此需要结合现实上的行动来与批判相配合。 
卢格对于批判与政治活动的重视启发了马克思，这使得马克思更加注重对于批判的运用。卢格对于

黑格尔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思想的认识，马克思接受了卢格留给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与政治

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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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 
费尔巴哈曾在青年黑格尔派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他曾想改变黑格尔哲学的意识前提，认为哲学研究

的出发点应该是物质世界中的人，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存在是先于思想的，因此，物质世界应居于

首位。费尔巴哈认为应利用这种对黑格尔哲学前提的倒转来克服人的异化，将人摆脱神学的束缚，最终

使得人能成为他自身。 
费尔巴哈用类存在的人来代替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概念，他认为黑格尔将精神归置为哲学研究的源

头，贬低了或者是忽视了现实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这里领会到了对现实实

践注重的重要性。他非常赞同费尔巴哈关于存在先于思想的观点。 

3. 对黑格尔的批判 

马克思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与此同时深受鲍威尔、卢格与费尔巴哈等人思想的影响，而且

他自己也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研究。但他渐渐地发现黑格尔哲学的矛盾性与局限性。 
(一) 对鲍威尔思想的反思 
鲍威尔的思想对马克思而言很有启发性，但马克思却发现了鲍威尔思想的局限之处，马克思与鲍威

尔关系的决裂是在 1843 年，标志性事件就是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在文章中对鲍威尔

关于实现宗教平等的问题进行批判。他指出鲍威尔将犹太人获得宗教平等地位的途径局限于政治领域，

这是有错误的。马克思认为犹太人能否取得宗教平等地位的问题只可能在“市民社会”中得到解决。 
除此之外，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思想从根本上讲还是和黑格尔一样的，都是基于对精神等观念上的

改变出发的。鲍威尔的批判主要由主体性、自我意识以及经过审查的哲学信念这三部分构成。马克思虽

然继承了鲍威尔所留下的批判传统，但他并非是照抄照搬，他有着自己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集中于对

批判的目标、批判的主体以及批判的目的上。马克思认为哲学不应是批判的首要出发点，而应是现实的

物质生产方式。批判的目的不应围绕神学的革命以及解决形而上学的难题而展开，而应是指向现实的经

济生活之内。 
(二) 对卢格思想的反思 
卢格留给黑格尔派的原则就是批判与实践相结合，卢格所讲的批判并非是针对形而上学，而是针对

现实提出的，这一批判的目的在于揭露现实政治的局限性及其暴露在社会生活中的破坏性行为，并致力

于通过实践来改变这种现状。马克思接受卢格所遗留的原则是在他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时期，但后来马克思发现卢格也是和黑格尔有着相同之处的，那就是对于私有财产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

性的维护，卢格呼吁批判政治与改变政治现状，但他却从未呼吁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并且卢格的批判

与实践相结合也仅仅是局限于政治领域，这是不够的。 
当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思想时，他就必须要与卢格做出分裂了。原因就在于卢格所讲的仅针对政

治领域的批判与改革是不足够达到人的真正解放这一最终目的的，这种做法使得市民社会仍然会被留存

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这难以实现社会的真正变革。 
(三) 对黑格尔的批判 
1843 年，马克思离开德国，来到法国，并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文中他指出：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于是，对天国的

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因此代

表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被批判之后，那么批判的对象就该转向人民的现实生活之中了。在此，马克思认

为对当前德国的政治现状的批判已经不足以改变德国现实了，“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

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1]此时的德国已经远落后于欧洲同时期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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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时代错乱”才是应注意到的“德国式问题”。需注意的是：此时的马克思还在运用着黑格尔

的哲学概念——否定，说明此时的马克思还未完全脱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他还未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完

整的哲学体系。于德国而言，“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1]这里所

讲的哲学是指黑格尔的法哲学，由此可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对于德国社会发展而言曾起到过一定的推动

作用，但这种哲学对于当前现状来讲则是必须要对其进行批判的。 
马克思受鲍威尔的影响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辩证法逻辑的重要性。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所讲的通

过异化、外化以及对象化的活动所发生的两次否定过程揭示了劳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对象化的活

动就是抽象劳动，但这一辩证法所论证的是抽象劳动的合理性，围绕在其中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

追求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合理性。除此之外，黑格尔辩证法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经过两次否定之后所达

到的绝对精神也只是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现实性上的人性的复归。归根结底地讲，黑格尔始终是在为资本

主义做辩护，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已不足以改变德国现状了，马克思要对其做出批判与变革。但仅仅是

通过哲学上的批判来解决消除现实复杂状况的问题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德国要实现变革必须是激烈的、

根本上的变革。 
马克思在德国的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黑格尔所讲的“理性国家”中所需要的“普遍性品质”。这是

一个被资产阶级压榨着的、浑身披挂着锁链的阶级，他不被赋予任何阶级上的特权，生存于一种困苦的

生活状态下。“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

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1]只有解放无产阶级，德国人才能彻底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

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

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因此，要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批判，要使人类得到

解放，从而达到真正的合乎人性的现实性的复归。 
(四)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为了进一步揭开资本主义的秘密，马克思研读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从而写作了《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结合，因为这二者存在共谋关系，可以归为

同一种批判，即：对资本的批判。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阐述。异化概念的运用表明此

时的马克思仍然处于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体系之中。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不断地挣脱黑格尔的体系，

迸发出许多属于自己的思想。“随着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进，马克思逐渐明确了自身对待

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这就是通过阐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私有财产的运动，来揭露异化的现实或

者说现实中外在的抽象力量奴役人的秘密。”[2]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性理

论。国民经济学家们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他们将社会中的人看作是单个的、孤立的利益体。他们

的头脑中只有利益的存在，这是极其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观念。 
马克思讲：“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

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

论的东西……假定为事实、事件。”[1]国民经济学家们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去推论异化劳动的存在，

但他们对于私有财产的来源问题以及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却避而不谈，他们将私有财产制度看作是先天存

在的固有的东西，由此而推导出的异化劳动的存在也必然是合理的。这种逻辑跟黑格尔一样都是在为资

本主义做辩护。这些思想都源于国民经济学家们将工人看作是资本家手中赖以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

本”，就等同于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开支中的一种了。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异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

扩大，工人们会越来越难以控制其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这就难以避免地导致异化的产生。工人生产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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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他自身就会越加地贬值。由于异化劳动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被施加在工人身上

的，而不是他们自觉自愿的活动，所以他们陷入这种活动之中是痛苦的。这种异化状态下的工人需要得

到解放，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得到改变或瓦解，为这种生产方式作辩护的黑格尔、鲍威尔、费

尔巴哈以及国民经济学家们都必须得到批判与变革。 

4. 对黑格尔的超越 

马克思从加入青年黑格尔派进而转变为对黑格尔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一直都或多或少地使

用着黑格尔的哲学话语，并未形成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却是他

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德法年鉴》创刊时期，马克思的观念开始转变，他认为对于市民社会以及政

治国家的解读都应回溯到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去，这是与黑格尔的极大不同之处，他要实现的是对资本主

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与黑格尔相同的为资本主义作辩护。 
(一) 对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的反思 
前文说到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学到了用社会存在来代替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这是马克思赞同费尔

巴哈的一点；除此之外，费尔巴哈还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和神学性质，他认为这是费尔巴哈之

于黑格尔来讲具有进步性的地方，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就表现在他自然观

上的唯物与历史观上的唯心的两面性存在。虽然费尔巴哈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出发点改成物质，但他却在

改造过程中丢掉了辩证法。费尔巴哈认为物质是感性存在的，他只知道感性的客观，但不知道感性的活

动。 
马克思曾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赞扬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他认为费尔巴哈用感性

的确定性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这种批判是无效的。这个时候的马克思还没有对费尔巴哈进行深一

步的批判。直到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在第九条写到：“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

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的市民社会的直观。”[1]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是直观的，马克思将这种直观称为人的“类”的能力，它不具有创造性与革命性，费尔巴哈宣称这种直

观的意义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不希望人们具有革命的意识。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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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这里马克思宣称自己的唯物主义为“新唯物主义”，从而与费尔

巴哈的唯物主义作区分。“立脚点”就是立场，理论立场决定其政治立场，因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是为资产阶级撰写的理论之一，费尔巴哈同黑格尔一样为资产阶级做辩护，他并不能为人的真正解放做

出贡献。 
(二) 对黑格尔的超越 
当马克思的哲学体系成熟之时，他就完成了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借助

费尔巴哈只是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破”，而真正的“立”还有待于新历史观的建构。”[3]这就是《德

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在这里，马克思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德意志意识形态》围绕生产力、交往、生产关系、世界历史以及共产主义这几个核心概念展开，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这是马克

思、恩格斯新世界观诞生的标志。他们以物质生产活动而非精神或意识为出发点，探究了人类社会的发

展规律，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

动。 
唯物史观的实现就是马克思所作的理论变革，这一理论完成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

终结，将研究的出发点回归到了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本身，不再具有抽象性与神秘色彩。这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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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之中的伟大发现之一。 

5. 结语 

马克思思想体系之成熟是一个艰难且复杂的过程，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学习黑格尔，并继承其辩证法

的传统，到反思黑格尔与学习费尔巴哈的思想，再到学习国民经济学理论，进而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

的思想，以至于形成马克思个人思想体系之完整。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以及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等内容，至今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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