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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为费尔巴哈将感性直观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原则，他得以向一般形而上学宣战。但也正是因为感性直

观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费尔巴哈未能完成他所开启的庞大事业。在马克思思想陷入危机之时，他深受

费尔巴哈哲学的启发，并曾一度站在费尔巴哈立场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猛烈抨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

克思洞察到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原则的弊端，在德国哲学活动原则的基础上扬弃了感性直观原则，进而创

造性地提出了感性活动概念，发动了一场消灭一般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革命，完成了费尔巴哈的未竟之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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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Feuerbach took perceptual intuition 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his philosophy, he was able to 
declare war on metaphysics in general. Bu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insurmountable flaw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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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ual intuition that Feuerbach finally failed to complete the huge business he started. When 
Marx’s thought was in crisis, he was deeply inspired by Feuerbach’s philosophy, and once slammed 
Hegel’s philosophy from Feuerbach’s standpoint. It was in this process that Marx perceived the 
defects of Feuerbach’s principle of perceptual intuition, abandoned the principle of perceptual in-
tui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German philosophical activity, creatively proposed the con-
cept of perceptual activity, and launched an eradication of all metaphysics. The ontological revolu-
tion opened up a new horiz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in lat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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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通常人们认为马克思是因为费尔巴哈而转向

唯物主义，然而由于不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导致人们对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因素的马克思哲

学的理解就不得不折返回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就必须要深入探究

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 

2. 感性直观：开启新事业之核心原则 

2.1. 感性直观之由来 

“水是本原”，由泰勒斯提出的这一命题，看似幼稚且简单，实则真实地开启了理性哲学的千年发

展历史。究其原因在于这一命题摆脱了对世界原始宗教式的理解，而试图用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这一

说明本身只能是理性的，因为一旦超越理性来说明就是原始宗教。这样一条理性道路在毕达哥拉斯数的

宇宙观中得以发展，在巴门尼德所开启的本体论事业中进一步加强，并最终在柏拉图理念论中正式确立。 
理性哲学以构造一个超感性世界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一切问题。但这种方式就像给现实苦难的世界

编织了一场美好的梦境，仿佛当人们将梦境当作现实时，人们就能克服现实的问题。当这场梦在理性哲

学传统最伟大的造梦师黑格尔的编织下已经穷尽它的一切可能之后，它作为梦境的虚幻本质便暴露无遗。

费尔巴哈是第一个从这个虚幻梦境中醒来并要求从梦境回到感性现实世界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在黑格尔

哲学中看到了理性哲学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将如梦一般虚幻的超感性世界当作唯一的现实，并以此遮蔽

感性世界。尽管黑格尔哲学已经宣称自己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打通了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但

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这个统一仍旧是立足超感性世界的统一。绝对精神在种种外化后终究还是要倒回自

己，一切现实的历史过程不过是早已被包含在绝对精神种子中的诸环节的展开。存在不是现实生活中感

性的活生生的存在，而只是被概念范畴做成的存在者。 
于是，费尔巴哈试图以感性直观的原则使哲学回到被概念、范畴所遮蔽掉的感性世界之中。由此，

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现实性、真理性不再存在于超感性世界，而属于感性世界。哲学的出发点也不再

是未经证明的悬设，而是感性的人和感性的自然。费尔巴哈哲学的首要原则便是感性、对象性或感性—

—对象性，这也就同时意味着直观。费尔巴哈的感性意思是“为感觉和感官的”，真正现实的东西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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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人的感官所能直观到的东西。与思辨思维所不同，感性直观试图以原初的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

的“感性——对象性”联系来抵制思辨思维对感性内容、感性生命的遮蔽和扭曲。但是同时费尔巴哈的

感性直观也明显区别于康德的直观以及谢林的理智直观。总之，感性直观所表达的是一种现象学的原则，

它意味着要切中“事物的本来面目”，意味着“在事物中看见事物本身”。 

2.2. 感性直观的理论贡献 

首先，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费尔巴哈认为感性的人是哲学的真谛，这对后世哲学具有重要影响。在

理性哲学以及宗教传统中，人只是概念、只是意识、只是实现绝对的工具。一句话，人成为唯灵论的非

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费尔巴哈力图“用具有理性的、实在的、感性的人，来代替哲学的那个离开人的、

没有感觉的理性本质。”([1], p. 5)这也正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后世哲学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费尔巴哈动摇了宗教神学的根基。在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中，他从感性的人出发，

认为是感性的人创造了上帝，而并非上帝创造了人，人的根本只是人本身。但是人在创造出上帝后，上

帝被切断了与人的真实关系，上帝作为“异于人的实体”被人当作“最高的原则和本质”，这样就导致

“我们也就永远不会达到和自己本身、和世界、和现实的直接统一”([1], p. 99)，只有通过上帝这个中介

统一才能达成。在费尔巴哈看来这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必须以感性直观的原则解构上帝。

在感性直观原则下，人现实地矗立在对象世界之中，实现的是人与人、人与对象世界真正的互通关系。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解构了上帝的中介，它逼迫人们承认自己现代人的处境。 
再次，费尔巴哈颠倒了柏拉图主义，为现代西方哲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关于哲学改造的

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当中，他开始转向对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企图以感性直观彻底抛弃

柏拉图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为感性直观要切中的是感性的人以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

界。站在感性世界立场上，费尔巴哈认为人们对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通过感官直观到的，人们是

通过自己对对象不可遏制的需要而确证对象和自身的存在。因而不论是唯心主义的“作为精神的精神”，

还是唯物主义的“作为物质的物质”对其来说都是同样的抽象，所以他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

并力图以感性直观开辟出抛却二元对立思维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视域。 

2.3. 感性直观的局限 

首先，虽然费尔巴哈不满以往理性哲学和神学将人作为抽象的意识、灵魂，而以感性的人作为自己

哲学的出发点，并力图构建关于现实的人的哲学，但是由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原则所确立的感性的人依旧

是抽象的。因为在感性直观的原则下，看似人是感性的、现实的、具体的，但是由于直观仅仅是直观而

不是活动，不能包含历史性因素，因而感性的人最终也只能成为超历史的抽象的人。 
其次，虽然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原则对宗教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人本学批判，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要进

行彻底的宗教批判，仅仅是动摇宗教本身的理论根基是不够的，彻底的宗教批判应当进一步深入到现实

生活之中，因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是虚幻宗教的现实根基。如果不能改变这样的生活处境，使人们的现实

生活能够承担起宗教曾经所承担的功能，那么宗教仍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这就意味着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 
最后，费尔巴哈虽然以感性直观原则首先对一般形而上学发起了进攻，但是他注定不能完成对一般

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超越。在面对柏拉图主义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时，费尔巴哈主张通过感性直观建立主体

与客体之间真实的联系，彻底解决主客体二元对立、分裂的问题。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原则缺

乏活动的原则，所以只能看到永恒不变的存在，而无法理解运动发展的过程。他的感性直观只能实现了

对感性世界的“静观”，而并不能真正地通达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关联，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他所想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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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所以纵使他看见了无论是偏向感性世界或者超感性世界哪一端，都是同样的抽象，但是最后还

是由于无法打通这两者而不可避免地堕入抽象。 
总而言之，费尔巴哈哲学是一种宣言性质的哲学，他指出“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

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

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1], p. 120)。但是，费尔巴哈自身无力实现这一目标，正如他自己所言：“用

一种纯粹而真实的人的态度去思想，去说话，去行动，则是下一代的人才能做到的事。”([1], p. 120)从
哲学发展谱系来看，马克思正是继费尔巴哈之后的下一代人。 

3. 马克思感性活动概念对感性直观的超越 

3.1. 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原则的现象学启示 

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起初也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后来也走上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道路。但与费

尔巴哈单纯从理论上质疑黑格尔哲学不同，马克思一开始就从解决现实问题方面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

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在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遭遇了现实物质利益的难题。正是在运用黑

格尔哲学思想在报纸上与政府进行论辩的过程中，他看到即使理性哲学有着精细美好的架构，但也始终

无法切中现实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现代政治制度本应能够完美地消解掉社会产生的诸方

面问题，而这正与马克思亲身所经历的相反。当马克思正处于思想危机时，费尔巴哈批判的矛头早已由

基督教转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般形而上学，由此看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无非是费尔巴哈哲学给马

克思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视域。 
费尔巴哈哲学立足于感性直观的原则，坚决拒斥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内的一般形而上学。

费尔巴哈哲学对一般形而上学的拒斥带来的是现象学的原则，可以说费尔巴哈给予马克思的是一种现象

学的启示。因为当费尔巴哈从理性哲学用概念、范畴、逻辑所编织的梦境中苏醒时，他意识到真正现实

的东西是感性的，而这些虚幻梦境遮蔽了人所内在于其中的感性的现实，所以费尔巴哈哲学要打碎这已

经达到极致的梦，把哲学倒回前概念、前范畴、前逻辑的感性世界，即感性的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

界。很明显在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之中已经内含了后来现象学的两大原则，即“回到事情本身”和“回

到生活世界”。总之费尔巴哈哲学和后来的现象学所要达到的都是未被概念、范畴所遮蔽的事情本身和

生活世界。 
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作为自己哲学的原则只是追溯到了被概念、范畴、逻辑所遮蔽的感性世界，但

是由于感性直观原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则，或者说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原则，而只是感性活动原则的内

在组成部分，所以它无法消化和解释包括人的形而上学倾向在内的生活世界的超感性因素。但是沿着费

尔巴哈所开启的这一路径，马克思进一步揭露出感性世界本身从何而来，即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构造了

这个被感性直观所切中的感性世界，而这一进展主要归功于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的启发。 

3.2. 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的启发 

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首先体现在康德的认识论革命当中。在休谟所制造的怀疑论困境面前，

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成为不可能。康德为打破休谟所造成的危局，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其证明

人的理性可以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但不再是理性受教于自然，不再是“观念符合对象”，而是理性向

自然提出问题要求自然答复，是“对象符合观念”，即“人为自然立法”。康德向人们说明其所认识到

的世界不是作为物自体的世界，而是由人所具有的先天直观形式和先验范畴所构造出来的世界。人们之

所以共在于同一个世界，不是由于世界本身如此这般的客观存在着，而是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认识架构，

即世界只能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被人所认识。总之一句话，康德的认识论表明，人的认识不是简单地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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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行直观而形成的，没有自我意识的构造活动，人甚至连杂多的表象都无法形成。 
其次，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进一步体现在黑格尔“思辨”原则之中。“思辨”原则在《小

逻辑》中表达为三个方面，即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方面以及思辩的或肯定理

性的方面。这三个环节具体实现出来就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圆圈式运动。黑格尔将世界理解为绝对精神以

的自我活动过程，认为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历史进展过程，具体表现为绝对精神以自身为起点，外化出自

然界与人类精神，并最终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得以返回自身。康德的活动原则从认识论方面阐明了人

所认识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自身所构造的，而黑格尔的“思辨”原则进一步从本体论层面表明人的世界

是由活动所构造的，不过这里的活动是以绝对精神为主体而不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活动，所以这样的

活动所构造出来的世界是将现实感性世界遮蔽起来的抽象概念世界，因此还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

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2], p. 316)。 
正因马克思精通德国古典哲学，所以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隐约察觉到了费尔巴哈哲

学的局限，此时他不但已经不再沿用感性直观原则而是使用对象性活动，虽然这里的“活动”还未达到

哲学高度，而且马克思并不认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处理，而是对辩证法进行进一步理解以期占

有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因为马克思虽然肯定费尔巴哈以感性的原则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

但并不满足费尔巴哈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仅仅理解为“哲学同自身的矛盾”([2], p. 315)，“对自

身怀疑因而需要证明的肯定”([2], p. 315)，这种纯粹的悖论只会将辩证法理解为“无”。而在次年，马

克思就以提纲的形式对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哲学进行了彻底清算，这一清算之所以可能是因

为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感性活动概念。 

3.3. 马克思感性活动概念的诞生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就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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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

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 p. 499)马克思认为除费尔巴哈以外的唯物主义

还只是将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这意味着这些唯物主义哲学依旧延续着主客二

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而仍然停留于抽象的概念领域。但是“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的费尔巴哈的直观

唯物主义，虽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试图摆脱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突破概念、逻辑、范畴的束缚，

而“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3], p. 499)，但是由于它仅仅从直观角度去理解人的活

动本身，而不能“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3], p. 499)，这样“感性客体”仍旧是与主体

对立的抽象的客体，所以自诩为新哲学的费尔巴哈哲学也注定跌落回旧哲学的怀抱。 
所以，马克思认为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也就是必须从能动的方面去理解。“和唯物主义相

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3], p. 499)从阿那克萨戈拉提出“努斯”概念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活动”原则，唯心主义将能动性的一

面发挥到极致。但它们始终不知道在概念范畴之前终究是人的感性活动构造出了诸感性事物和感性的生

活世界。正像康德虽然能够将先天直观形式和先验范畴加诸于感性杂多上来构造经验，但他无法解释清

楚范畴本身是怎么来的，他不知道人之所以能以概念、范畴的方式把握世界，前提是人与世界打过交道。

而黑格尔则是将世界和人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活动的结果，但是绝对精神恰恰就是现实个人的抽象化、

绝对化表现而已。 
突破旧哲学的概念、逻辑、范畴框架，意味着直接把握对象、现实、感性，但是直接把握并不是感

性直观，而是将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感性本身就应当被理解为活动，无法从外部给感性

加上能动性的活动原则，因为感性既是活动本身又是活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五官感觉无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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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活动的结果，人的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不是现成的，没有一个预成的、先在的在那里准备着进行活

动的感性。也不能以思维活动遮蔽感性活动，因为人以及人的世界首先是从感性活动中诞生的，正是在

感性活动过程中人的思维才得到锻炼，思维活动才从中凸显出来，即便思维活动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并且呈现出独立的趋势，但是它仍然隶属于感性活动。这是马克思感性活动概念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

原则和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的真实超越。 
总之，马克思所要指出的是现实世界为感性活动所构造。从感性活动出发，不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

的方面，而应从客体的被构造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但是对客体的构造并不是唯心主义先验的

构造，而是感性的构造。感性活动是概念前、范畴前创立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是

人的自由的实现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感性活动概念，进一步明确感性活动

为生产实践。 

4. “感性活动”原则诞生的哲学与现实意义 

感性活动概念的提出，使马克思得以发动一场消灭一般形而上学的哲学存在论革命。正是在这个过

程中，马克思一方面逐渐创立起自己的哲学，另一方面又为后世哲学开辟出新的哲学视域，即以感性活

动作为自己存在方式的现实的个人以及由他们所创造的现实生活世界。 
首先，以感性活动概念为核心发动的“存在论革命直接导致(直接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奠基” 

([4], p. 85)。尽管从康德开始历史就已经成为哲学关注的问题，并且黑格尔自称他那庞大的哲学体系实现

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是历史终究没有被以哲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哲学的关键。在

康德的哲学中历史的主体是先验自我，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历史的主体是理性的自我意识，二者一脉相承。

他们的历史主体排斥对象性的存在，是超时空的、逻辑预成的唯灵论的存在物，而他们所说的历史不过

是预先已存在的诸环节的展开罢了。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主体是生产活动，它的存在方式是

生产方式，也就是现实的个人，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现实的个人的一定活动方式。生产活动是感

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它不仅生产出作为主体性本质力量之对象化的‘劳动产品’，而且生产出作为

‘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现实的个人’”([5], p. 62)。这样历史主体所表达的主体性原则不再

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被规定为与对象性对立的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探讨对象性的主体性，而非排

斥掉对象性的主体性。将历史的主体确立为生产活动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 
其次，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仍然是马克思感性活动概念所开出的新视域的展开。现代西方哲学流派

繁多、思想迥异，但是其主题非常鲜明，即“拒斥形而上学”。也就是企图摒弃理性主义哲学的知识论

路向，破除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们或者是如科学主义一般认为哲学并没有存在的合理性，而要

求废除哲学；或者如人本主义一般认为哲学依旧有自己存在的必要，但是必须要转换哲学的发展路向。

对于前者，哲学革命揭示出一般形而上学向来都只是从概念、范畴出发，用概念、范畴圈定感性内容，

即只是解释世界。并认为只要以概念、范畴构建一个合理、完善的世界蓝图，不断改变人的观念的世界，

现实的感性世界也会相应不断改善。然而对世界不同的解释不外是以不同的形式承认现存的世界，并不

会让现实世界发生真实的改变，所以马克思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要求废除哲

学理论，而是认为理论的真正任务在于解释和揭露造成现存世界的感性活动，这正是新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于后者，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所讨论的语言问题、生活世界问题、人的本质问题等都或多或少已在马克思

哲学中被表述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马克思所开辟的新视域，现代西方哲学是不可能的。萨特直言马

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哲学蕴含着极强的未来原则，生活在近代哲学的现实

之中，我们很难真正消化马克思哲学，而在马克思所开辟出的新视域中继续探索是当代哲学的发展方向。 
除此之外，致力于真实改变世界的马克思哲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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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感性活动概念意味着注重消解掉抽象的概念、逻辑、范畴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遮蔽，直面感性生活

世界本身，即深入真正的社会现实从而进入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仍然停留于一般形而上学的视域内，

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是一些被概念、范畴组成的事实，并不断用一种革命的“词句”反对另一种“词句”，

企图以观念的更新解决问题、实现社会进步。自改革开放的数十年来共产党人一直坚持从事情本身出发，

从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制定并完成发展规划。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

代，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同样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尤其在

新冠疫情之下，世界各国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国是否能将挑战转变为

机遇，是否能稳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于能否切中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真正进入问

题并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 卡尔∙马克思, 路德维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3] 卡尔∙马克思, 路德维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吴晓明.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J]. 学术探索, 2011, 10(6): 83-88. 

[5] 卜祥记. 福斯特生态学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旧唯物主义定向[J]. 哲学动态, 2008(5): 57-6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5149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从感性直观到感性活动
	摘  要
	关键词
	Marx’s Transcendence of Feuerbach: From Perceptual Intuition to Perceptual Activi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感性直观：开启新事业之核心原则
	2.1. 感性直观之由来
	2.2. 感性直观的理论贡献
	2.3. 感性直观的局限

	3. 马克思感性活动概念对感性直观的超越
	3.1. 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原则的现象学启示
	3.2. 德国古典哲学“活动”原则的启发
	3.3. 马克思感性活动概念的诞生

	4. “感性活动”原则诞生的哲学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