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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明其意识形态思想的经典性文本。知悉洞晓其中关涉的意识

形态生成演进及内涵本质，学习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精髓，为筑牢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发展予以方法原则、奠定理论根基并提供实践依循，其意义重大。籍此成为新形势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参考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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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rman Ideology is a classic text for Marx and Engels to clarify his ideological thoughts. It 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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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ideological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 and to give method principles, lay the theoretical founda-
tion and provide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ideology in the new era.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mainstream ideology 
with strong cohesion and leading for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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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视角阐释意识形态基本观念，

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实现哲学变革的奠基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极具科学性、革命性、现实

性的论述，是建立在对现代德国哲学现实性的批判，而非“批判的批判”之上。它突破了青年黑格尔学

派仅在虚幻的绝对精神层面的臆想，抓住了基于实践这一重要层面的探究，突破了唯心史观的窠臼，系

统科学的提出了唯物史观的辩证逻辑，为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团结一致争取自身利益提供强大的理

论指导。深究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意识形态理念的思维逻辑、批判逻辑和斗争逻辑以阐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和主张，并全身心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伟大愿景的相关重要问题，对我国把握社会形势变革规律，坚

定科学现实的思想逻辑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同时，学界对《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思想相继展开了深度挖

掘，其一是对意识形态概念史梳理、溯源、辨析与考证；其二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正如恩

格斯指出的，“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其三是从

肯定性意蕴出发，揭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功能，无产阶级始终将实现全人类的利益视为自己的

目标追求，而非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宣扬的虚假“普世价值”。处在新时空背景下去科学探究

和总结《形态》中的意识形态观，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意义。 

2. 《形态》中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深入批判当时德国现代哲学，剖析与理性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成

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生成及内涵本质

的理性阐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观和政治观的批判，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又科学现实的意识形态理

论。 

2.1. 《形态》中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观 

探讨意识形态的生成就需知道马恩笔下意识的生成机制，以此作为理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在阐释

意识的起源与嬗变并非是抽象晦涩，因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

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因此，立足于文本理论特质来把

握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逻辑，来源于意识的生成机制。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

从“现实的人”本身出发，批判费尔巴哈从“感性确定性”出发设定的非“现实的历史的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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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诚然，费尔巴哈认识到“感性对象”，具有进步性，但却忽视现实人真实的“感性活动”，依

然停留在理论领域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则从唯物史观出发，破除虚假意识形态理论遮蔽现实、脱离实际

以抽象谈论一切的思想。基于现实社会生活实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起源于实践并发展于人类社会

的交往之中并与社会存在紧密相连。正如《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

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

才产生的”[3]。 
在考察完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生活本身”“新的需要”“生产自己的生命”“生产方式”四因素

之后，意识作为第五因素由此派生。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当时德国哲学对意识阐释的“纯粹性”

展开批判，“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意识只有在一定条

件下才得以转化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不同于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存在于有阶级冲突的社会形态之中，

而非是人类所有社会形态包含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此做出深入探索，指明社会分工的

不断细化和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意识转变为意识形态。首先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需求意识的丰富发

展推动社会分工，物质劳动得以和精神劳动相分离，选择从事精神生产的个体开始展现自己的精神活动，

意识得以获得相对独立性并转化为意识形态。其次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的展现，“每一个力图取

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4]从逻辑上看就需

要与统治阶级利益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做支撑来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揭示了意识形态鲜明的阶级性和指

向性。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的“意识形态家们”的出现，利用自己较高的概括能力和积极性来编

造本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内容，以便把本阶级的利益述求强塞进他们自我规定的概念之中。 

2.2. 《形态》中意识形态理论的内涵观 

学界一致公认最早提出意识形态一词的是德斯蒂·德·特拉西，他开始于单纯观念学的概念解释，

提出意识形态概念和观念的理论意义。之后将社会生活引入意识形态或是观念学说当中，以体现其实践

意义。这一学说被资产阶级掌握并成为推翻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与拿破仑意图恢复帝制相违背，特拉

西被其扣上“意识形态家”的帽子，即脱离实际，空谈观念的“空论家”，意识形态便带有了虚幻虚假

的意蕴。往后黑格尔基于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进行梳理，对其虚假性进行批判，但依旧是颠倒

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而一场对此“伟大”的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看似逐步瓦解了黑格尔体系的思想理

论。费尔巴哈力图使哲学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实是一种

宗教信仰的残余之物。对此，费尔巴哈想要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实则这一切的

论断和思想并未脱离黑格尔体系之外，依旧在悬想之上的“批判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只

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

界。”[5]。因此，在《形态》当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以布·鲍威尔、施蒂纳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

学，认为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虚假意识”。正如《形态》指出：“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

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6]。表明青年黑格尔学派依旧对现实的解释与批判仅仅停

留在思维、幻想层面，只是在头脑领域的臆想，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是一种颠倒的社会意识泛化表征。 
因此，在马克思文本语境中，基于不同的视域，意识形态具有不同涵义。从理论语境出发，意识形

态意指“虚假意识”，这是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施蒂纳的“唯一者”的虚假意识形态。在《形

态》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

国。”[7]。他们直接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视角出发，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脱离现实基础，是颠倒思维与

现实，虚妄、臆想的思想体系。并凸显出意识形态学说最深刻的特征——现实性，否定了思辨的历史哲

学和以自我意识和精神为出发点的德国哲学。籍此，从现实语境出发，意识形态是一种反映经济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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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并内涵于社会意识形式之中，是各种思想意识形式的总和，包含政治、法律、道德、

宗教、艺术等意识形式，而这一切都基于现实社会基础。意识从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纠缠，而非存粹虚

假的意识。最后从阶级语境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抨击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

受资本逻辑驱动，只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观念上掌控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在

《形态》中指明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形态。 

2.3. 《形态》中意识形态本质观 

《形态》中，意识形态本质规定具有多维层次属性。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实践的基础上提出

革命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特质和属性，是一定阶级思想和利益的表达。意识形态这一

阶级本质属性和理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历史情境之下诞生的。因此，这一本质的考察自然要

回归到原本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包含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利益规

定性。马恩在《形态》中展现的意识形态“否定”性本质，正是针对资产阶级试图掩盖现实矛盾冲突并

加剧社会混乱局面的揭示和批判。 
作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本质，批判的是德国哲学家未从现实社会寻找矛盾根源而沉浸在虚

妄的观念世界，未从“天国”降落“人间”。因此，马恩将这一“意识形态”冠以贬义概念加以批判。

其次，作为上层建筑的中性意识形态本质观，仅仅作为对现实社会观念的直接或隐蔽间接的反映。作为

市民社会中物质关系的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具有现实性，正如上文从现实语境中介绍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内涵研究，因此这一概念在使用中就被冠以中性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

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并未对意识形态本身予以消除或抵制，而是破除唯心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既然

意识诸形式是对现实在头脑中的反映呈现，是体现着社会生活状况和物质利益相关的思想。因此，仅作

为一种描述性分析的意识形态涵有中性意蕴。最后，作为无产阶级价值观的肯定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

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与人民性、科学性有机结合，马克思虽未从积极层面阐释意识形态，但并不意味

着仅有一种本质向度。在《形态》中马恩不仅科学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初步阐释了无

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突破宗教哲学的桎梏并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剥削的弊病，

直接反映并争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综上而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发展变化乃至消亡是与社

会的物质生产史和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变革相联系，是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分离的“分工”基础上

产生，其本质是统治阶级思想的产物，具有明确的意向性。回顾《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内

涵与本质，有助于认清马克思恩格斯如何站在唯物史观立场批判以费尔巴哈、施蒂纳、鲍威尔等人为代

表的现代德国哲学，致力打造“从人间升到天国”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3. 《形态》中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 

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更是着重强调要建

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巩固壮大新时代主

流思想舆论。为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培养为实现祖国繁荣建设的时代新人。其中，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党恪守不渝的原则遵循。因此，学习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撰述关涉的

意识形态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现实理论指导。 

3.1. 为筑牢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予以方法原则 

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饱含积淀着中国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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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精髓，对人的道德行为具有指导规诫效力，有助于培育与建构民众在思想道德领域的“善性”。

在《形态》中就突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与阶级分析方法以及辩证思维方法。运用历史与逻辑

相统一的原则，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认清世界进程的规律变化。合理有力的批判颠倒的思维观念，

即虚幻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认识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等多维视角对其作了科学的阐释，

即认识论层面的观念创造和“虚假意识”、价值论层面的“阶级意识”、本体论层面的由经济基础决定

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实践指向性的观念上层建筑。把意识形态问题具化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当中，具有强

烈的实践指向性。任何的思想观念一旦陷入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谬误之中，都会导致从事实践活动行

为人的现实偏差。如若存在的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侵袭占据人们的观念之中，整体社会风貌和价值体

系将招致打击。籍此，领会《形态》中的实践批判法从而掌握批判现实社会思潮的方式方法，注重社会

物质实践对人类行为观念的塑造与引领。除此之外，注重辩证思维，巩固与发展主流意识形态一定是站

在人民立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此将主流意识形态蕴含的价值理念融入民众的行为日常。 

3.2. 为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奠定理论根基 

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必然需要建设自身的意识形态以掌握历史主动权，新时代聚焦意识形态上的

思想迷雾亟需廓清以抵制蔓延社会的错误思潮。而今，世界格局的“逆全球化”的端倪逐步显现，以美

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凸显的霸权强权政治企图依旧存在并严重发迹于国际交往中。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

争夺仍然呈现“西强我弱”的局面，时下我国经济实力、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态势，

使世界格局清晰转为“西降我升”的样貌，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一定的外部机遇。然而，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环境日趋复杂，人民精神领域需求日趋多元，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严峻隐秘，

极大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毫无疑问，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败是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国家

内部稳定、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工作。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至关重要。《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遵循唯物史观的科学依据，分析青年黑格尔学派颠倒现实与观念的辩证方式，批判其具

有的理论局限性。除外，马恩笔下的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非一味的否定性批判，而是由

抽象的价值判断转变为客观革命性分析。同时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革命运动的考察，实现

了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为我们准确认识与把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提供科学的思

想理论武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并非针对逻辑化的整体性世界观，而是在批判唯心论

世界观中触及了观念背后的社会关系真实”[8]。 

3.3. 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实践依循 

在哈贝马斯看来，认同是建立在理解与信任基础上的具有真实性、正确性的情感价值。因此，新时

代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应注重党性和人民性的逻辑统一，获取民众情感态度上的认同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无产阶级作为革命实践的主体力量，承载着颠倒意识赖以存在的观念世界的历史使命，将思

想意识观念拉回人间并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即思想意识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即物质关系而存在。正如《形

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实践精神，在实践过程中将主流意识形态内蕴的价值变成改变现实的力量。

现实人最初的历史活动并非是纯想象思辨活动，而是现实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即生产实践，是“人类

为维持其生存发展需要而从事物质生产创造的感性生命活动。”[9]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马克思强调物

质生产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因，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作为马克思

思想的出发点，正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末条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

题在于改变世界。籍此，通过实践，人能实现客体主体化转变。总之，意识形态认同的核心在于价值认

同，鱼龙混杂的网络虚拟空间隐匿的各种虚假煽动性言论与信息，对主流环境中的核心价值造成不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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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亟需在中国现代化道路建设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思想，稳步行进，以经济的繁荣稳定作为

民众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后盾与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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