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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处于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话题成为马克思研究的中心。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是其转变的标志性著作，

在对现实问题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认识到政治解放的不彻底与矛盾所在。马克思在对人的解放的追问中

摘掉了宗教与国家的“虚幻的花朵”，到市民社会的土壤中找寻真正的“种子”，以期实现从“政治解

放”到“人类解放”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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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wa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German-French Yearbook, 
and the topic of human emancipation became the center of Marx’s research. Marx’s Introduction to 
Hegel’s critique of Philosophy of Law and on the Jewish Question pub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the landmark works of his transform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examination of practical p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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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s, Marx recognized the incompleteness and contradiction of political emancipation. In his 
pursuit of human emancipation, Marx plucked the “illusory flowers” of religion and the state, and 
searched for the real “seeds” in the soil of civil society, in order to achieve transcendence from 
“political emancipation” to “human eman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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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44 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公开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和
《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两篇文章，开启了他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探索。 

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宗教批判并不是批判的终点，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完成了对宗教批判的任

务，揭露了宗教的本质，揭开了笼罩在人们身上的宗教神秘迷雾，但是他们止步于结论“人创造了宗教”，

没有从现实思考“人为什么要创造宗教”。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现实的黑

暗致使无力抵抗的人民诉诸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强大自我，只能在虚幻的宗教中找寻自己无法获得的幸

福与安宁，这样一来，宗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贫苦大众摆脱现实痛苦的鸦片，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维护

自己剥削统治的鸦片！因此，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只是起点，仍要进行新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是其

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 p. 3)宗教批判是前提，政治批判、市民社会批判是马克思揭开层层面纱从宗教

的“天国”走入“尘世”的继续。 
马克思紧接着对德国专制制度与哲学开启了猛烈的进攻，如果不对哲学进行批判，那么就无法触及

真正的现实，“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

([1] pp. 6-10)”马克思在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将目光转向市民社会，《问题》中他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

认识到犹太人问题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在对政治解放限度的批判中察觉到了考虑犹太人问题应当从获

得政治解放后的市民社会中去考察，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也绝不是让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这么简单，而是

要到市民社会中，到人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马克思在这两篇著作中摆脱了或者说不再局限于理论

与逻辑的抽象思辨，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与现实批判，闪耀着现实性与实践性的光芒，是马克思哲

学新的启程。 

2. 马克思早期人的解放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对德国宗教进行批判是进行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那么为什么宗教批判是

前提？宗教批判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宗教批判的任务完成后德国该何去何从？这就需要我们深入考察

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来获取答案。 

2.1. 马克思早期面对现实状况的反思 

19 世纪中期的德国正处于一个黑暗的时期，马克思甚至称其为“时代错乱”([1] p. 4)，这实际上指

的是当时德国的现状和理论之间有着巨大差距，理论方面远远高于现实方面，两者结合起来是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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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的错误”。 
当时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而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英、法等国随之开始进入了新的时期，资本主

义社会进程加速向前推进，但是德国人却仍然被笼罩于封建专制的阴影之下，在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浪

潮中德国表现出的是惧怕革命甚至压制革命。马克思博士毕业后登上社会舞台，直面德国的社会现实。

然而在《莱茵报》编辑部的工作经历让他无比失望地发现，应当是普遍利益化身的理性国家却听命于现

实的物质利益，这就动摇了马克思早期的“自由理性”思想。因此，马克思开始对德国现实状况进行观

察、体验，在反思中重新整理自己的思想，不仅是对于矛盾问题的书斋式反思，更是深入实际带着社会

问题的理论思考。在面对“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时，马克思直面问题与挫折，化身一位战

斗的勇士，带着探索真理到底的精神无情去批判和揭露德国普鲁士的反动统治与残酷的社会现实。 
当时的德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上与英、法等国的差距越发明显，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迟缓，恩格斯

对这个时代的德国经济作出过以下描写：“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雕敝。”([2] p. 278)而在哲学

领域上，德国的发展水平相比于德国的经济政治现状却是遥遥领先，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与现实世

界保持在同一水平，其实践上的政治制度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德国人在哲学方

面与时代是并行的，但在历史上又不是一个时代的[3]。 
在理论上，马克思曾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来解决他对于现实与理性的矛盾与困惑，

在文中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念进行系统地批判，终于开始突破黑格尔的束缚，寻求更高真理与自己的思想。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导言》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继承了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思想，对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纠正了人是观念的附属这一错误观念，“君主政体的原则总

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

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2] p. 8)因此，马克思越来越把“人”这

个范畴当作主体活动的中心范畴来运用，重新搬正了颠倒的世界观，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为马克思

“人的解放”理论的出场奠定了基石，标志着马克思向人类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 

2.2. 马克思早期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 

犹太人的问题由来已久，犹太民族因为历史原因曾遭受着严重的迫害，一直处于四处漂泊、居无定

所的生存状态。历史造就了犹太人的民族特质，他们具有非常强的排外性与忧患意识，不愿放弃自己的

宗教信仰，导致犹太人常常在移居他国时受到歧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始终坚守自己民族信仰的独立性，

这就是犹太人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犹太人问题在 19 世纪的德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涌入德国成为当地的

居民，甚至使德国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犹太人聚集最多的国家，处于“时代错乱”期间的德国让犹太人的

处境变得十分尴尬。一方面，犹太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以至于没有

办法参与德国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另一方面，犹太人在经济领域表现极为活跃与突出，他们有着极强

的经商能力，涌现出很多的银行家、大商人等。这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极不匹配让犹太人发出了寻求

政治上平等的诉求，也开启了犹太人追求自身解放的事业。不幸的是，1941 年普鲁士颁布的《内阁敕令》

打乱了犹太人的追梦，由此引来了一场关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大辩论。 
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视为一个“当代的普遍问题”，并给出了犹太人解放的方案，提出要从观念上

改变才能真正解决。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不仅是犹太人的民族个性给自身带来不良的后果，还与

时代的症结密切相连，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宗教对于人性压制的问题，所以，犹太人所受的压迫就来源于

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有犹太人放弃信仰犹太教，才能获得新生与解放。鲍威尔通过论证坚定地认为只要

犹太人还坚守犹太教信仰，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还没有脱离宗教的束缚，那么他们想要谋求平等地位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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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就不可能实现[4]。通过废除宗教，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是鲍威尔为解决犹太人问题开出的药方。 
鲍威尔将犹太人的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而且是一个当代的普遍问题，对此马克思持否定态度。马

克思对犹太人问题进行现实与理论的考察，认为鲍威尔仅仅是在宗教范围内谈论“犹太人问题”，但是

在犹太人的生活中除了宗教还有其他因素。况且，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已经不是当代的普遍问题，

犹太人问题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的问题特性也不尽相同，只是在德国表现为宗教问题的特性更为突出。

所以，并不能将此就作为犹太人问题的本质，如果仅仅将宗教批判停留在神学领域，那么是不会有什么

实质性的进展的。马克思驳斥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神化为宗教问题看待，它本身实际上应当是一个“世

俗问题”，不能借助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看待，而应该将问题植根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来解决。在对犹太

人问题的思考与争论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及其根源所在，并由此产生了对于人类解

放的思考，进而不断反展、深化、成熟。 

3. 马克思早期人的解放思想的发展 

在与鲍威尔的辩论中，马克思条理清晰的表明了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指出鲍威尔的宗教批判

在政治解放那里停下了追求的脚步，真正人的解放仍在远处等候。此外，马克思提出政治解放的限度以

及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在关于如何实现人对自身的复归的讨论上，马克思在现实中找寻到

了解放人类的物质武器。 

3.1. 批判与超越：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 

在《问题》中，马克思在讨论鲍威尔关于宗教解放观点时将问题进一步扩展到政治解放乃至人类解

放的高度上来，他认为，摆脱宗教的政治解放不等于普遍的人的解放，具有不彻底性，要解决普遍的犹

太人问题，必须要将视野放置到更广阔的地方。马克思讨论犹太人问题时谈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

犹太人问题呈现多重样态：对于仍处在封建专制社会的德国而言，犹太人问题就是一个神学问题；对于

法国这个立宪制国家，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在已经实行共和制的美国，犹太

人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世俗问题。 
从这一角度来说，犹太人问题对德国而言实际上就是政治解放的问题了。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德国，

把基督教当作自己的基础，依附于基督教，形式上国家给予宗教崇高地位，实际上统治者将宗教视为手

段，使用宗教为特权辩护。因此，要解决问题的首要任务必须从政治角度入手，在德国实现政治国家自

身的解放，将德国从基督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进入到现代国家的行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

不再以君权神授、神秘化个人来获得合法性。这样，国家的世俗化时代就开始了，国家的公民能够真正

享有政治权利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意义上犹太人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此时的政治解放不仅实现

了政治国家对宗教的超越，而且实现了平等权利的真正赋予，实现了人的解放的阶段性胜利，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 
但是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不等于完成了人的解放，政治解放后依然暴露出其固有的缺陷，以至于

这种解放依旧被困于一定的限度以内。“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

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

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

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 p. 30)由上文可知马克思

已经敏锐地发现完成政治解放的美国仍然存在犹太人问题，也就是说，虽然通过政治解放的国家在政治

领域上实现了自由、平等，让人从特权与等级中解放出来，每个公民都可以无差别的、平等的享有人民

主权等权力，但是却并不能保障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譬如市民社会领域的自由与平等，甚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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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平等自由掩盖了市民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与不自由！ 
所以，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观点是深刻的，鲍威尔虽然认识到宗教压迫对人的束缚，但没有看到在

结束人对人的统治后，存在的物对人的统治。在《问题》中马克思指已经出，现代国家的公民生活在政

治国家与市民生活的对立当中，公民在政治国家领域获得的自由与平等并没有在市民社会成为现实，本

应受到废除的各种非政治的差别仍然现实的存在着，所以这种自由与平等只是形式上的，不是实质上的。

既然政治解放还具有限度，那么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就还需要进行市民社会批判，通过解决

现存的社会问题，做到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超越。人们通过政治解放摆脱了专制制度的束

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差异仅仅在政治层面上被消除了，这是一种“抽象”与“虚幻”的平等，给

人带来的是共同体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然而在市民社会领域，出身、职业、私有财产、种族、地位方

面的差别等不平等的事实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是一个完完全全利己主义的领域，私人利益至上，人们

的世界被分解为原子式的个人世界，人们现实中感受到的不是和谐、美好、安宁，而是无情的竞争、压

迫与伤害。政治上给予公民的平等，却是以经济社会中的差别与不平等为前提，政治国家无法改变市民

社会的状态，不得不服从于市民社会的统治。政治解放最终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用表面上的

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人类没有获得彻底的、根本意义上的解放，这正是政治解放的局限所在[5]。 
在实现政治解放前，我们知道人们主要受到来自于专制制度的束缚，而在实现政治解放后，束缚在

人们身上的又是什么？马克思发现，政治解放后的社会，人们虽然打倒了神，却在现实又创造出了一个

新的世俗的“神”。人们面对的束缚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神圣宗教，而是一种新的事物——私有财产(金
钱)，它虽然是人手的产物，却反过来统治了人，让人成为它的奴隶。在市民社会中流行着一种“犹太精

神”，这种精神在实际中表现为人们对金钱的狂热追求与盲目崇拜，“金钱”不仅征服了人类，也征服

了政治，现代社会对一切自由、平等等美好品质的追求都被消解了，这样看来政治解放并没有完成自身

的真正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

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

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是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

放才能完成。”人类的解放最终还得靠人类自身完成([1] p. 46)。 

3.2. 路径探索：进一步深化人的解放思想 

马克思已经抓住了问题的症结，“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只有将人从

被金钱的支配中挣脱出来，将人的一切关系复归自身，人才能实现自我的解放，但人的解放到底如何实

现？马克思以德国为例分析人的解放的实现路径与可靠力量，当时德国现实发展水平极为低下，资产阶

级与封建制度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德国很难通过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来进行政治解放，

所以按部就班先进行政治解放的可能是渺茫的。在这条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马克思发现了一条跨过政

治解放而直接在德国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认为德国实现人的解放的社会革命可以依靠无产阶级和哲学

共同完成，《导言》中写道，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 p. 14)。 
为什么选择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发掘到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在历史上受

压迫最深，既遭受着专制制度统治的迫害，同时也受到来自资产阶级的压榨，他们贫困得一无所有，在

这种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势必要斩断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锁链。他认识到，无产阶级越是受压迫

得深，就越容易举起反抗的大旗，越能够具备革命的勇气与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 p. 11)无产阶

级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物质力量，除此之外，无产阶级还需要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掌握先进

的革命理论，只有当充满革命性质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相结合，人的解放才能实现，将物质武器和精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3080


陆媛媛 
 

 

DOI: 10.12677/acpp.2024.133080 549 哲学进展 
 

神武器相结合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关键一步。在现实里，被压迫的苦难会创造越来越多“赤裸”的无产者，

创造越来越多的一无所有的人，无产阶级的队伍将更庞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将更强大，他们将凝聚在一

起，共同冲破黑暗，奔赴光明。 
诚然，虽然现在的马克思还没有脱离黑格尔神秘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建立

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马克思已经不再止于理论的空洞批

判，而是致力于现实的批判和革命斗争，他在这个时期对实现德国人的解放路径的探索，不仅进一步深

化了人的解放思想，还找到了为实现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 

4. 结语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为后期的思想观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特别是其对政治解放、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批判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

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要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正视我

们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解放事业不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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