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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虽然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且整体思想尚未成熟，但无论

是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难题的反思还是对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关于人类解放的批判，其中都彰显

着人民立场的思想。与之相应，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思想在物质利益的逻辑中显现，在人类解放的逻辑中

深化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两个时期，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思想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其内

在却是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两个转变”的重要

依据，是梳理马克思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

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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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Rheinische Zeitung” and “German-French Almanac”, although the problems f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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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rx were different and the overall thought was not yet mature, whether it was Marx’s reflec-
tion on the problem of material interests or the young Hegelians headed by Bauer on the criticism 
of human liberation, which manifests the idea of the people’s stand. Correspondingly, Marx’s 
people’s standpoint first appeared in the logic of material interests, and deepened and reached a 
new height in the logic of human liberation. In these two periods, although Marx’s ideas of the 
people’s stand had different expressions, they were inherently progressive and inherited in the 
same vein. The people’s stand in Marx’s early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us to understand 
Marx’s “two transformations”, an important clue for sorting out Marx’s thought, an important ref-
erence for adhering to the people’s stand in the new era,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
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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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直至现在还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

之一就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因此得到人民的拥护。

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是普通大众的立场，是被剥削和压迫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立场。

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思想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演变。中学时期的马克思在其《青

年人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展现出了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崇高志向。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在其

《德莫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中以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来批判德国思想

专制制度，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思想

在物质利益的逻辑中显现，在人类解放的逻辑中深化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马克思此后的作品中，人

民立场思想始终是贯穿马克思思想的一条线索。尽管马克思人民立场思想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体系中尚

未完全成熟，但其已经为自身的发展指引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2. 人民立场在物质利益逻辑中的显现 

马克思在加入青年黑格尔派后，仍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同情社会上受苦的劳动者，并且积极地捍

卫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利益。马克思早期人民立场的思想首先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在普遍的物质利益

中。这些思想和观点主要逐步体现在《莱茵报》时期他所发表了三篇辩论性文章中，即《莱茵省议会关

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2.1. 《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批判等级议会，维护人民的普遍权利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各等级的代表对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发现了不同辩论等级背后

所隐藏的利益关系。“通过出版自由的辩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贵族辩论人把一小撮的私人特权和个体

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贵族等级利益正左右着立法。于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脱离被代表人的意识的

代表机关，就不能称其为代表机关。普鲁士的等级会议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它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机关”[1]。马克思揭露了等级议会和普鲁士政府的行为同法律和政治精神的不相符合，以及等级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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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对贵族特权的纵容和对人民普遍权利的漠视。这场辩论引导他对现实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问题产生

关注。 

2.2.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重新审视私人利益同国家与法的关系 

在积极参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看到了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并初步意识

到普鲁士国家是维护特权等级利益的，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在这场辩论中，马克思据理力争，对地

主贵族的贪婪特权和对普鲁士政府漠视贫困群众生活的态度进行了揭露和评判，维护了贫困群众的物质

利益和生活权利。 
首先，马克思认为掉落的枯枝已经不属于林木本身，否认了捡拾枯枝等于盗窃林木；然后马克思肯

定了广大农民因长期贫困而被迫形成的捡拾枯枝的习惯权利，认为地主贵族的特权违背了道德和法律；

最后马克思意识到在现实的德国，国家已经成了维护地主贵族特权利益的工具，不再是人民普遍利益的

代表了，他所看到的现实已经背离了他所信奉的黑格尔的国家观(即国家是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特

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 
更进一步地说，马克思在这里发现了私人利益同国家和法之间的关系，贵族代表为了维护林木占有

者的利益，将自由与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审议会也在竭力维护特权阶级的私人利益，“为了保卫自己

对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控制，审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他的心”[2]。 

2.3.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以人民立场批判普鲁士政府的官僚制度 

如果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使马克思初步看到了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律的支配作用，那么他

通过对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思想又有了新的重要进展，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人民立场。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发表于 1843 年 1 月，马克思写此文的目的是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对《莱

茵报》上记者发表的两篇反映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生活的文章提出无理指责并要求报刊作出解释

的回应。马克思以摩泽尔记者的名义，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材料，对当地农民生活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以极其详尽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论证对总督的指责以未署名的形式作出了客观的答复，从而

揭露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政府脱离人民的管理机构的“官僚本质”。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在研

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

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的

意志为转移”[3]。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反思物质利益难题的同时已经萌发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思考，并

进一步迈向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标志着马克思首次突破思想政治领域而研究物

质利益难题。马克思并非坐而论道，而是在深入了解甚至是亲身调查研究后选择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

去看待物质利益关系的，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思想是在现实物质利益的逻辑中显现的。正如

1895 年 4 月 15 日恩格斯在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出版部负责人查·费舍的信中所说，“我曾不

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

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4]。 

3. 人民立场在人类解放逻辑中的新高度 

与上述时期不同，《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超越了基于现实物质利益逻辑中的人民立场，将人民

立场上升到人类解放的新高度，上升到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度，是基于人类解放逻辑

中的人民立场。此时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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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中。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批判了

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和政治解放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揭示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并批判了鲍威尔等人抽象地将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的解放的错误。 

3.1. 《论犹太人问题》——人民立场的新高度：人类解放 

“由于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不彻底，人民在政治国家领域仍受宗教和封建专制的控制，在市民社

会领域又沦落为私有制的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5]。鲍威尔在论述中把犹太人解放这一政治

问题归结为纯粹的宗教问题，无疑是将政治解放这一社会问题宗教化。他主张通过废除宗教来消灭宗教

国家，由此消灭由宗教对立引起的政治压迫，可以说这种解决方法从根本上是本末倒置的。马克思认为

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是被颠倒的现实世界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宗教起着维护剥削制度的作用，只

有先消灭了人间的压迫，才能消灭宗教的压迫。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并不能够绝对地消灭宗教，只能把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转移。这种政治

解放只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实现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还远远不是人的解放。而资产阶级在这种

政治解放中所标榜的普遍的人权只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即资产阶级社会成员的权利。马克思认为这

种人权与人的本质相对立，是自私自利且反社会性的，人权不受侵犯并没有超越利己主义的人，相反却

维护了私有者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保障贫困人民权利的法律形同虚设，人民的利益被侵犯，人

民仍然遭受剥削和压迫。可见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的真正解放，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

能够真正消灭宗教及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因而才能够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这表明马克思是以批

判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解放和人权，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上升到整个人类的解放，其人民

立场思想得到深化并达到一个新高度。 

3.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人民立场探讨人类解放的方法和途径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口号，但并未具体论述人类解放的实现路径和

依靠力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明确阐述了人类解放的方法和途径，肯定了

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历史使命。 
鲍威尔等人宣称仅仅只需要进行哲学的批判就能实现对国家的改造，就能实现政治解放，即人的解

放。马克思则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

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6]。因此鲍威尔这种用批

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的做法只是脱离社会实际的唯心主义幻想，思想的批判并不能代替变革社会现

实的革命实践。进行武器的批判的社会力量也不是鲍威尔之类的所谓批判者，而是被他们所蔑视的无产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带上彻底的

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社会解体

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7]。“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

也把哲学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8]。马克思指出，对现存的私有制社会，只有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

判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其彻底的改造，明确地论证和声明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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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9]。可见德国人的解放同人的解放是一致的，

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革命力量和主体，而哲学则是无产阶级进行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两者相互依存

不可或缺，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人类解放才有可能实现。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将对宗教的批判上升到对世俗的批判，将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的高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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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解放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论证。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在人类解放的逻辑中自觉地站到了无产阶级

和人民的立场上了，并且发现了哲学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结合的伟大力量。马克思早期的人民立场思

想不仅在物质利益的逻辑中显现，而且在人类解放的逻辑中深化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4.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人民立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思想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

践价值。研究和掌握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两个转变”；

有利于开阔我们梳理马克思思想的新思路；有利于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人民立场提供理论指引和

现实指导。 

4.1.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是理解马克思“两个转变”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在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原则批判不公平的现实制度时，

把人民与自由，国家和法联系在一起，反对普鲁士的专制制度，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对物质利益的反

思和批判，对物质利益逻辑下人民立场的坚定，推动着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世界观转向唯物主义世界

观，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发表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站在人类解放的高

度，以无产阶级的人民立场，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和政治解放等问题

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批判了鲍威尔等人抽象的谈论人的解放的错误，明确地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

放。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人民立场出发去论证实现人类解放的方法和途径，明确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

地位和历史使命。此时马克思不仅基本确立了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已经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标志着其“两个转变”的基本完成。 

4.2.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是梳理马克思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人民立场思想已经在物质利益的逻辑中和人类解放的逻辑中显示出来，这

为我们以后学习和梳理马克思思想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例如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工人阶级的现实

状况和人民的立场出发去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阶级的对立，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劳动，

把工人阶级看成历史的创造主体，认为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变革社会生活条件的革命实践，才能实现人类

的最终解放，初步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批判了鲍威尔等人

把“精神”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认为思想只有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反映广大群众的利

益，才能成为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力量，提出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作用，提出群众是社会进步的

主要动力，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总之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思想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

而逐步深化和发展，把握这一思想，有利于我们从多角度学习和梳理马克思的思想。 

4.3.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是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参考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是以其深厚的现实生活和人民情感为基础的，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关心

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不断地为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而努力。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

们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人民立场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深入贯彻和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断中所蕴含的人民立场思想，以人民的根本

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经济上，要紧扣我国主要矛盾的新特点，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使经济发展更加平衡和充分，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大惠民力度，满足人民

对物质生活的美好需要。在政治上，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声音，满足群众合理的政治诉求，要坚持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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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权利，依靠人民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努力

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活局面。在法治上，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法律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积极合理地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驳斥某些否认、低估或歪曲马克思人民立场思想的谬论，捍卫马

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论断，并为我们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有力的

指导。 

5.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思想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反思中，在对同时代人的思想的批

判中显现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去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而是站在最广大贫穷

且受压迫的人民的立场上去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尽管马克思早期的整体思想尚未完全成熟，但已经显

现的人民立场思想却已经开始存在于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并逐渐发展成为他成熟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

研究这一问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梳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准确把握其出发点和发展逻辑；可以使我们

在从事马克思思想研究时自觉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

的利益；可以让我们在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运动中不忘初心、汲取营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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