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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赫主义在批判自然科学研究时所宣扬的感觉经验第一性原理在认识论层面具有主观唯心论与形而上学

式的思想荼毒，并在当今多元文化潮流的碰撞中继续流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进程中，马赫主义

的意识形态虽然没有直接性干预妇女解放的问题，但是经验批判论的基本思维方法与行动指南间接地对

妇女解放运动之发展起到阻碍作用，我们在此尝试回到马赫主义认识论与妇女面临的事件本身，重新从

列宁与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中批判分析马赫主义思维的谬误及其阶级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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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st principle of sensory experience propagated by Maherism in the criticism of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is influenced by subjective idealism and metaphysical ideology at the epistemo-
logical level, and continues to be popular in the collision of the current multicultural trend. In the 
overall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lthough the ideology of Machism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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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directly intervene in the issue of women’s liberation, the basic thinking methods and action 
guidelines of empirical criticism indirect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Here we try to return to the epistemology of Machism and the events faced by women 
and re-analyze the fallacy of Mahist thinking and its class essence from the texts of Marxist theor-
ists such as Lenin and Engels. 

 
Keywords 
Machism, Marxism, Epistemology, Women’s Liber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 20 世纪初以来，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流派在世界各国流行着，特别是对于

自然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经验批判主义者

的谬论进行了批判反驳。值得反思的一面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学说不仅对自然科学理论常有干预，在社会

意识形态领域，马赫主义部分观念对于妇女解放事业存有潜在妨碍，且对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存有维护

之可能。 

2. 马赫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观点回顾 

2.1. 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的经验一元论 

马赫主义宣称认识的源头应当是主观经验本身，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马赫主义者在一种

安逸的理论空间想象中发现了“世界的要素”，在谈论颜色与温度时，他们表示红色或高温等具体认识

只是心理对象的产出与感觉上依存性。马赫主义者所谓的发现在于：一方面，把感觉叫作要素，另一方

面又宣称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感觉 [1]。经验批判主义的理论在感觉的自我循环或者说同义反复中确证着

一种从感觉经验到感觉经验自身的独断认识，并把这种独断唯一的认识片面地指为“同一性”，以“世

界是感觉的复合”自居，是对贝克莱主义之“存在既被感知”的虚假同一性认识的回归。 

2.2. 从感觉中心论出发的相对主义 

马赫主义认识论所表达出的以感觉经验为中心的观点，使其导向相对主义诡辩论。经验批判主义者

波格丹诺夫明确地指出：“别尔托夫所理解的客观真理的标准是没有的；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

的组织形式……” [2]关于真理的客观性问题，经验批判主义坚决导向真理主观论，认为真理及真理性认

识随人类经验的运动变化而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相对性，波格丹诺夫继续强调：“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

所遇见的那些物理物体的客观性，归根到底是确立在不同人的意见的相互检证和一致的基础上的。总之，

物理世界是社会地一致起来的、社会地协调起来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 [3]马赫

主义者的回答充斥着对客观性的否定，且间接隐喻着绝对真理是不可知的，但波格丹诺夫同时又表示过

这样的观点：“感觉……在意识中的产生，是通过外部感觉器官传来的外部环境的某种刺激的结果。感

觉是意识生活的基础，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在感觉过程中的每一步上，都发生着外部刺激力

向意识事实的转化。” [4]马赫主义者就是如此来实现自己的相对主义与投机心理的，在主观唯心论中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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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些唯物论的观点，在绝对真理与客观真理以及可知论与不可知论间摇摆不定。 
马赫主义式的相对主义怀疑论中谬误占主要地位，其做出过少许合理的怀疑体现于其对自然科学的

机械唯物论与实在论的批评。例如，在量子力学的初创期，沃纳·海森伯的怀疑论的经验论倾向对他反

对唯心主义先验论，反对 19 世纪支配物理学界的机械唯物论观点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反对把原子和亚原

子客体看成是僵硬不变的、惰性的微小粒子，而是具有波粒二象性那样的东西 [5]。马赫主义的怀疑论仍

然是强调感觉中心论与经验符号论的，对于自然科学的些许贡献并非其学理上自觉自为的计划，更多呈

现出的是先验论在科学实验证明中本身的失败与非必要性。 

2.3. 马赫主义主张折衷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论 

马赫主义者以折衷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波格丹诺夫不仅表示

“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 [6]，还把恩格斯的理论列为不彻底的真理观，并且将恩格斯反对杜林先

验论时所表达的唯物论解释为折衷主义 1，波格丹诺夫片面地把真理认识的相对性与相对主义以及折衷主

义混为一谈，在认识论层面的含混性倒错使得其在方法论上不能够实事求是地坚持客观实在分析，而是

回到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即用静止的或孤立的眼光看待事物。“当马赫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他

是贝克莱主义者。当马赫‘修正’说，‘要素’(感觉)在一种联系上可以是物理要素，在另一种联系上又

可以是心理要素的时候，他是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 [7]马赫主义就是此般自相矛盾地消解着自身

理论的原理与逻辑，以折衷主义空洞贫乏的说辞与屈从妥协的姿态映射着自身理论在实践层面的立场。 

3. 马赫主义认识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阻碍 

3.1. 马赫主义认识论中对于妇女问题的潜在忽略 

经验批判主义哲学论调忽略社会关系的实际，从实践论复归到认识论领域追究经验一元论对家庭伦

理平等的否定性。我们从前文对马赫主义的观点总结中不难发现，马赫主义宣称感觉经验是世界的要素，

而要素间的复合即感觉之间的复合才构成与产出物质性的现象，那么依理可得：在某家庭中，夫妻关系

的矛盾产生于经验要素的复合及其双方感觉之间的内在冲突，从而夫妻双方围绕经济财产与生活习惯等

方面发生的争执现象就成为双方感觉经验冲突的后果，可是与此同时暴露两个问题：1) 感觉经验复合过

程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依靠感觉经验自身来解决？2) 此刻感觉经验复合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若依然来

源于另些以往的感觉经验，就必然追溯至家庭内部活动原初的开始，即以家庭居所为冲突事件常设场域

且家庭事务为一般活动的矛盾激化点，而一般情况下妇女一方承担着家庭内部的主要劳务与子女照料事

务，妇女通常为家庭劳动的主体，那么妇女势必要成为矛盾的激化者吗？2马赫主义哲学家们往往回避这

些现实生活的话题，正如他们自己的呓语：“这样说来，在研究世界的观念性或实在性的问题时要讨论

饮食问题吗？多么卑下！” [8]一方面，经验批判主义宣扬自身的理论批判地解释一切，另一方面又在人

的基本现实生活问题中默不作声。 
现在来说明马赫主义认识论对于家庭及妇女问题的另一个忽略，即对妇女孕产及照料子女现象潜在

的否定性看法。我们在此将分析方向指向三处：1) 当自己的配偶处于怀孕时刻，男方以马赫主义的认识

论观点立场应该如何看待呢？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以自我的感觉经验独断，并宣称一切只是感觉的存

在，这种心理作用难以支撑起作为丈夫的伦理责任。2) 马赫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而认识论完全是另

外一回事；人们可以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不用前者来制约后者。” [9]如果按照马赫先生的要求，那么就

要在实践活动中停止思考与认识，可是如果没有主体的认识与观念，实践的推动力由依靠谁呢？这显然

 

 

1见于恩格斯《反杜林论》论“永恒真理”这一章中所举出的“拿破仑死于 1821 年 5 月 5 日”例子。 
2在正文“马克思主义对其认识论出发点的基本批判”这一部分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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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荒谬的说法，这般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为贬低与指责妇女日常对家庭事务的操劳难度，提供了虚假的论

证逻辑。3) 当男方面对妇女的分娩产程，在马赫主义的男性凝视下，人命之诞生对于经验批判派意味着

什么呢？我们透过马赫主义者维利与巴札罗夫的“真理”便可得出答案，维利表示：“人以外的物只是

一些表象，只是人们依靠我们在周围所见到的一些断片而描绘出来的一点幻想。” [10]我们暂且认为维利

先生是承认已经诞生的婴儿与其同等为人的，但是妇女在分娩时所进行的活动是什么呢？妇女表现的痛

苦与危及生命之冒险是什么？胎儿在母体中又是什么物呢？难道是维利先生所述的无关紧要的表象与残

断的主观幻想吗？这显然和“将婴儿视为与己相平等的人”的观点自相矛盾。巴札罗夫表示：“感性表

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11]巴札罗夫先生的独断式：现实 = 感性表象，问题在于例如妇

女分娩此类事件的现实发生只是感性表象吗？如果马赫主义者把现实活动归为主观的感性表象，那就否

定了妇女客观实在性的付出以及分娩产子的生物学事实，以此间接否定的是男性作为配偶承担的伦理责

任。 

3.2. 马赫主义意识形态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维护 

马赫主义意识形态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潜在辩护体现于其保守的独断论与折衷主义。其关于感觉经

验的学说强调理论的批判性，而批判的形式却总是独断论的，如马赫的在其著作《力学》中说：“我们

的饥饿感觉同硫酸对锌的亲和力本质上没有差别，我们的意志同石头对它的垫基的压力也没有多大差

别。” [12]这种感觉经验的自我判断导向一种自然环境的天然实在性，而现实社会关系影响力在马赫的独

断中消失了，回到其叙述的内容，我们如果取消人与自然界间对立性统一，把空洞的普遍必然性注入到

一切感觉经验中，那么当重新面对社会环境时，天然实在就转化成被动的应然存在，饥饿产生与意志抉

择的社会原因被掩盖和堵塞了，无产者的苦难在此不具备溯源与反思的必要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

天择说法萌发着。当以经验批判主义的怀疑姿态追问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与合法性时，从妇女视角

能获取怎样的处事态度呢？在此小结为两个方面：1) 继续以消极保守的独断论自居，屈服妥协于既在的

刻板分工传统，承认男性社会劳动的优先性以及资本主义的逻辑范式。2) 以感觉经验为中心出发，任凭

主观感觉的偶然随意判断，用不可知论的说辞遮掩阶级社会主要矛盾，以折衷主义的方式承认保守性传

统与剥削压迫等“异化”现象合理性，或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摆在同等行列中静止地比较

各自优劣点，折中调和父权制资本主义中的性别矛盾与阶级矛盾，最终以微观经济学的改良派自居。 
马赫主义者所提出的“思维经济原则”，是市场经济现实规律中自发逐利特性在认识论层面的复现。

“思维经济原则”又称“费力最小原则”，是指思维活动中“要运用一个最经济、费力最小而又能说明

一切问题的原则。而把世界设想为只有我和我的感觉存在，其他的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这是最经济、

最省力的。” [13]从马赫主义这种带有主观的先验唯心方法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思维活动的过程分析，也

非思维费力的因果律，而是一种从自我出发适应利益竞争最大化的无原则性前提预设，这不是思维的基

本逻辑，而是趋向商品交换与资本增殖的逻辑。 

4.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马赫主义的回击 

4.1. 马克思主义对其认识论出发点的基本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从本体论分歧中指明马赫主义的唯心论谬误。经验一元论者认可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

义说法：“你所以认为物是现实的，是存在于你之外的，只是因为你看到它们、听到它们、触到它们。

但是视、触、听都只是感觉……你感觉的不是物体，而只是你自己的感觉。” [14]经验批判主义者在此所

谓的批判性论点仅在于：如果人没有感觉经验，则失去了关于世界的任何知识，那么人对自身的任何言

说表达就不能成立，所以感觉论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这里含混着一个概念分析，即认识的感觉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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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专属，把主观唯心主义和感觉论画上等号这仍然是独断的，“感觉论是把认识归

于感觉，感觉论分为主观的感觉论(怀疑论和贝克莱主义)、道德的感觉论(伊壁鸠鲁主义)和客观的感觉论。

客观的感觉论是唯物主义，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物质或物体是能够作用于我们感官(atteindrenossens)
的唯一客体。” [6]经验批判主义者以否认客体物质性的方式树立主体的绝对性，结果只能是在一个感觉

经验结果否定另一个感觉经验结果的过程中自相矛盾，从而进行去主体化的倒错并陷入不可知论，唯物

主义的基本反驳是：“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这种

转化每个人都能看到千百万次，而且的确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在于：它把感觉不是

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

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 [15]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来看，唯心

主义的感觉隔离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感觉经验而被停

滞或消失，这是唯心史观的破产。 
以唯物辩证法来揭穿折衷主义与相对主义诡辩论的谬误，指明感觉经验的客观物质性与能动性。我

们以前文关于家庭矛盾的问题为例，1) 感觉经验复合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依靠感觉经验自身来解

决？答案是否定的，感觉经验不能自我再生产，而且感觉经验也无法直接回答自身的起源问题，我们只

有面对具体的客体对象时才会形成相应的主观认知，而客体对象就是物质世界本身为我们提供的认识条

件，所以家庭矛盾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找到与家庭矛盾相应的社会性矛盾。相对主义的错误在于：

当言明“真理没有客观性”时，相对主义者们以及把这句话作为了客观性的“真理”到处占领道德制高

点。把真理的条件性与必然相对性混为一谈，把真理的客观性与必然绝对性混为一谈。2) 妇女势必要成

为矛盾的激化者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家庭矛盾的发生是客观的且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牵动，“一

个巴掌拍不响”的庸俗折中说不可取，遇到问题应然对事不对人，只从人与人的主观感觉经验出发去指

责或压迫对方，这是激化矛盾的且逻辑不自洽的强词夺理与诡辩推责。 

4.2. 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其根本阶级立场的批判 

在阶级社会中，马赫主义暴露了部分小资产阶级自我矛盾的两面性，即保守性与激进性的对立统一。

经验一元论的反复说教被马赫主义者到处利用的同时，马赫主义者本身却不稳定地站在任何立场上，总

是以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诡辩自保，正如列宁所说：“阿芬那留斯之流用来为其往返于唯心主义立场和

唯物主义立场之间的折衷主义服务。” [16]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摇摆与不坚定，在社会变革方面的冲

突就会表现出来，具体例如关于“妇女该不该从家庭劳务中解放？”、“如何看待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

基本矛盾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对“妇女是否可能与男子在社会分工和工资问题上被平等对待？”等方

面的讨论，马赫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失去了历史事实的支持，转向自身感觉经验指明的本阶级利益。马

赫主义理论家们从根本的政治哲学立场上否定无产者妇女的阶级先进性，进而不会真正去关心社会问题

所牵动的唯物辩证法与妇女群众实际利益，不会以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与条件出发来分析事物的矛盾关

系，而是从与自身经济–政治利益联结着的感觉经验出发去探究讨论以及实践伦理，如果碰撞危害到了

自身的感觉要素，那么就转为对现行传统权威的保守，如果支持社会变革可以获取一定的既得利益与话

语权，使得感觉经验获得丰富刺激，那么马赫主义理论家先生们就会以改良派自居并支持(或不反对)激进

性的社会变革，这种态度转向是由小资产阶级的马赫主义者社会关系牵动的，进一步说，其政治立场所

存在的不稳定性根植于经济生活，马赫主义意识形态浓度的强弱是由他们的所参与的生产生活中受到的

剥削与压迫程度以及生产资料占有量状况决定的，马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受剥削与压迫程度与其政治激

进性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同理，马赫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占有量与其政治保守性基本呈现正相

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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