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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不仅进一步展现了马克思对人的解放问题的一次思想升

华，也是对德国现实深入分析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以宗教批判为起点，揭露了彼岸世界中神圣形象的自

我异化，但是，宗教批判不代表人的彻底解放，此岸世界反而显露出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基于德国

现状，马克思考察德国制度、政治解放的弊端以及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从中寻求此岸世界的真理，

即发现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并探索出德国解放的实现路径是无产阶级与哲学的结合，进而实现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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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ism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troduc-
tion”) not only further shows Marx’s ideological sublimation on the issue of human liberation, but 
also is the theoretical result of in-depth analysis of German reality. Marx takes religious criticism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ose the self-alienation of the sacred image in the other world. However, 
religious criticism does not represent the complete liberation, and the self-alienation of the 
non-sacred image is revealed in this worl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ermany, Marx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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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igated the drawbacks of the German system and political liberation, as well as Hegel’s philos-
ophy of law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and sought the truth of this shore world from it, that is, 
found the possibility of German liberation, and explored that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German libe-
ration was the combination of proletariat and philosophy, and then realized human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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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基于对社会问题的不断思考，“人的解放”思想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理论深度。马克思创

办《德法年鉴》，旨在揭露旧世界，并建立一个新世界，《导言》则是马克思对《论犹太人问题》关于

“人的解放”思想的进一步理论深化，展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思想萌芽。基于对德国社会发展状

况的考察，马克思并没有把德国解放诉诸于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而是在此岸世界(世俗世界)中寻求普遍

的人的解放。其中，马克思的总体逻辑建构是从“彼岸世界”到“此岸世界”的批判，其隐含着对人的

“自我异化”的揭示，正是这一揭示，让马克思哲学保持着历史视野的高度。 

2. 宗教批判——揭露“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 

马克思指出，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不可否认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已经进

入尾声，他们对宗教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动摇了基督教根基，费尔巴哈则更彻底地对宗教展开批判，

将宗教的批判发展为人本主义无神论，认为宗教由人所创造，上帝所展现的本质其实是人自身本质的反

映。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这一观点，并用一句话概括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

造人。”([1], p. 3)人为什么要创造宗教？因为人的本质是完美的、至善的，现实中的人很难真正体现出

来，当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无法获得真正自由时，会设想出最美好的、最理想的彼岸世界，给人以精神安

慰。因为人赋予上帝最美好的本质以及无限力量，当人陷入苦难的泥潭时，想要去寻求上帝的拯救，因

此，宗教成为了统治阶级掩盖施加在人自身苦难的有效手段，利用宗教这一“颠倒的世界意识”控制人

的思想。然而，“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 p. 
3)这就表示，人不是超脱于自然或是直观获得的抽象存在物，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中进行感性活动的对象

性存在，只因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颠倒的世界，从而产生了宗教这个颠倒的世界意识。马克思宗教批

判的目的并不是批判本身，而是要人明白宗教产生的根源是这个颠倒的世界，因为这个颠倒的世界引起

了人的本质异化，只有消除这个颠倒世界造成的异化，人的现实幸福才得以实现。 
宗教批判是必要的，它可以将人从虚幻的天国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人的现实幸福。首先，宗教批

判使人认清宗教的本质以及宗教所具有虚幻性。宗教是人将自身本质分离出来而创造的彼岸世界，从而

让人的本质可以在幻想中实现，当人无力改变社会现状时，只好设想一个彼岸世界来回避“真正的现实

性”。正因如此，宗教是虚幻的存在，人信仰上帝犹如吸食鸦片，以此获得短暂的安宁以及虚幻的幸福

感，这样的信仰行为使人幻想得到来世幸福，以此忍受现实世界的苦难生活，其实质是对现实世界的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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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从而消解了人的斗争意识。宗教作为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反而遮盖了人的苦难现实，马克思

将宗教概括为“人民的鸦片”，解释了宗教让人忘却在现实世界的不如意的同时，对人进行精神麻痹，

使人逃避现实的苦难生活，并指出：“不批判宗教就不能使人重新确立对社会现实的审视，就不能走出

人的解放的第一步。”[2] 
其次，宗教批判使人有理智地建立自己的现实。马克思认为，宗教的出现造成人与上帝主客关系的

颠倒，一旦人们发现自己信仰的上帝是自身本质的反映，人再也不想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虚幻的上帝了。

这就意味着，打破上帝的神圣光环是让人恢复自身的理性思考能力，从现实世界中寻找人的本质。马克

思将宗教比作“虚幻的太阳”和“虚幻的花朵”，“太阳”可以是光明的、温暖的，“花朵”可以是美

好的，又以“虚幻的”作为限定词，以此说明宗教给人以虚幻的幸福，如果人不具有理智，一心信仰上

帝，宗教则围绕着人在转动。批判宗教不是让人依旧戴着压迫人的锁链，而是要扔掉它，寻找自己的现

实幸福。“‘花朵’这个意象，揭露了人在‘神圣形象’中即在宗教崇拜中走向‘自我异化’的现实；

‘锁链’这个意象，内含了马克思在对‘神圣形象’消解之后，人又在‘非神圣形象’即纯粹的哲学理

性和‘现代国家’的禁锢中再一次陷入‘自我异化’的泥淖中的深入思考。”[3]显然，宗教是虚幻的，

使人陷入“自我异化”当中，而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露后，由于纯粹的哲学理性和“现代国家”的

禁锢，人们再次陷入“自我异化”的泥潭当中，因而人不仅要撕碎宗教这一“虚幻的花朵”，也要扔掉

缠绕在花朵上的“锁链”，重新建立自己的现实。 

3. 对德国现状的批判——揭穿“此岸世界”的非神圣形象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此岸世界向人们展示它的虚幻性，而揭露此岸世界中非神圣形象的自我

异化便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启发，从理论和现实

这两个方面对此岸世界的三个政治异化现象进行考察，从而寻求德国解放的可能性。 
首先，基于对德国现状的考察，马克思发现德国正处在一个时代错乱的境况：德国哲学领先于英法

哲学，站在时代的前沿，但是德国的政治制度还停留在封建专制阶段，远没有达到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

水平。在国内，虽然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局部发展，但德国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即

使现代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反而得到加强。马克思表示，现代各国不管是进

行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受到反革命的侵害，德国的封建统治者依旧实行封建专制。封建专制的结果是资产

阶级无法实现政治解放，人民也必定遭受政治奴役而发生政治异化。于是，马克思呼吁人们“向德国制

度开火”，即使它低于历史水平和任何批判，依然是人们批判的对象。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现代各国的政治解放，肯定政治解放的进步性的同时，也揭示了政治解放的不

彻底性所造成的“人的自我异化”。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一部分人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也就是说，

国家摆脱教会的束缚，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而个人能够走出市民社会，进入政治国家，成为政

治国家的公民，并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可是，现代各国结束封建统治，在政治上宣布人民主权平等，

实际上，人民主权平等是虚幻的，以致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了政治异化：市民社会推翻封建统治，

创建了政治国家，政治国家本应代表人民利益的共同体，实质上却成为虚幻的存在，夺走了人的类生活，

而政治越完美，人就越苦难，这同宗教异化是一致的，政治国家恰恰成为生活领域中的宗教。 
最后，在理论层面，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来源于黑格尔的主张。黑格尔把握住现代市民社会

的特征，发现英法等国的政治革命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分离之后，处于市民社会领域中的人过于

强调个人权利和私人利益，不再像古希腊城邦公民那样为了共同体而存在，而是将共同体作为保障个人

权利和私人利益的媒介，由此共同体丧失了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伦理内涵，即不以德性、伦理作为衡量

共同体存在价值的标准，以致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与共同体发生了分离。也就是说，黑格尔看到了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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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缺陷，认为每个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市民社会成为相互厮杀的战场，从而造成伦理生活的丧失。

对此，黑格尔从国家层面入手，想以此解决市民社会的弊端，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这一举措是把国家

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隐含了国家权力的至上性：家庭与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国家成为独立的存在，

决定着人的现实生活，这样的国家在马克思眼中如同费尔巴哈眼中的宗教所具有的异化性质。正如在《莱

茵报》时期，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理性国家与现实的普鲁士王国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并揭露普鲁士政府

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将无产者捡拾树枝定为盗窃罪，也是这个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观

产生了怀疑，认为国家应该代表普遍性，却成为了有产者谋取利益的媒介。 
马克思考察了德国与现代各国的发展状况之后，进一步思考德国未来发展问题。如果从德国的现状

出发，人们即使否定 1843 年的德国制度，德国也不会处在时代的焦点。那么，德国如何才能处于时代焦

点呢？马克思从三个层次说明德国解放问题，即德国现状、现代国家以及人的高度。对德国来说，它存

在现实与理论不相匹配问题。在现实层面，英法等国实现政治解放，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德国仍

保存着封建旧制度，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的毫不中用，如此一来，国内仍采取私有财产对国民统治的方

式，英法国家则已经实现了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理论层面，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跟随现代各国

的社会发展，发现了现代各国的政治解放存在“文明的缺陷”，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二元分裂问

题，这远远超出德国现状。德国解放要想达到人的高度，只批判德国的旧制度还不行，德国还会面临政

治解放的缺陷，如果从哲学批判入手，德国恰恰触碰到问题的核心。马克思指出：“对这种哲学的批判

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

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1], p. 10)即是说，如果从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批判入手，不仅可以对政

治解放进行批判性分析，也是对德国旧制度的坚决否定。 
可是，哲学批判要结合德国的现实和理论状况，而德国的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批判活动都存

在这样的错误。实践政治派的错误在于不仅停留于对哲学的否定，也没有认真实现它，该派认为，哲学

低于德国的实践，只要在口头上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就实现了对哲学的否定，不曾想哲学属于

这个世界。理论政治派则在哲学层面批判德国制度，认为在哲学层面进行纯粹观念批判，就能改变德国

现实，相反，如果哲学理论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德国现实也就得到改变。 

4. “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路径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不仅要专注于自身，甚至要注重实践活动。以德国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德国

能否在越过自身与现代各国的发展障碍，进一步达到“人的高度”？马克思从理论与实践关系中进行阐

述，说明了德国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路径。 
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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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武器”指的是哲学理论，“武器的批判”指的

是革命的实践活动，这句话说明了哲学理论不能代替革命的实践活动，如果理论能够说服人，它就可以

转变为物质力量。这就表明了理论也具有实践意义，可以起到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回顾德国历史，德

国的理论解放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有过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可是这种宗教改革没有彻底摆脱宗教

笃诚对人的束缚。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破除了人们对权威的信仰，只因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把肉

体行动表现出来的信仰转到内心世界，从而为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其问题的实质在于理论解放的不彻

底性，正如哲学一样，只是对宗教进行批判，使“受僧侣精神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就是解放人民”

([1], p. 12)。哲学对宗教的批判没有彻底实现人的解放，只达到了政治解放层面，彻底的解放人民需要彻

底的革命。对此时的德国来说，它还不具备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无法实现彻底的革命和人的

解放。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9289


罗遵利 
 

 

DOI: 10.12677/acpp.2023.129289 1739 哲学进展 
 

由于德国现实与哲学理论的不一致，德国如何能越过自身障碍的同时，又越过现代各国将来面临的

障碍？马克思指出，如果仅停留于理论层面无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理论批判理应转向革命的实践活动。

德国只在理论层面跟随现代各国的发展，不进行实践活动，却在现实中分担了现代各国发展的痛苦，因

此，德国会在某一天没有处于欧洲解放水平之前就已经处于欧洲瓦解水平。德国与其他现代各国不同，

它把现代政治领域的制度形式与国内旧制度结合在一起，即为人民分享立宪国家制度的一切幻想，又保

留了封建制度的野蛮本性，成为了德国解放的发展障碍。如果德国只采取政治解放的方式，毫不触犯大

厦支柱，相反，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是摧毁德国发展障碍的实现方式。而且政治解放需要有第

三等级成为社会的总代表，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否则无法实现政治解放。在德国，任何一

种特殊阶级还没有这样具备这个条件，当市民社会每个领域未等到成功，就遭到了无产者的反抗。那么，

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在哪呢？ 
马克思指出“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1], p. 16)。随着大工业的兴起，这一阶级

成为被压榨的阶级，遭受着普遍的不公正待遇。在已经实现政治解放的国家，资产阶级加快发展工业的

步伐，致使更多的人群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受到普遍的奴役与压迫，这说明封建社会解体的结果是

产生彻底异化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政治解放不是彻底的人的解放，无产阶级还存在“人的自我异化”，

如果他们想要摆脱“人的自我异化”，不得不成为反抗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 
德国要想实现人的解放，哲学不仅要为无产阶级提供精神武器，无产阶级也要为哲学提供物质武器，

脱离现实的哲学也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将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的无产阶级如同没有舵手的船，会在

海上迷失方向。马克思看到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革命仅在思维中活动来改变现实，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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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 18)。也就是说，

马克思通过理论与现实的考察，发现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实现路径：哲学在指导无

产阶级实现人的解放的同时，无产阶级也要在现实中达到哲学要求，从而人的解放也就得以实现。 

5. 结语 

《导言》是马克思对德国现实与理论的不断反思而形成的理论成果，也是对人类解放问题的一次理

论探索。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现实与理论的考察，将宗教批判转为对此岸世界的批判，从而发现德国解放

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这一批判逻辑虽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层面，揭示客观历史规律，但为马克思历史

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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