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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和“自然”是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核心概念。费尔巴哈感性哲学在其哲学路线、思维方式和宗教

批判上，较先前哲学具有突破性进展，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建构感性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

路线以突破理性主义人本哲学观的桎梏；其次，基于感性思维方式改造思辨哲学贬低感性直观的极端倾

向；最后，从感性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开创性地提出宗教世俗基础论和异化学说，实现对宗教神学本

质的批判。同时，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费尔巴哈哲学尚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人本学以“抽象的人”为基

点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和感性实践的存在方式；机械直观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性显著；无神论思想和

宗教批判理论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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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and “nature” are the core concepts of Ludwig Feuerbach’s perceptual philosophy.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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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revious philosophy, Ludwig Feuerbach’s perceptual philosophy has made a breakthrough 
in its philosophical line, way of thinking and religious criticism, which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humanistic philosophy line with a sensibility as the core is constructed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rationalist humanistic philosophy; secondly, the extreme tendency of transforming speculative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mode of perceptual thinking to belittle perceptual intuitio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e of perceptu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religious secularism and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order to criticize the essence of religious the-
ology. At the same time, Ludwig Feuerbach’s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still has 
some theoretical defects: humanism takes “abstract man” as the basis and neglects the social nature 
of man and the existence of perceptual practice, the metaphysics of mechanical intuitive epistemol-
ogy is remarkable, while the atheism and the religious critical theory are not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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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以来，笛卡尔宣示了传统西方哲学理性主义、抽象思辨和主体神圣的哲学基本原则，致使非感

性的“上帝”所赋予的天赋观念成为知识的唯一来源，由此确立起以人类理性为主体的思辨哲学形态，

将感性的自然人本身排除在哲学之外。尽管有洛克、霍布斯、贝克莱等经验论者试图把自然和感性作为

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但这并没有撼动整个近代哲学理性至上的总体趋势。“理性主义人本观”哲学路线

的主导作用，一直持续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具有显著的抬高理性、

贬低感性倾向，这种形而上学哲学将理性至上的抽象思维方式发展到极致。费尔巴哈意识到，当时哲学

的世界观、宗教观和认识论走向极端，必须摆脱纯粹理性思辨和有神论宗教观的桎梏，破除上帝作为世

界存在唯一真因和人类认识唯一本源的神圣形象，使哲学成为人的哲学、感性的哲学、自然的哲学。因

此，费尔巴哈推崇人的自然感性存在，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宗教观确立起人本哲学体系，标志着

思辨主义和上帝至上所主导的哲学时代走向终结。集中表现为费尔巴哈感性人本主义哲学对理性主义人

本观的突破、对思辨哲学的改造和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费尔巴哈哲学还具有一些理论矛盾和时代

局限，既要看到其进步性和开创意义，也必须以批判性思维加以审视。 

2. 费尔巴哈感性人本主义对纯粹理性主义哲学路线的突破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有一条“理性主义人本观”的哲学路线贯穿始终[1]。这种哲学路线

将人类理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贬低感性，把感性视为理性的附庸。费尔巴哈意识到，“纯粹理

性”、“绝对精神”等思辨哲学概念已经成为人类感性认识发展的桎梏，必须构建人本主义“新哲学”。 

2.1. 人的本质源于自然 

与强调理念论和抽象性的思辨哲学不同，费尔巴哈指出，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作为感性

自然存在的人才是哲学的根本原则和终极目的。具体来说，人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现实的感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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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在物质世界中的感性存在和自然本性不可置疑，必须从“自然”出发，来理解整个感性的人类世

界。费尔巴哈人本学首先将矛头指向以“上帝”概念为核心的唯灵主义。唯灵论者认为，人是由上帝创

造的，“人的存在和生命所依靠的那个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上帝”[2]，人理应崇拜上帝。但费尔巴

哈指出，人与自然生活、依靠自然、出于自然，自然才是人的生命的保持者，是世界上一切自然实体的

本质[2]，而“上帝”只是有神论者用于隐藏自然而创造出来的多余幻象。“神的崇拜只不过依附在自我

崇拜上面，只不过是自我崇拜的一个现象”[2]。由此表明，人对上帝的崇拜实质上是人对自己普遍本质

的崇拜。上帝是人的上帝，人并非上帝的人。人作为自然实体，其本质就是自然本身。 
为驳斥自然神论者对“自然”一词的歪曲解释，费尔巴哈强调，自然是“用来表示实体、事物、对

象的一个一般名词”[2]，而并非“一个普遍的、从实际事物抽离出来的、人格化与神秘化了的东西”[2]。
费尔巴哈反对一神论的同时，还将二元论作为人本哲学的批判对象，认为除了自然之外，生命不能有

别的来源。“我若没有自然，便不存在”[2]。他将自然作为一切现实实体的唯一真因，人和人的幻想

对象——上帝——的本质都是自然。人、上帝、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明确：人作为自然实体，其本

质特性是自然性；上帝是人在自然中幻想的产物，实质上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自然代表一切实体的总和，

不以人的存在、理智或情感为基础，是人这个自然实体的本质。因此，人的本质是自然，人对上帝的崇

拜只不过是人对自身崇拜的表现。人在宗教中，只与自身发生关系，上帝只是他自己的本质，因而上帝

的本质也是自然。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生命来自自然、依靠自然，他在强调人的自然性的同时，没有将人作为单纯的

自然人，他认为人是人所创造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2]。人作为社会人，其社会存在、社会活动、社会

关系都必须归结到世俗基础上。但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理论重点还是人生物性的自然本质，马克思称

其“过多地强调自然和过少地强调政治”[3]，没有对这种现实的社会性本质和对象性活动进行批判。因

此，当他用自然人性来解释社会人性时，就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理论矛盾之中。 

2.2. 人的存在在于感性 

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的“纯粹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成为人本哲学研究的主宰原则[3]，
这种理性至上原则将人的感性存在贬低到极致。尽管理性人本观看到了人的社会历史性，但却将社会之

整体作为决定性力量，人的个体存在成为无关紧要的附属品。哲学史将崇尚理性抽象的思辨哲学在本体

论上基本划分到唯心主义阵营。唯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地发展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方面，但它的思辨

倾向使得这种哲学形态“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费尔巴哈拒斥笛卡尔“我

思故我在”的理性思辨倾向，宣示“我欲故我在”的感性存在规定。费尔巴哈人本学把人的自然本质和

感性存在有机统一，认为自然是世界上一切感性事物的总和，由此将认识论意义上的感性思维上升到本

体论意义上的感性存在。他进而指出，人的存在只能归结于感性，感性才是人的本质规定。费尔巴哈认

为人是自然中的感性动物，人的欲望、意志、情感皆是自己感性存在的表现，正是这种感性活动证明着

人的存在。从人的立场上看，感性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认识方法，更是现实和真理的代表。费尔巴哈

发现，是人在思维，而不是理性在思维，思维活动必须依靠人脑这个物质载体。人自身就能够直接感受

到事物的现实存在，而无需依靠理性；人并不依靠理性使自己成为人，人的感性欲求才是人得以真正存

在的根基。 
以自然概念为核心的人本学是费尔巴哈感性哲学体系的基石。费尔巴哈感性哲学在本体论上认为，

自然先于上帝；在认识论上认为，感性具体先于理性抽象。人的本质是自然而并非上帝，人的存在在于

感性而非理性。上帝所派生的天赋观念只不过是人没有正确认识自身本质的“形而上”产物，理性思辨

的结果根本无法得到经验材料的证实和感性实践的检验。真正的哲学问题是感性存在的“人”，对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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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必须从自然出发加以把握。但费尔巴哈对于人感性存在的强调却是基于“抽象的人”来展开，

将人的本质作为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物，即重视人的理论活动而忽略人的实践活动。因此，费尔巴哈的感

性人本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彻底革命的、实践批判的哲学体系，而是“自然感性”所主导的人本主义理论。 

3. 费尔巴哈感性思维方式对思辨哲学的改造 

德国古典时期，思辨哲学总体上继承了近代唯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

哲学家将这种思维方式发展到顶峰。在当时，理性至上的抽象原则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主流认识论形态。

思辨哲学家们极力抬高理性、贬低感性，将感性视为人类认识形式中的非必要存在。针对理性至上的认

识论共识，费尔巴哈极力强调其哲学的“感性思维方式”，认为人必须回到感性以关照自然。 

3.1. 驳斥纯粹理性思辨 

费尔巴哈认为，思辨哲学家在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上存在缺陷。“如果我们把世界或自然化成一些抽

象的性质，如果我们把世界弄成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弄成一个单纯的思想物，而将这个抽象的世界认作

实在的世界，那么，在逻辑上必然要把世界想成有限的”[2]。由此表明，理性抽象出来的世界是一个有

限的世界，而真正的世界是通过生活、通过直觉、通过感觉而呈现于人的。人作为先天具有认识能力的

感性存在，由感觉器官所产生的感性认识是人首先可以信赖的东西。人的感官对象包含一切现象，“感

情并不遵循理智指示给它的轨道”[2]，人不需要抽象思辨就可以完全认识世界。“凡是由上帝推出世界、

由精神推出自然、由形而上学推出物理学、由抽象事物推出实际事物等一切演绎，都被证明为只不过是逻

辑的游戏”[2]。由此看来，费尔巴哈反对纯粹的理性思辨，认为形而上学哲学无法解释自然、反映存在。 

3.2. 重建感性认识体系 

尽管先前的思辨哲学家们贬低感性直观在人思维中存在的必要性，但费尔巴哈作为感性论者却意识

到了理性抽象思维的能动方面：思维以感官为前提，人依靠感觉把握个别，运用理性认识一般。他批

判思辨哲学的理性至上倾向，目的是重构人的认识体系。费尔巴哈认为，人是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基

础，思辨哲学过于重视理性而忽略了人这个理性思维的主体。人能够认识自然、思维能够反映存在，

感觉和思维的内容都是客观的外在世界，真理和思想都是对对象的反映。人的理性思维通过感性直观

而不断重建自身，从而正确反映了现实实体和客观事物。费尔巴哈基于经验主义认识论，进一步指出，

思维通过感性直观来反映存在，生活实践检验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否正确。这种思维方式或认识路线

在当时展现出极为显著的合理性，“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理性认识”后来被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论所

借鉴和继承。 
费尔巴哈驳斥纯粹的理性抽象、推崇认识主体的感性直观。他认为：“世界、自然，在人眼里看来

是个什么样子，它便是那个样子，亦即对于人、按照人想象的那个样子”、“真理、实在在人看来正如同

他自己的那个模样”[2]。就其本质而言，他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认识论，实质上走向了另一

个极端。哲学史将费尔巴哈哲学称为机械的“感性直观唯物主义”，这种不把感性看作实践的、人的感

性的认识方法，并不能成为现代哲学的方法论指导。费尔巴哈反对思辨哲学的理性主体原则，打破了黑

格尔唯心辩证法体系，但这种“反对”和“打破”并非“既克服又保留”的“扬弃”，而是简单的排除。

他从自然感性出发来认识世界，“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

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将人作为“感

性的认识主体”，却忽视了认识主体现实的感性活动。这使得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认识论陷入“机械直观”

的泥潭，没有看到人的存在方式是实践的，具有显著的形而上学性，乃至出现了理性思辨主义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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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尔巴哈感性唯物主义对宗教神学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乃至全部哲学的首要基本问题，而对基本问题“思维

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阵营的根本性划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时期，

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笛卡尔将形而上学第二原理定义为“上帝存在”；康德也在其

实践理性三大公设中明确指出“上帝存在”。在那个哲学时代，思辨唯心主义倾向极为显著。费尔巴哈

基于人的自然本质及其感性存在指出，上帝是人自我崇拜的现象，是人的感觉和意识的幻想。上帝是人

的上帝，人并非上帝的人，上帝是人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费尔巴哈无神论宗教观

通过洞悉宗教和宗教形象产生的世俗基础，来解释宗教的本质、追溯宗教的根源、破除宗教的桎梏。费

尔巴哈以人为立场、以“自然”为中心的感性哲学，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双重维度揭示了上帝等一切宗教

形象的本质和起源，进而构建感性主导的无神论思想体系。 

4.1. 费尔巴哈无神论对宗教的基础和根源的揭示 

费尔巴哈作为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者，坚持无神论宗教观。他明确指出，近代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

上帝人化，将神学变为人学。为此，费尔巴哈从认识论角度和心理根源上，就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进行阐释。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信赖感，是宗教的基础”、“宗教只不过是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

识”[2]，若没有人，就没有宗教，更没有上帝等宗教形象。人是上帝的创造者，人对上帝的崇拜就是人

对自己的崇拜。同时，费尔巴哈还指出，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对象，“而且还是宗教的不变基础、宗

教的潜伏而永久的背景”[2]。由此，费尔巴哈将宗教的神圣性剥除，人和自然作为宗教的基础而使其存

在。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外在事物和客观世界极为复杂，自然的神性隐藏在自然现象之下，人难以直接

通过感性认识将其把握。然而，幻想中的上帝全知、全能，“上帝是幻想中的深而且美的源泉，一切实

在、完满、能力都包含其中”[2]，上帝必然掌握一切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有神论者用上帝来解释世界

即可为解决认识难题扫清障碍。从心理根源上看，费尔巴哈将人的意志与能力之间的对立视为宗教产生

的前提。宗教学视域下宗教信徒是矛盾着的存在物，总是试图以“有限”超越“无限”、从“此岸”到

达“彼岸”。当他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水平不满足自身超越现实的追求，就会借助幻想来创造一个自身

之外的超自然力量以克服意志与能力之间的对立，由此便产生了自然神或精神宗教。因此，宗教及其形

象并非现实存在的自然实体，而是人类意志幻想活动的对象化产物。 
与 18 世纪霍尔巴赫等法国无神论者不同，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宗教观具有显著的进步性。费尔巴哈用

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现象来说明宗教的本质。自然宗教的神和基督教的上帝都是人的异化的产物，它们是

从人的本质中分裂出去的虚幻表象，由人所创造，但又在现实中支配、奴役着人[1]。这是人同自己的本

质相异化的表现。人自身和上帝等宗教形象都是人的创造物，人总是与上帝处在对立和矛盾之中，人对

上帝的虔诚信仰标志着人对自己本质的丧失。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进行宗教批判的出发点是，人自身

发生异化现象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事实。费尔巴哈指出：“说宗教是人一生下来就

自然而然地具有的，这句话是错误的”[2]。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为

它的世俗基础”[5]。由此表明，作为上帝创造者的人，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宗教在社会存在的历史

运动与人化自然过程的对立矛盾中得以形成。当人们脱离真正的拜物教阶段时，宗教的对象就会成为人

的目的和需求的对象[3]。这种以世俗眼光来看待宗教及其本质的认识方法，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继

承，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消亡论、宗教发展规律学说产生的理论先驱。 

4.2. 费尔巴哈无神论对宗教及其形象的驳斥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指出，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未来世界必然是哲学的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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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6]。费尔巴哈处于近代自然科学飞速进展的时期，复杂客观世界的整体面貌愈发呈现于人，作为

幻想产物和异化现象的宗教无法单纯凭借教义使人信服。宗教神秘主义认为：“生命的来源是无法解释

和不可思议的”[2]，人只需要保持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就可以获得生命存在的终极解释、实现自由和幸福

的价值旨归。但是费尔巴哈指出：“人在宗教中只是和自身发生关系，他的上帝只是他自己的本质”[2]。
上帝仅是人自身本质的异化现象，它与人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并无联系，生命存在最终只能由人通过自

然来解释。有神论者认为，人不能用自然解释生命存在，只能向一个异于自然的实体——上帝——求助。

费尔巴哈将有神论者的观点定义为“相对的主观的不能解释”[2]，有神论者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等同于

自然的有限性，把人类理智的界限当作自然的界限。由此，费尔巴哈用感性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可知论的

认识路线，驳斥了有神论者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倾向，着力突出人作为自然实体的价值地位和

上帝存在的非必要性，表征着极为显著的人本立场与自然内核。 
费尔巴哈无神论认为，由于客观物质世界的有限条件和人对自身价值实现的无限追求，人总是处在

“自然”与“超自然”的对立统一之中。当人无法通过意志和实践活动来满足自身欲求、实现自己的目

的时，人就会有求助上帝这个人以外的虚幻存在的可能性。费尔巴哈首先针对通俗的反宗教现象指出：

“人通常只有在不幸中才投靠宗教，才信仰上帝，才想起上帝”[2]。由此表明，人的宗教信仰以强烈的

目的性为出发点，人对上帝的虔诚具有显著的现实性和功利主义倾向，上帝只不过是信徒用以满足自身

欲求、实现自己愿望的手段。同时，上帝或神作为人的创造物，由人及其现实要求所决定，“人的愿望

是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怎样的”[2]。人的需求和愿望发生改变时，上帝的形象也会随之改变。如果当前

的上帝无法满足人的现实需要，人就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另一个神或上帝，以契合自身的目的性诉

求。最为重要的是，有神论者在上帝的名义下宣扬宗教，忽略了精神实体的自然本质，“上帝所满足的

人的要求和愿望，是没有上帝也可以满足的，是在自然原因的限度和条件之下满足的”[2]。费尔巴哈认

为，人凭借自然满足了自身，但有神论者却将这种满足成果归功于上帝，把“上帝名义后面的人格化的

自然必然性”[2]隐藏，以此维护上帝的神圣形象和至上地位。此外，费尔巴哈还意识到了宗教对世俗生

活的干扰，他利用生物进化、兽畜生殖等自然现象来驳斥宗教神学，特别是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和教义，

揭露了教会权力意欲干涉世俗政权的本质。 
总的来说，费尔巴哈以人为立场、以自然为核心的无神论宗教观，驳斥了有神论者关于上帝存在的

虚幻证明，把神还原为人、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并凭借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将神或上帝的神圣

形象从“天国”拉回人间。费尔巴哈基于自然领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用人的异化理论对宗教本质进行剖

析，较先前哲学家具有显著的开创性意义，这在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异化学说的理论来源之一。 
尽管费尔巴哈无神论宗教观和宗教批判理论在当时具有显著的革命意蕴，但他却走向了历史唯心主

义。在哲学史上的宗教批判运动中，费尔巴哈是第一个基于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揭示宗教的本质和起源的

思想家，他推动了无神论思想的彻底化，但其无神论宗教观本身并不彻底。首先，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

在理论性质上并不是一种实践批判活动，单纯强调“感性的认识主体”而忽视了“实践主体的感性”，

他对人、对象、现实的理解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深入到人实践的存在方式中去；其次，在理论目的上，

“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5]，让宗教及其形象为人目的的实现所服务。具

体体现为他利用“词源学上的游戏”将人与人之间相互“爱”的关系宗教化，以新的信仰形式取代旧的。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仍未摆脱宗教从“此岸世界”到达“彼岸世界”的虚幻理想，将人类社会形态更迭

的根本区分归因于宗教的变迁，这是他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无神论思想的根本弊病所在。

实践论视域下整个费尔巴哈无神论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点是“感性的自然人”，存在抽象性和不彻底性的

问题，必须以辩证思维方式来审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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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费尔巴哈不满足思辨哲学纯粹的理性思维方式和宗教神学对上帝至上性的宣扬，他基于人的自然感

性存在，构建了以“自然”概念为内核的感性人本哲学体系。他将自己的哲学学说概括为关于“人和自

然”的“新哲学”。费尔巴哈感性唯物论在哲学路线上摒弃了思辨哲学的纯粹理性倾向，宣示感性人本

主义哲学新路线；在思维方式上，促使哲学认识论实现理性思辨与感性直观之间的平衡；在宗教批判上，

明确了宗教的社会历史性，开创性地使用“人的异化”现象解释宗教的本质，进而推动无神论思想的理

论彻底化。同时，费尔巴哈在人本学上缺乏对人社会性本质和实践性存在方式的阐释和批判；在认识论

上陷入了机械直观反映论泥潭；在历史观上走向了唯心主义。尽管费尔巴哈哲学存在种种缺陷，但他作

为“杰出的哲学家”[5]，其学说在当时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这种哲学理论契合近代工业文明条件下

人的生命欲望的解放，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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