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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在书中对于政治解放的限度进行了批判，构建出超越以前政治解放的、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解放

思想。马克思认为消除人们对私有制的依赖，才能真正达到人类的解放。《论犹太人问题》一书中，马

克思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认识，对于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其理论意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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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book, Marx is critical of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emancipation and constructs an emancipatory 
thought that transcends previous political emancipation and aims at human emancipation. Marx 
believed that eliminating people’s dependence on private ownership can truly achieve human lib-
eration. Marx’s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in the book On the Jewish 
Question also ha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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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犹太人问题”这一问题会存在是有自己的历史原因在的。该问题的首次提出者应该是斯宾诺莎，

而现在此问题的核心就是在于：在现代的世界背景中犹太人能得到解放吗？能有作为人的权利吗？是作

为人解放还是犹太人而解放呢？关于这些，鲍威尔在他的《犹太人问题》一书中表明自己对于此问题的

认知是宗教的存在。因为宗教的原因，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不过可以通过政治解放能达到解决问题的

目的，因为政治解放了宗教也就解放了。而马克思作为一名犹太人，在结合了自己的实际经历和对鲍威

尔的批判的过程中，看到了只有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开始逐渐形成了关于人的解放内涵，这其中蕴含的

思想对于现在的国家治理也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2. 问题的起始与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渊源 

文字是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是记录社会现实的工具，是人类对于问题思考后形成的成果记录。

大概是在 18 世纪的英国，“犹太人问题”作为一个特定的词语出现了。19 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各国中

的地位还是低下的，众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宗教化解来达到目的。马克思看到这其中的局限，

因此开始通过自己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理论。现在我们追根溯源来看看问题为什么会

存在。 

2.1. 起始：犹太人问题在时代中的酝酿 

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并且在不同的地区此问题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欧洲由工

业带来的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开始思考有关人的解放，作为欧洲的特殊的民族，这

个民族开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2.1.1. 从整体的时代来认识 
历史上的犹太民族自己认为自己是作为“神选”而存在的民族。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犹太教的的律法

书籍——《哈拉卡》上的规定，信仰并且只信仰犹太教的人，或者是属于犹太人的母亲所生的孩子也是

可以算作是犹太人。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一直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这个民族感觉在任何的国家中都找不到自己可

以扎根的地方，欧洲很多的地方都对他们采取一种敌视的状态，这种敌视虽然最开始可能是因为宗教的

原因。中世纪的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在社会上拥有强吸引力的精神号召力和充沛的物

力人力支持，其实犹太教的起源早于基督教，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产生了分歧，尤其犹太教受

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教义的根本问题上犹太教与基督教由于分歧而造成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了。因此，

后来在欧洲占据上风的基督教对犹太教制定了严格的打压政策，不仅从精神上对犹太人进行排斥，导致

犹太人被冠以“恶”的名义，而且还在现实的社会中对犹太人进行排挤，导致犹太人只能从事低端的工

作，甚至在商业占据优势地位并且有丰富财富的是成为在那个时候看来是血腥的、低贱的放贷者。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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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还被限制在“隔都”之中，导致犹太人与外界是脱节的，文化的、科技的发展所带

来的福利与享受，他们都是享受不到的。不过 19 世纪欧洲革命的爆发，给犹太民族的生存带来转机。 
犹太民族的苦难造就了犹太民族的自己的民族特征，他们一直都是充满忧患意识的，并且他们的民

族独立性一直都是保持住的，一个民族只有坚定自己的文化并且保存着自己的文化，才能做到在这么多

年的磨难中，仍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其中，犹太教的存在可以说是维系这个民族一个重要的桥梁。 

2.1.2. 重点的突出：在英德两国的情况 
文艺复兴的开始，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自由平等的思想随着启蒙运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

传播，犹太人也开始为自己争取应该有的权利。 
英国作为启蒙运动最先开始的地方，他们对犹太人的规划与安置制定了相关的法案——《犹太规划

法案》。该法案对于犹太人的规划是可以免除他们经过基督教的洗礼才能拥有本国国籍这一项政策的，

但是该方案最终是没有通过的，因为这会动摇英国本国的教会与商人阶级的利益。不过该法案中作为一

次公开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为犹太人带来了正确自己权利的力量与可以借鉴的地方。 
19 世纪，因为社会历史原因，德国涌进了许多的犹太人，但是这个时候的德国的社会现实非常的复

杂，这导致了犹太人一方面看到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不同种族解放的希望，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复杂的

德国现实社会中沉浮。首先，就是因为德国的国教是基督教，这是与犹太教相排斥的，因此，在那个时

候作为政教合一的德国中，犹太人的社会权利是被压制的，虽然也有犹太人因为自己在商业上的突出才

华得到一些特权，但是整体上来犹太人的处境还是尴尬的。然后因为，犹太人本身是感受到过短暂的解

放的生活的，现在又突然被压制就好像进入到了黑暗的世界当中去，人们在心里上饱受着折磨。 
马克思生活在哲学超前的德国，但是政治上却是落后的德国。德国的“时代错乱”特征，促使马克

思深入思考如何超越单纯的哲学批判，转而寻求更为实际和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他

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在政治解放上的失败，这一历史现象不仅深刻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的政治困境，也为

马克思后来的批判性思考和新思想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助燃物。 

2.2. 马克思的思想渊源 

对于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对于宗教的思考。而马克思自己在思考中所形成的宗教观，

这对于犹太人思考的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任何思想会有自己的土壤，马克思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认识中，

前人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也是有帮助的。马克思的宗教观的形成也是随着自己的学习与认识不断地变化的。

其中也有其他的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伊壁鸠鲁的无神论。马克思在进入大学后，他在宗教信仰方面开始逐渐摆脱了家庭的束缚，

在大学中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给了他极大的影响。他开始从信仰上帝到质疑甚至是否定神灵的存在。而

伊壁鸠鲁作为古希腊哲学家，他早就开始坚信无神论。早期的古希腊人类也像全世界的人类一样，因为

自身认知的不足，导致对于世界中的现象不能有合理的解释，导致心中有畏惧，因此就可能把一个虚幻

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心灵寄托。但是在航海贸易中，古希腊人认识到了天文、水文的一些运行规律，人们

开始用理性去看待一些现象，并且还能加以利用，人们心中的对神信仰的坚固观念被打破。伊壁鸠鲁作

为其中的先驱者，他认识到了日月星辰的运行不是神在操纵，人们不用把自己的期望寄托在这个上面。

因此，伊壁鸠鲁希望人们用理性和经验去认识自然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 
然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对人主要是对人的本质进行探索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绝

对精神”进行批评，认为人应该是真实的、有血肉的人。并且人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费尔巴哈认识

到人对于自然的依赖。费尔巴哈对于宗教的批判也是从人这个主体出发，认为宗教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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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其实就是因人们自身需求的而创造出来的，但是却在信仰的过程中，逐渐自我放逐，导致人的地位

的降低，最终沦为附庸。因此，费尔巴哈很重视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与复归。费尔巴哈对人的唯物主义

的研究，是马克思是认同的，当然其中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总之，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是有自己的思想渊源的，是对前人优秀思想的再利用和一种

更新。 

3. 问题解决的过程与最终方案 

《论犹太人问题》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体现与他思想转变的象征之一，除了是马克思在对于犹太

人的历史情况与社会现状分析与思考外，也是对于鲍威尔思想的驳斥。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观点概括道：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1] (p. 23)“另一方面，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

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1] (p. 25)鲍威尔在犹太人的解放的问题上，认为其中最本质的形

成原因就是两个教派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只要可以消除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就可以了，而这个路径就是通

过宗教批判。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看法是片面的，他在对鲍威尔正确的地方的表示了赞同，片面的地方

逐条摆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批判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于犹太人解放的真正方式。 

3.1. 解决过程：政治解放 

政治解放是马克思与鲍威尔都认可的犹太人问题解放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两人对于政治解放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3.1.1. 二人的分歧与政治解放的作用 
政治解放可以说是不可避免被谈及的事情，这是理解和达到人的解放这一主题一个贯穿点。鲍威尔

认为只要达到了政治解放，那么宗教对于人的束缚和压迫就没有，这时宗教就算是存在也是在消除了消

极方面的存在，政治解放就是人的解放的终点了。但是马克思看到了宗教存在的持久性与顽固性，“甚

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

证明，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1] (p. 27)。因此，就算政治解放也只是国家与宗教的分离，

宗教脱离自己的政治属性，但是宗教在人群中私人性还是在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与心灵，甚至在这

样隐蔽地对人的影响下又可以反过来在对人的影响下继续操纵人们的政治选择，最终可能又会回到原点。

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反对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宗教化的观点，这种简单的逻辑忽视了犹太人问题在

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表现形式。在书中，马克思就论述了典型的大国的现状。在德国，犹太

人问题可能与宗教有关，因为国家尚未实现政治解放，而在像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犹太人已经获得

了政治权利，问题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和经济层面。 
当然，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不是反对政治解放，只是他反对直接认为政治解放了人就解放这种混淆

了二者关系的事情，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他是认为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个环节。政治解放的也是有

很多的作用的，它实现了国家层面上的变革，使得国家不再以特定的宗教信仰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使

得人们在法律的层面上取得了自己合法权利的承认，让封建制度得到破产，实现了民主制度的转变，让

宗教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较低，使得真正的现代性质与形式的国家得到建立，宗教也不会成为成为了凌驾

所有人活着规则之上的存在了。这种转移意味着宗教不再由国家统一管理或支持，而是成为市民社会中

的一个独立领域，个人信仰的选择变得更加私人化和多样化。而且政治解放的完成，使得市民社会的本

质得到了明确与恢复，市民社会的生活不会和政治生活混淆在一起了，人们不在对于政治毫无任何的参

与，政治不再是少数人才能有的一种特权。现代的市民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民身份来参与进

政治的决策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406


陈筱鑫 
 

 

DOI: 10.12677/acpp.2024.1310406 2743 哲学进展 
 

3.1.2. 马克思对于政治解放局限性的认识 
马克思说过：“人对宗教的政治超越，具有一般政治超越所具有的一切缺点和优点。”[1] (p. 29)这

种解放并没有直接触及到个人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人们的宗教信仰是由个人信念、文化传统、社会环

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解放虽然提供了信仰自由的空间，但并没有改变人们内在的信仰需

求和倾向。政治解放促使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出现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一个是政治国家，一个是市民

社会，这两个领域的相对分离，确立了个体的主体地位，但也导致了现代公民总是披着“两张皮”出现，

变成“两面人”[2] (p. 49)。也就是在于政治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分裂。在封建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政治权力是紧密结合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政治解放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紧密联系，塑造了现代国家的理

念。在这一理念中，国家不再直接插手市民社会的事务，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分离表明，

国家理论上不再依赖于特定的宗教信仰或社会阶层，而是代表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 
首先就在于人权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人们的权利其实是被限制的，并且在这个社会下，人们还是

会受到私有制尤其是私有财产的束缚，导致人们仍然被私有压迫着、规训着，导致着人们由着自己的私

心而破坏着这个共同集体的利益。政治国家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形式产生于市民社会对整体性的渴望，但

它没有实际地解决其内在矛盾，而是反过来促进了私人因素在市民社会的发展和繁荣[3] (p. 50)。因此，

通过政治解放所创造出来的国家这个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解放， 
然后，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市民社会中的阶级差异和利益冲突。因为国家不再直接介入社会经济关

系，而是让市场力量和个人竞争来决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这导致了市民社会成员之间的进一步分离，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忽视了共同体的利益。这个国家中表面上人们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权利，

但是人们却在这个表象下被另一种力量所束缚着——金钱。这也就可以说政治解放其实是为资产阶级所

服务的，人们就算摆脱了那虚幻的神，最终也会落入到由金钱所构建出来的美好又丰饶的幻梦中去。政

治解放才不是人的解放的终点，另外的“神”——金钱还在像宗教一样在天上俯视着人们的沉沦。金钱

崇拜的普遍化使得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成为各国人民从金钱崇拜下解放出来的普遍问题，成为消除金钱崇

拜的社会基础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虽然在政治领域实现了平等和自由，但它并没有解决市民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

包括经济不平等、社会分化和宗教信仰的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政治解放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提出人的解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自身可以得到自由。 

3.2. 最终方案：人的解放 

马克思看到了政治解放给人带来的双重的矛盾，因此提出了希望可以在政治解放的有限的基础上继

续前进，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终点——人的解放。不同的地区的犹太人的解放可能是不同的，马克思

在通过对德国、法国、美国等各国犹太人的不同情况的分析上，形成了自己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理论，

这个理论是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的。 

3.2.1. 人的解放的内涵 
人的解放的最终的情形，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就是人认识到了自己本身就是含有社会力量的，并且是

以人类本质的方式把自身的社会力量所汇聚起来，而不是通过一个政治共同体来有所改变地、虚伪地集

合起来。就像马克思所说：“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

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 (p. 
46)。”如此说来，进一步的解放，即普遍的人的解放，就在于克服政治解放所造成的人的存在的这种二

重化，使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使自己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

自己的个体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4] (p. 2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0406


陈筱鑫 
 

 

DOI: 10.12677/acpp.2024.1310406 2744 哲学进展 
 

马克思在《论犹太问题》一书中对于人的解放的思想，大多是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这

也就离不开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因此，马克思是不赞同从抽象的宗教出发，认为这是不能把握问题的

本质。马克思从犹太人的社会历史和日常生活等进行分析看到了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中的强烈的利己原则，

这是犹太人问题中所深藏着的秘密。这也就是解放人要回到人的本身上来。 

3.2.2. 人的解放的实现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书中主要是对于人的解放其实主要是聚焦于“犹太人的解放”但是，

任何特殊性中是包含着普遍的因素的，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的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于德国犹太人解

放的实现路径，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整体人类的解放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可以从犹太人解放这一个例中

找到一些可以适用于整体的方式，这也有助于我们目标的实现。马克思曾说过：“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

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 (p. 46)。”因此我们想要实现人的解放最终还是回来到人这个本体上来。

那么应该怎么做了，按照马克思在书中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方式。 
首先就是，“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

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1] (p. 25)。也就是，国家摆脱宗教达到的只是政治解放。也就是政教可以分

离，这样各个宗教的地位就是平等的，每个个体都能够自由地追随内心的信仰，而不受国家权力的偏袒

或压制。这种分离确保了信仰的纯粹性，使宗教实践成为一种个人的精神追求，而非政治工具。 
然后，就是摆脱掉对私有财产的依赖。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常常受到物质利益

的限制。这种自由是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体系中被界定的，它要求个体在行动和决策时，必须尊

重他人的财产权利。因此，这种自由并非无限制，而是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个人的成长和追求往往需

要在财产追求面前作出妥协。在这种社会构造下，自由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附带条件的。 
最后，就是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基础上达到共产主义，这时国家与宗教也就不存在了。在马克思的设

想中，共产主义代表着一种超越私有财产限制的社会状态，它允许人的内在潜能得到完全的发挥和成长。

在这种社会里，传统的国家和宗教机构可能会变得无关紧要。“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

产阶级”[1] (p. 18)这也就是需要社会革命的出现并且也就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是由于无

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常被边缘化，并且渴望变革，他们成为了社会革命的主导力量。这也可以看成

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构想，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将不再受到私有财产的限制，能够自由

参与到社会生产和文化创造中，实现全面的自由发展。这种自由是具体的，建立在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

的实质性变革之上。 
总之，马克思这个时候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其实只是一个雏形，但是其中蕴含着关于对宗教、资本

与人这个本体的认识，对于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4. 对现在国家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蕴含着他很多理论的最初的思考，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治理也是

有很多的指导作用的。 

4.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 

新中国自创立之初，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项根本宗旨。我们回望中

国的政治的发展过程虽有阶段性特征，但整体上是连续的并且在实践中进行了不断地完善。 
中国的政治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书指出的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解放是完全不同的。中

国的民主是真实的，是为人民解决问题的，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就比如全过程民主的提出，就是中

国自己的实践。在二十大报告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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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5] (p. 17)中国用尽可能全方位的规定，来保证人民的权利。 
中国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心中，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完

善国家的民主制度，维护中国政治生活的有效健康的发展，确保了民意在国家决策中的体现。这些措施

强化了人民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为全球民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4.2. 对资本形成规范 

《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拜物教所带来的自我异化。书中揭示了犹太人利己

的、金钱至上的本性，也看到了整个社会都在狂热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金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

用被不断地抬高，最后人成为了金钱奴役的对象。马克思对这个现象有了深刻的反思，通过对犹太人问

题的批判来剑指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治理要看到资本那强大的让人堕落的能力。 
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繁荣景象，也要时刻记住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框架下，一定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有

效地协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合理的运用，从而更好地促进生产要素的蓬勃发展。就比如我们的电力、通

讯业等的国有经营，和对于金融业的严格监控，这都是政府所作出的努力。 
总之，我们的经济发展始终是要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注意国家实力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

础的。在这其中注重资本的合理运用和监管，而作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在保障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也

需兼顾社会的福祉和他人的权利。让资本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 

4.3. 筑牢共产主义的地基 

马克思希望能摆脱市民社会给人带来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异化。那么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来看，异

化的解决需要通过共产主义来实现的。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

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

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 (p. 185)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环境下，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达到自由的状

态，人们将不会存在压迫与剥削。 
中国现在虽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我们的最终追寻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这是我们这

一代及其以后的孙辈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现在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政治上为共产主义社会的

实现打下地基之一。 

4.4. 注重对文化引导 

犹太民族为什么可以在这么多年的打压下还可以持续存在并且重新崛起呢？究其原因是他们的文化

没有断绝，文化是民族存续的根基。中国作为历史悠长的文明古国，其中的优秀文化不胜枚举。 
现在的中国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得人们对于信息的接收是海量的，这其中不乏对人们的消极影响的

信息，这可能会导致人们上当受骗、崇拜金钱、出卖国家、歪曲我们价值观的内容。面对这一现象，除了

国家要成立相关的部门进行监管，人们自身还要有信息处理的能力并且培养正确的认知，就比如我们可

以通过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政府与人民各尽所能的治理策略不仅促进了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还有助于鼓励不同文化和信仰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共

生的社会。 
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推动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为中国人民打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5. 总结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也是我们人类所向往的，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论犹太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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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我们不就可以找到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的理解，还能看到他在经济。政治方面的设想。文中，他

指出犹太人想要真正的解放就是要在消除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在文中对于政治局解放进行阐

述的时候，马克思进入了一种一元结构，为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人的解放是理论也是

实践，中国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践行与创新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伟大事业的建设，根本目的就是为

了人民的自由并且有美好的生活。中国在政治上坚持人民做主，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文化上

培养民族的自信与自豪，并且最后一直在向着共产主义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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