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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一直存在若干理论争议。“新世界观”转向何

处、以及《提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还是初步发展？如果将《提纲》还原到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线

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脉络上，就可以窥探其本初的理论价值、解读出新的意境：第一，《提纲》的理论

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萌芽”，而是在《神圣家族》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发展。第二，《提纲》

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提纲》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准确定位，是对

我国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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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in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is-
torical materialism regarding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Where does the “New World View”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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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nd is the “Outline” the germ or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f the 
“Outline” is restored to the formation line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s original theoretical value can be explored and new artistic conception 
can be interpreted: firstly,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Outline is not limited to “germination”, 
but rather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Holy Family”. Sec-
ondly, the “Outlin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c-
curate positioning of the “Outline”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thought development is a response to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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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著作。它

是马克思对过往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进行的彻底清算、是马克思新旧世界观更迭交

替的代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其核心观点并不完全集中于某一篇著作中。例如近些年来学界将《神圣家族》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

程中的关键一步。准确评价《提纲》对理清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 关于《提纲》的若干理论争议 

对《提纲》的研究在本世纪初引起了一些争论，主要体现在新世界观的指向问题和《提纲》的意义

评价问题。恩格斯评价《提纲》是新世界观的萌芽。但对于“新世界观”究竟指向何处，学术界还存在较

多争议。“新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实践唯物主义？ 
《提纲》中有 12 处提及实践，实践无疑是《提纲》的主题，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新世界观是不同于旧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杨耕在《“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由来及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

关系”》中指出：“实践的观点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

物主义这两个重要特征都是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本质特征引伸出来的，是这一本质特征必然展开的内

在逻辑和理论表现。”[1]针对此观点，侯惠勤给出不同观点，认为：“实践观点就其实质而言，属于辩

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2]此外，有学者认为《提纲》本质上是提供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对辩

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但更多的观点认为新世界的指向是历史唯物主义，林孟清的《试析〈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的“新世界观”》一文中指出对于“新世界观”的理解并不能只局限于文本，要同恩格斯对马克

思的整体理论贡献评价相一致。恩格斯更是在 1893 年直接说明：“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马克

思的附录(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这一起源！”([3], p. 637)。 

经过几十年的学术讨论，基本能够得出提纲中新世界观大体指向历史唯物主义。但对于《提纲》的

地位，即《提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还是初步发展存在一些争论。“萌芽说”最经典的便是来自恩格

斯做出的评价《提纲》“是新世界观的萌芽”。因为在提纲中，马克思彻底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说明社会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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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的统一。但也有学者认为，《神圣家族》是唯物史观的萌芽，而《提纲》则是在《神圣家族》萌芽的

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初步表达。任帅军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历史唯物主义》中

指出《神圣家族》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的关键一步，《提纲》是在《神圣家族》的基础上的继续阐发

[4]。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初步超越了费尔巴哈，并且具备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雏

形。例如在《神圣家族》中已经谈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

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5], p. 350)。 
总之，对于《提纲》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还是初步发展这一点，仍需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3. 《提纲》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发展 

过去理论界认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是从提纲开始的。但严格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相关

文献，会发现《提纲》更为确切的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阐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期阶段，

意即《提纲》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启示来自于最开始的关于市民社会的困惑：市民社会和政权

之间是什么关系？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提纲》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论述。而《提纲》更是深入

历史背后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相较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提纲》实际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

发展阶段。以下选取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着重梳理，论述《提纲》本

初的理论价值。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已经跳出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

学的范畴，并针对物质利益和理性原则的矛盾问题的进行了初步思考。“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构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最基本的观点，同时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理论雏形，三个“变成了”提出改造“此岸世界”的任务、把世人的眼光拉回现实世界。《导言》还提出

了实践的观点，“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而会面向只

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6], p. 9)。在这

里，马克思认为彻底的理论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物质力量如实践能对德国的政治现实做出实际的改变，

实际的改变就在于“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6], 
p. 16)最后《导言》提出了人的解放问题，并且预示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有过渡作用。王东教授认为《手

稿》中关于黑格尔哲学批判部分的主体思想是实践观思想，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以及由此确立的

以实践观为核心的哲学观点是它批判国民经济学和阐述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前提。正是在这个理论前提

下，《手稿》中早早出现了实践观的萌芽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的运用，《提纲》正是在《手稿》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深化和探索。《手稿》中的实践观主要表现为实践活动的本质和实践活动的未来表现形式。针

对实践的未来形式，则是人类逐渐克服异化劳动，实现人类和自然的解放。 
《神圣家族》是唯物史观的萌芽。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中，马克思借此表达的一系列观点已经初步

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雏形。马克思认识到客观世界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变化而变化，他用幽默的语言

指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厂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

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5], p. 273)工人要实现自身现实的自由、要实际地改造社会，“除了要

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掩盖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外壳之下，

《神圣家族》显露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郑冬芳教授总结了《神圣家族》中初步展现的四方面内

容：① 首次提出历史是人的活动。② 初步表达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③ 几乎形成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的观点。④ 粗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7]。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首次肯定“历史的活动是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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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 p. 287)肯定人的主体性和人民群众创

造历史的力量，其中“历史是人的活动”逐渐发展为提纲中的实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发展。在《提纲》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得

到阐释和应用。它落实到对宗教的批判、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对实践地位的确立和对哲学性质和使命等

方面。第一条、第五条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给出超越唯

物–唯心之争的纲要，就是实践，要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不

懂实践，只能谈抽象的人或者动物的人构成一个类，马克思指出这种看法的荒唐之处，这里是社会的人

而不是动物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一个问题——能动性问题。它在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发展，在

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反而没有。实践是在人的主体能动性基础之上完成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阐述了一个总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此，实践能

够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环境及人本身的改变归结为革命的实践；宗教的本质被归结于世俗世界的自我矛

盾，宗教感情也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

是市民社会。《提纲》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发展，是因为其发挥着特殊的承上启下的作

用，科学的实践观是对过去的“困惑”、探索的总结，是在《手稿》的基础上对实践观点的概括。并且以

此为理论基础，马克思后续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实践

在基础之上的，且《提纲》的写作并不为了发表，其后紧接着《形态》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形态》的

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详细的阐述。《形态》被认为是初步

完成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对于《形态》马克思如此回忆道：“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

目的——自己弄清问题……”([3], p. 217)从这一段论述中，也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确实是回

答了之前遇到的“困惑”，也确实弄清楚了一些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无疑是唯物史观。马克思首先解

决了历史观的根本问题，他在《形态》中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

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6], p. 158)在社会历史、人类

历史中，物质条件是人类生存的第一条件，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并且从现实的、从事生产活动、创

造物质条件的个人出发，得到这样的结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

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相较于《神圣家族》和《提纲》，《形态》更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的

关系，得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以此为前提，推演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关

系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形态》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通过以上的分析，《提纲》之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早已出现，而《提纲》只是在以前基础上

的进一步发展与概括。 

4. 《提纲》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的作用 

自恩格斯首先提出“萌芽说”、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提纲》是新世界观的萌芽并奠

定了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理论基础。学界认为，由于科学的实践观的创立，一方面重构了自西方哲学开

始便有的唯物–唯心两大体系，关于世界本体论的争论，实践观不是对唯物和唯心的调和，从而陷入不

可解决的二元论。实践观是要重新建构起世界本体论，使得唯物和唯心的矛盾得到辩证地解决，为哲学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提纲》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重要原理的基本要点，这

一方面已经在上文中有所论述，此处便不赘述。但对于《提纲》的意义及地位的理解并不能仅限于此。

综合各方面的考察，《提纲》已经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关键一步。 
第一，从该文本内容来看，《提纲》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提纲》一度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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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因为《提纲》中涉及到的对物质观的讨论，如能动性问题、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问题，与客观一致

就具有真理性，不一致就没有真理性、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但是毫无疑问《提纲》最核心的是对历

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恩格斯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且马

克思本人也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了自己的目标和信仰，那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马

克思的眼光从来没有脱离人民，他的后背从来没有背向人民，为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始终坚持全身

心投入革命的理论工作和革命的实践工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追求，因而构成了马克思理论发展的一条

主线，也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视。无论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都是为现实实

践服务的，为社会发展服务的。 
第二，从思想发展来看，《神圣家族》和《提纲》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首

先，《神圣家族》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方式做了有益的探索。它不仅驳斥了资产阶级宣扬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及唯心主义世界观，同时也为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切实落实到对其生产方式的批判。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一步。

其次《提纲》是对过往所有哲学信仰的彻底清算。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的

著作研究仍然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基础去批判黑格尔和研究

现实，那么《提纲》时期就是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过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各自带着缺陷，虽

然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所构造的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了，但是由于抽象的理解人和人的

活动，费尔巴哈始终无法触及社会和历史的本质。马克思从现实入手，从实践入手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半

截子唯物主义。并且从此以后，马克思始终是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中来研究现实、发展理论，这对马克思

后来的研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最后，《提纲》最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实践”的角度，超越唯物主义的

“物”的角度。例如第四条，马克思认为宗教异化只能到世俗世界中寻找其根源。 
最后，从作品连续性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具有特殊的作用。人的思想发展是呈现出连续性，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从前看，如果《提纲》是新世界

观的萌芽？那么如何解释《提纲》之前出现的各种观点呢？这个“萌芽”又是从何而起呢？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提纲》中许多观点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实践的观点是在《手稿》的基础上的探索和完善，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在《导言》和《神圣家族》基础上的完善。可以说，《提纲》是在前面诸作品基础

上的完善、总结、升华与发展。从后看，《提纲》亦可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纲。《提纲》中指出

“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世俗基础使

自己独立出来并分裂成一个独立的王国，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发展的前夜。可见马克思此时已经意

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于世俗基础，要从世俗基础本身中去挖掘。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形态》是早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

程。《提纲》应被看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发展，对其提纲的地位和意义应该有更加准确的

评估。 
当然，对提纲的研究不能仅仅限于文本研究，还需要深入挖掘《提纲》的现实意义。在其现实性上，

《提纲》所提供的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有助于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到本质，

理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5. 《提纲》的新时代价值 

《提纲》的理论价值经久不衰，在不同的时代绽放出不同的理论光芒。在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奋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提纲》的新时代价值得到体现。 
第一，《提纲》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的统一”的进路对共产主义进行论证。人与自然环境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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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互为改造的主客体。《提纲》以前的《〈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及《神圣家族》有过相关的论述，马克思看到了历史与社会现实背后的世俗基础，并一直探索历史发展

的动力。对于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提纲》中给出回答，即“革命的实

践”。革命的实践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其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革命的”意在改变，

是主客体相互作用推动的发展变化。其二，革命的实践背后的生产力基础。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才能

产生人的特定的活动，革命的实践亦是如此。 
第二，《提纲》中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引。唯心主义忽视了现实，

旧唯物主义没有看到对象性的活动，没有把感性看作是实践的活动。这实质上是割裂了理论认识和客观

现实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要用人的实践去认识世界，用实践去检验认识，做到理论和实

践相统一。因此，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引，这不是仅仅从理论、直观出

发去认识世界，而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互促进，迭代更新。另一方面注重人的主体性作用。生

产力基础体现在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因此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即尊重人民主体性、创造性及凝聚力；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即着力解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升发展效益；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即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毫无疑问是走向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节点，同旧思想体系告别、构建新的

世界观与方法论。《提纲》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发展，其理论价值远超“萌芽”。可以说，以改造

世界的终极目标为指引，马克思进行了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艰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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