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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思想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相互承认、出现分歧、激烈论战到最终公开批判的复杂转变过

程。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两位思想家在哲学和政治观念上的演变，而且对于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

的发展历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传》为我们理解这一关系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通过对马

克思与鲍威尔思想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如何逐步走

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早期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建立，也为我们把握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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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Powell has undergone a complex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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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utual recognition, disagreements, intense debates to ultimately open criticism. This 
process not onl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 of 
the two thinkers, but also has cruci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x’s early thought. Karl Marx: A Biography provides important clue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By sort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 and Powell’s 
ideas, we can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x’s early ideas and 
how he gradually transitioned towards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This not only helps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arly Marxist ideological system,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us to grasp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s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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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思想成熟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马克思早

期思想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甚至其个别观点的主要来源就是鲍威尔；另一方面，马克思后期思想

不断走向成熟就是在批判其早期思想形成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马克思思想成熟的过程就是不断告别青

年黑格尔派的过程。因此要真切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就不能不关注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问题，

考察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关系的历史性转变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戴维·麦克莱伦的

《马克思传》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考，所以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本文将按照重要

的阶段时期来梳理马克思与鲍威尔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思想转型的整个过

程。 

2. 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立场的承认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整个德国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民主与革命的呼声高涨，此时“黑格尔哲

学在柏林占据统治地位”[1]。青年黑格尔派因为其激进的民主主义主张成为柏林最为盛行的思想之一，

而博士俱乐部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活动场所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思想阵地，布鲁诺·鲍威尔则是博士

俱乐部的领路人。 
此时于柏林大学求学的马克思正处于从其短暂的浪漫主义时期逐步转向对法哲学的思考的阶段，很

快马克思便陷入了抽象的唯心主义的窠臼难题中，通过不断地思考，马克思发现他只能通过转向黑格尔

哲学来解决他的精神危机。于是马克思通过上鲍威尔的课，阅读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来了解青年黑格尔

派的思想，在史特劳拉夫修养时期，马克思结缘了博士俱乐部的一些成员，自此便加入其中，正式开始

了同鲍威尔的往来。伴随着二人交往的不断加深，鲍威尔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就越来越

重要，这种重要性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获得了集中体现。 
首先，“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题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的)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

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从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关注的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也是鲍

威尔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特征。马克思对比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之间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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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支持并赞同伊壁鸠鲁感性的思考方式，从自我意识的哲学角度给予伊壁鸠鲁学派高度的评价，这

与鲍威尔主张的要批判宗教神学并回归到自我意识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鲍威尔在早期对

于马克思的思想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具体来看，在阐述“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这一部分时，马克思论

证伊壁鸠鲁“偏斜”一说的合理性时从“正如点在线中被扬弃一样，每一个下落的物体也在它所划出的

直线中被扬弃。”[2]出发得出“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线的偏斜

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而这些对立的规定又被看成是直接对立的运动。”的结论。原子偏斜脱离一个

规定性存在，在与其相对立的定中实现自身的独立性和一切特殊性，“须知为了真正克服这种定在，抽

象的个别性就应该把它观念化，而这只有普遍性才有可能做到。”这也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

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

纯粹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把自己看作是直接存在的东西、抽象

个别的东西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这里已经能看出马克思把原子的偏斜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中，

使得“偏斜”之于原子成为本质的，必然的。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原子的偏斜”与“直线”的

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而肯定“偏斜”之于原子就相当于肯定“自由意志”之于“必然”，

也就是说他已经发现伊壁鸠鲁物理学中所蕴含的“偶然性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容并给予其热情地

回应和高度的评价。 
其次，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还打算编辑文学评论，这大大地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

鲍威尔的鼓舞。二人还在商议合作一些有关反对宗教神学的著作，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但是可见这段时

间二人的交流十分的频繁，交往十分密切。 
最后，鲍威尔对马克思关于如何快速摆脱考试并且和他一起工作给出了积极有益的建议，日后为了

获取博士学位，马克思更是与鲍威尔合作修改论文。虽然后期鲍威尔因为他的著作与政府产生的矛盾使

得马克思并没有成功获取大学教职，但是这段时期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仍处于“蜜月”时期，二人频

繁进行书信往来。 

3.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鲍威尔分歧的初步展开 

德国现实革命的发展使得两人的思想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分歧。1840 年随着普鲁士政府的反动与德国

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鲍威尔显现出了不同于他以往激情革命的立场，反而走向了反对革命的一方，

并且希望能够获得普鲁士政府王朝的支持来对抗宗教，后在 1842 年鲍威尔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自由人”

团体，这个团体的核心理念正如卢格所说，例如布鲁诺·鲍威尔“佯让我忍受那些最为荒诞的事情，例

如必须在理论上来消灭国家和宗教，还有财产和家庭，而不必费心考虑用什么来代替他们，不考虑要摧

毁一切事物的关键事物。”马克思与自由人团体的理念的相悖成为马克思转向批判鲍威尔的重要线索。 
1842 年 11 月，马克思在一封给卢格的信中，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

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

自行消灭”，这就表明了与自由人团体的决裂是彻底的。 
与自由人团体的理念相反，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通过对莱茵地区的实际调查看到了在普鲁士

政府统治下的民众的真实情况，即看到了在政府统治下的，符合法律规定的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掠夺，

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于林木盗窃法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生活贫困状况等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上。

以关于对林木盗窃法的讨论为例，莱茵省议会试图将农民捡拾一般的林木作为盗窃来看待，“省议会根

据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一定的特殊利益并把它作为最终目的。”而马克思主张“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

行为都不加区别，不给予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当作强盗，那么，任何私有财产不都是赃物吗？我占有了

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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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从侧面论证了原本代表理性的法成为了私人利益的代表，从而违背了其理性的本质。这些矛盾的理

性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得鲍威尔的自由理论显得更加不切实际，不断地促使着马克思朝着现实社会、经

济领域的研究转向。正如他后来所写的“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

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的目光越来越转向现实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预示着注重现

实的马克思与脱离现实的鲍威尔的差异愈发的明显。 
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严苛以及德国政府的干预，马克思的莱茵报工作无法进行，他不得不移居到巴

黎，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批判的新起点，也成就了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向。其中对他影响最为直接的就

是费尔巴哈的观点，尤其是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中的观点。“其中费尔巴哈在

这些文章中把他看待宗教的方法应用到思辨哲学中，即神学还没有被彻底摧毁；黑格尔哲学(其神秘性并

不比任何神学小)是它的最后一道理性壁垒。既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于并结束于无限，那么有限(即人类)
仅仅是超人类的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神学的本质是超验的、外化的人的思想’。但是哲学不应从上

帝或者‘绝对’开始，甚至不应从作为‘绝对’的宾词的存在出发；哲学必须起始于有限、特定、现实，

并承认感觉是第一位的。既然这种方法已经率先为法国人所倡导，那么真正的哲学家就必须是“法德的

混合血统”。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因此必须被摧毁。这产生于这样一种认识：‘思维和存

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思维源于存在，存在并不源于思维。’”这也就是

我们后来经常说的“主谓关系的颠倒”问题。马克思读完这本书就立即给卢格写了一封信“费尔巴哈的

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的强调自然而过少的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哲学能够借

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

马克思通过了解费尔巴哈的思想，从中汲取有益的唯物主义思想，开始有意识地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影

响并逐渐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开始致力于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现实与思辨的抽象颠倒问题，并朝着

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开始并着重关注现实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性已经暴露出来，

二人注定会走上相反的道路。 

4. 德法年鉴时期：“犹太人”问题引发的论战 

在 19 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有反犹太人的社会现实，从 1816 年以来，在普鲁士的犹太人就不能够

享有和基督教徒一样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犹太人的政治权利的问题自然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1843 年布鲁诺发表了《犹太人问题》，掀起了全社会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鲍威尔在他的文章中

宣称犹太人为了和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他们必须放弃那些分离他们的东西。在有关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上，

鲍威尔停留在宗教批判上，并没有涉及到真正的人的解放。他认为犹太人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全都是

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德意志国家，犹太教势必不能获得与基督教徒平等的权利，

犹太教属于不适合历史发展的宗教，所以要想解放犹太人，必须要从宗教问题入手，犹太人只有放弃犹

太教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并且鲍威尔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上升到普遍的人的解放

上，表明真正的解放是要把国家彻底地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即将解放的问题寄托在政治解放上。 
马克思欢迎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但批评他没有质疑这种国家，因此没能考察政治解放(即对

政治权力的承认)和人类解放(人类才能的全面解放)的关系。1842 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论犹太人

问题》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批判，马克思通过引用发达的北美国家宗教依然存在的事实反驳了鲍威尔通

过宗教解放就能实现人的解放的观点，政治解放即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固然实现了国家的进步，但是

“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并提出要把神学问题

化为世俗问题，只有消灭了他们的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关系问题

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虽然我们在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形式的时候抛开了政治国家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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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方面的无能，但实际上也批判了它在宗教方面的无能。”这样，马克思就公开批判了鲍威尔没有看清

现代国家的本质，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混为一谈的理念。 
随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宗教批判的问题。马克思写道：“就

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里是指“宗教是

人民的鸦片”一方面，宗教表现着现实中的苦难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对宗教的批判意

味着已经开始切入现实苦难的关注。并且不应该只停留在宗教批判上，人们需要通过摘掉宗教这朵虚幻

的花朵来摘取真实的花朵，所以不可避免批判需要转向更深层次，即政治批判。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

与鲍威尔的不同就非常明朗了。 

5. 《神圣家族》：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公开批判 

所谓的神圣家族，即鲍威尔三兄弟，以及以他们为缩影的青年黑格尔派。《神圣家族》的全名为《神

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采用“神圣家族”这个名称本身就充

满了讽刺的意味，而这个全名则直接显露出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神圣家族》主要针

对的是鲍威尔主办的《文学总汇报》上的“批判的批判”。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即从自我意识出发，将自我意识认定为万事万物的起点。自我意识是指

导万事万物发展的绝对的主体的同时也是万事万物发展的最终方向，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合理的现象均

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异化，所以要通过思想的批判来推动事物的发展返回到正确的回归自我意识的道路上

来。那么“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大脑活动。”[3] 
马克思主要批判了以鲍威尔为首的思辨唯心主义。首先是批判鲍威尔直接将自我意识神圣化。鲍威

尔将黑格尔体系中的绝对精神替换为自我意识，使得自我意识绝对化，“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

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从而不可

避免地要解决主体性的自我意识与实体性的一切存在的关系，因为任何一切的不符合自我意识的发展都

将成为自我意识异化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阻碍因素，需要被批判。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思辨哲学无非

是“对于黑格尔哲学漫画式的完成。”其核心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是对于现实和观念的颠倒，只不

过是抽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片面的自我意识，并把这一观念主体化，其实质等同于“绝对精神”。其次，

批判了鲍威尔的英雄史观，即“鲍威尔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认为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

是历史，这种历史是独立的个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在鲍威尔看来，群众与精神之间是相互对立

的，是一些拥有个别智慧的知识精英们产生的“自我意识”推动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马克思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群众通过自身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所谓的绝对精神的存在，正是为了掩盖其本身的虚假性才需

要把群众对立起来。最后，紧接着对鲍威尔英雄史观的批判，马克思从整体上批判了鲍威尔的唯心主义

历史观。布鲁诺从自我意识出发，认为自我意识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力量，“一切历史行动都是

由这种因素产生”，而马克思主张物质生产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这三方面的批判基本上完全表明了马克思已经全方位地对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批判，已经

彻底划定了自己与鲍威尔的界限。 

6.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鲍威尔哲学的彻底清算 

《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上发表的之于马克思与恩

格斯以及费尔巴哈一派人的批评的批判。正如书中所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布鲁诺·鲍威

尔的这一部分是非常简短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经详细论述过鲍威尔的思想了，所以在这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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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几页重述了‘批判的批判’的完全贫乏，驳斥了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攻击。”这也就表明了马克

思与鲍威尔的彻底决裂。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称鲍威尔为圣布鲁诺，正如《马克思传》中作者所提到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对于布鲁诺的批判所占篇幅相较于对施蒂纳的批判而言是非常少的，但是马克思针对布鲁诺与施

蒂纳和费尔巴哈的批判，针对性地对于布鲁诺“乏善可陈”的批判提出了批判。“圣布鲁诺依旧在骑着

他的老年黑格尔派的战马耀武扬威。”[4]“鲍威尔的秘密就在于其认为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

实问题本身，存在的只是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实体。将思想、观念等等看作现存世界的基础，没有离

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而不是像黑格尔所认为的反映现实问题的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是现实

问题内在的原因，是本质外化的结果。”[5]鲍威尔并没有吸取并反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

所做的批判，而是执拗地停留在“自我意识哲学”本身，用空洞的抽象变着各式各样的戏法。 
总的来说，纵向观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布鲁诺·鲍威尔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时期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二人由一开始的密切交往到出现潜在差异，再到明显分歧的出现随后不可避免地走

向分裂，最终彻底决裂。这一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这一过程背后的逻辑是马克思关注问题的转变，

尤其是马克思投向现实问题的研究时发现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无法看见真实的现实世界问题的

本质性缺陷。马克思便是在这样的批判之下一方面整理自己过去的思路，另一方面迈进唯物史观的建构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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