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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的早期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斗争思想，包括对斗争的理论武器、

斗争的对象、斗争的最终目的的阐明，强调了发扬斗争的起点是敢于批判、敢于斗争，对意识形态工作

和社会制度改革中发扬斗争精神有着深刻的现实启发，文中指出要有坚持真理、敢于亮剑的斗争气魄，

揭示了发扬斗争精神要站稳人民立场的价值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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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early thought, “In-
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makes a systematic elaboration of the thought 
of struggle, including the exposition of the theoretical weapon of struggle, the object of struggle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struggle. This work emphasized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struggle is the bravery 
of critique and fighting, which ha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ideological works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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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reformations. This work has pointed out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the bravery to firmly up-
hold the truth and struggle hard. Furthermore, this work has revealed that the aim of carrying for-
ward the fighting spirit is human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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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早期青年时期的作品，在马克思思想发

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作品。《导言》虽然篇幅不长，但是思想深刻，

蕴含着马克思对所处时代的透彻分析和独到见解。《导言》中的斗争思想体现在对宗教、对德国社会现

实、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

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1]《导言》中的斗争思想历久弥新，对新时代党团结带

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具有思想指导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

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滋养斗争

精神的历史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斗争文化是涵养斗争精神的思想宝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蕴含的斗争思想是供养斗争精神的理论源头。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进程，我们要深刻领悟斗争思

想，发扬斗争精神。 

2. 《导言》的写作背景 

马克思在《导言》的开篇就明确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3]: p. 3)说明

文章所基于的现实土壤就是德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在博士毕业之后，开始参加现实政治斗争，并在这

个过程中开始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理论产生质疑，国家意志的理性法律和现实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使得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国家是理性的外化和产物并体现理性精神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怀疑。马克思

在担任《莱茵报》的主编的时期，德国的自由民主运动高涨，马克思也加入了这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

制的斗争。德国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是马克思写下《导言》的现实背景。 

2.1. 德国的社会现实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快速兴起，资产阶级对政治体制

的变革呼声愈发强烈。从 16 世纪开始，英国和法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蓬勃发

展。而德国却因为宗教改革而陷入教派之争，“三十年战争”使得德国政治分崩离析，分裂为成百上千

个独立的政权。因为政治经济的落后，德国遭到入侵并战争不断。19 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后余

下的德意志邦国组成了德意志邦联，但是邦联组织松散，各邦有自己的主权。在英法等国已经走上工业

化道路时，德国还是封建专制制度。直到 1848 年，德国才爆发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的落后必

然导致经济的严重滞后，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1834 年初，德国的关税

同盟废除了关税壁垒，除此之外，行会制度被废除，行业自由原则萌芽，以上种种条件为德国的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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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反而因为生活成本的

提高而更加困苦，甚至为了监狱中免费的午餐而违反德国林木盗窃的法规去私人领域砍伐盗猎。底层人

民的困苦并没有使德国的统治阶级作出相应的调整，反而颁布了更为严苛的法规。落后的政治经济社会

和穷苦的底层人民促使马克思开始思考如何实现人的解放。 

2.2. 德国的思想状况 

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

史。”([4]: p. 7)虽然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但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却

领先于其他国家，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但是黑格尔以唯心主义视角透视所

有的问题，认为国家是现实社会中一切事物存在的依据，在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中是决定性的存在。

由于脱离实际，思辨哲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的市民社会矛盾，逐渐沦为普鲁士政府维护封建专制统

治的工具。马克思意识到思辨哲学的不切实际后，指出要实现德国的解放就要进行革命，要将哲学放入

现实社会中进行思考，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才是研究和思考的重点。不可否认，黑格尔哲学为马克思的

理论提供了思想养料，但是思辨哲学与现实社会的脱节使得马克思更加关注如何解决德国的现实问题。 

3. 《导言》中蕴含的斗争思想 

3.1. 阐明了发扬斗争精神的理论武器：批判 

《导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斗争思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工业革命在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剧

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欧洲相继爆发工人运动，基于对社会现实中种种问题的思考，以及在青年黑格

尔派和费尔巴哈等人的观点的影响之下，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批判。在

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以批判为斗争的武器，对宗教、德国政治社会、德国国家哲学进行了层层剖析，最

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 
批判一词不仅是《导言》的标题，更是在文章中频频出现。面对盘踞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宗教

思想，面对根基深厚且腐朽落后的政治制度，面对博大权威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马克思将批判作为斗

争的武器，掀开宗教虚伪的面纱，将德国社会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公之于众，痛击为德国社会现实辩护的

哲学理论。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的批判变成

对政治的批判”([3]: p. 4)。马克思从宗教到制度再到哲学，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层层进行批判使人民看

清捆绑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链条。唯有斗争，唯有革命，唯有将哲学和无产阶级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德

国民众才有可能砍断枷锁，走上通往解放的正确道路。 

3.2. 论述了斗争的对象：宗教、德国政治社会、德国国家哲学 

3.2.1. 以宗教批判为起点，是马克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斗争 
宗教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为压迫民众而美化的遮羞布，是为专制统治进行辩护的帮凶，它蒙蔽民众的

双眼，使民众看不清社会制度对自身的压榨，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批判宗教是

批判一切的前提，只有使宗教去神圣化，才能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在《导言》开篇的第一至七自然段，马

克思从宗教产生的原因出发，进而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现实世界的苦难真切

压迫在民众身上，为了得到心灵上的慰藉，宗教在虚幻的彼岸世界里给人民群众营造了一个美好的海市

蜃楼。现实中的困难在宗教中被美化，人们被宗教所描绘的幸福图景蒙蔽了双眼，并逐渐被其异化，进

而成为统治阶级所压榨和剥削的对象。马克思指出，宗教和人的关系被颠倒，二者之间的因果应该是人

创造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要彻底解决现实世界的苦难，不是逃避到宗教虚假的港湾中，要直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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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现实社会中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作斗争，敢于对统治阶级的压迫进行革命。斗争的先决条件是廓

清人民群众的思想迷雾，占领人们群众的思想阵地，所以批判宗教的目的是揭露产生宗教的现实世界，

对现实的社会进行批判。只有人民群众掌握了“彻底的理论”，才有斗争的气魄和底气，正如马克思所

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

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 p. 10)。 

3.2.2. 对德国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在社会制度领域进行的斗争 
《导言》的第八至第二十一自然段，马克思对德国社会现状进行了批判，彼时的德国无论是政治制

度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落后的位置。一方面，德国的政治制度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相比是不协调

的，英国法国等在革命之后，建立了同时代而言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而德国却逆历史潮流而为之，在

封建主义的窠臼中苦苦挣扎，而这种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也不乏一些顽固的拥趸者——历史法学派，历

史法学派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排斥表面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历史稳定性，实则是对普鲁士专制制度

的辩护。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德国也落后于英法等国家。马克思通过对经济领域普鲁士的

垄断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德国并没有吸取英国和法国的教训，在英法意识到垄断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并对垄断加以控制时，德国却视垄断为圭臬，重复走上英法的老路。社会制度是禁锢人民思想的现

实基础，只有以彻底的批判为武器，唤醒人民被蒙蔽的思想，清醒认识到自己被压迫、被奴役的事实，

才有勇气去斗争，进而摆脱被剥削的现实。 

3.2.3. 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透射出斗争精神的革命性 
德国哲学的发展是充满矛盾性的，它的矛盾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和德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

水平是割裂的，在德国政治经济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德国的哲学发展水平却领先于其他国家；另一方

面，德国哲学和现实的德国社会也是分裂的，虽然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十九世纪的哲学世界占

据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其内核却是对现实的人的忽视和罔顾，使得哲学和现实世界、现实的人对立起来。

在德国社会中还存在两个明显对立的派别——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实践政治派要求否定哲学，但

没有先去实现它，是对现实不彻底的批判；理论政治派则认为在不消灭哲学的前提下，哲学能直接变为

现实。这两派都割裂了哲学和现实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要批判德国社会就要批判作为其理论基础的

德国哲学，只有将哲学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彻底的批判；只有将哲学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人民

掌握了科学理论，认识到自身被压迫的彻底性，才会迸发出斗争的彻底性，形成改造世界的力量，进而

理论才能在现实世界发挥作用，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跨越才能获得实现的可能。马克思认为德国人民的解

放就是人的解放，只有当无产阶级反抗斗争成为统治阶级，才能解放自身，进而才能主导人的解放。 

3.3. 揭示了斗争的宗旨：实现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在撰写《导言》时一以贯之的宗旨和最终目的。唯有挣脱宗教的束缚、制度的剥

削、哲学的压迫，德国人民才能获得精神、社会、自然三方面的解放。宗教使人们活在虚幻的世界里，要

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斗争，使人们看清宗教的实质是精神上的鸦片。黑格尔

的德国哲学和法哲学弃现实的人于不顾，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形成现实的力量，才

能使德国人民从宗教的笼罩中挣脱出来看见黎明的曙光。马克思还界定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

所谓的政治解放实则是德国政治体制现有基础上的改良，是少部分人如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自身利益

的维护，不会动摇封建制度的根基。德国制度本身存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缺陷，马克思对德国

制度的态度没有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是要通过现实的力量消灭这种制度，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完成这个

目标，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使英法建立了比德国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但却没有达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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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目的，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真正的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虽然马克思在《导言》对自然解放

没有直接的阐述，但社会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环境基础上的，精神解放和社会解放也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支

持，德国社会发展并没有考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统治阶级只关心自身利益，无视对人民的压迫和对自

然界的蚕食，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就要消灭利己的社会制度。 

4. 《导言》中的斗争思想的当代启示 

《导言》包含着丰富的斗争思想，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以批判作为斗争的武器，以人的解放为斗

争的宗旨，对宗教、德国政治社会和德国国家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斗争。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的

新挑战，我们要善于从《导言》中的斗争思想汲取新的精神养分，以夺取新的胜利。 

4.1. 发扬斗争精神的起点是敢于批判、敢于斗争 

《导言》展现了马克思无畏权威，敢于批判，敢于揭露的斗争自信。站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无

论是向外展望，基于对全球发展环境的精准研判；还是向内自省，基于对国内局势的清醒洞察，我们都

要发扬敢于批判、敢于斗争的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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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 9)只有敢于批判、敢于斗争才能抵御风险。 
从国际局势来看，世界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经济全球化是近代以来深刻影响世界发

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各个国家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同时，也使各个国家成为风险共同体，经

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愈发不容忽视。全世界层面的人口比例失衡、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触目惊心、财

富分配不公平等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各种群体之间的分化越

来越严重，气候问题、新冠疫情、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不断冲击着各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使全球范围

内的和平、发展与安全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考验。发展的前行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只有昂扬斗争精神才能克服重重阻碍，从而克服挑战、把握机遇。 

4.2. 发扬斗争精神是社会制度改革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在之所以在《导言》中对德国的社会制度展开“搏斗式的批判”，是因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

规律的社会制度能够为百姓谋取利益、造福于百姓；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制度会成为压在百

姓身上的大山，压的百姓喘不过气来。《导言》指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

国家实现的程度，总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 p. 11)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

的改革十分重要。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果，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各个领域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要实现社会

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就要直面问题、敢啃硬骨头，改革社会制度以增强国家实力，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更上一层楼。 
社会制度的改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改革不能盲目随意，需要一定的方法策略作指导。

既要有高屋建瓴的顶层指导思想，也要有体察民情的基层探索经验，顶层指导思想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

的精准研判，基层探索经验是基于对百姓所需所盼所想的深刻洞察，二者相互融合才能实现改革的健康

运行；既要各个领域的协同并进，也要有关键领域的重点突破，社会体制改革首先要覆盖各个领域的各

个层面，不能顾此失彼，在协同推进的基础上抓重点领域，在核心关键领域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既要

胆子大，也要步子稳，体制改革要发扬斗争精神，一方面在坚持正确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敢于对习以为

常的运行方式提出质疑，从而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不能急于求成，体制

改革的成效可能需要在长时间的社会发展中展现出来；既要有全局观，也要有系统观，对改革开放整体

有一定的把握，又要对不同的领域有系统思维，从而推动改革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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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发扬斗争精神要有坚守真理、敢于亮剑的斗争气魄 

青年马克思之所以在《导言》中敢对具有统摄地位的黑格尔哲学提出质疑和批判，是因为他有坚守

真理的斗争气魄。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是盲目的，不是为了批判、为了挑战权威而批判，而是建立

在他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知和对黑格尔哲学深刻了解基础上的。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参与者，

我们一方面要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阵地、坚定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剖析

社会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对歪风邪气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与之斗争；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武装，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中华传统文化武装自己的头脑，加强理论学习，只有对科学理论知识有了深刻

掌握的基础上，才能在实践中游刃有余，不被错误思想和敌对思潮牵着鼻子走。坚守真理也是坚守斗争

精神中的科学性，发扬斗争精神不是盲目的，而是要坚持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掌握规律、运用规律，

用科学真理之剑刺破已知的和未知的黑暗。 
发扬斗争精神除了要坚守真理，还要敢于亮剑。敢于亮剑首先要有战胜敌人、消灭困难的信心，信

心来自于对科学真理的扎实掌握和现实局势的精准研判，要坚信伟大事业的正确性；其次要有矢志不渝、

坚持斗争的耐心，无论是在任何时期，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复杂漫长的斗争；最后是要

有抗争到底、不畏困难的决心，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要面对的敌人也会越发的强大和复杂，

矛盾可能凸显在各个领域各个时期，但邪不压正，我们要有与之抗争到底的决心。在斗争的过程中还要

不断地积累经验、复盘斗争细节，以此增强斗争本领。 

4.4. 发扬斗争精神要站稳人民立场 

斗争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人民立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

作中从不同的方面、不同视角、不同领域阐述了人的解放思想，例如《导言》中无论是对宗教、社会制度

还是对哲学的批判，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德国人民从精神和肉体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在《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阐明了经济发展和人的解放的关系，指出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消灭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前

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人类解放的路径是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消灭私有制完成的；在

《共产党宣言》中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 
除了一切为了人民，还要一切依靠人民，从时间维度来说，在任何时期，人民群众都是创造历史、

取得胜利的主体力量。从社会财富的维度来看，人民群众既是物质领域丰硕成果的创造者，从基本的衣

食住行等物质资料的生产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人民群众又是精神领

域丰富成果的生产者，从古代神话到近代小说，从世界名著到学术期刊，都是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精神

世界的生产成果。 

5. 结语 

斗争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精髓包括《导言》中的斗争思想在内的传承和发扬，我们要从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中吸取营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涵养现代思想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现代思想也使

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新征程上我们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挑战，我们要直面挑

战，发扬斗争精神，以伟大斗争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发扬斗争精神首先要掌握科学的斗争理论方法，马

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告诉我们，要正确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

事物之中，所以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全过程都会有矛盾和问题；但是矛盾又有其特殊性，具体事物的矛

盾，每个矛盾的不同方面都有其特殊的地方，我们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生活中

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再逐个攻破次要矛盾和风险。其次，要坚定斗争方向，增强斗争本领，斗争本领

的提高是在实战中反复磨练出来的，在实践锻炼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从而达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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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要讲究斗争艺术，斗争艺术是在斗争本领提高的基础上凝练出来的，在斗争中总结经验，由此及

彼、举一反三，要有敢于斗争的气魄，更要有善于斗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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