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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之一，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重要文献，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它不仅标志着马克思哲学

思想的成熟，更是对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深刻批判与超越，对于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实践观、人的本质、真理观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要关注人与环

境的关系，从物质世界出发来解释历史和现实，强调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全部社会

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同时也鼓励要勇于探索和创新，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文将通过对

《提纲》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的深入解读，探讨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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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tlines on Feuerbach”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Outlines”) is one of the classic document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of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and is regarded by En-
gels as “the first document containing the germ of genius of the new world outlook”. It not only sig-
nifies the maturity of Marx’s philosophical thought but also represents a profound critique and tran-
scendence of old philosophy, particularly Feuerbachian philosophy. This document holds signifi-
can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Marxist philosophy concerning perspectives on 
practice,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ruth,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ir envi-
ronment. In “Outlines,” Marx emphasized the need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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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ir environment, interpreting history and reality from a materialistic perspective. He stressed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prove the truthfulness of their thoughts through practice, highlighting that 
all social life is fundamentally practical. Additionally, he encouraged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to 
continuously drive societ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delve into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contained within “Outlin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its writing background and main content, 
discussing their application value in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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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作背景 

19 世纪中叶，欧洲社会变革前夕，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广泛建立但问题显现。

工人阶级生活恶化，社会矛盾激化。在此背景下，各种哲学思潮涌现，青年黑格尔派提出“唯一者”观

点。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旧哲学和施蒂纳的“唯一者”理论，明确实践观与旧哲学的区别。 

1.1. 为了同以往的旧哲学彻底划清界限 

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

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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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以往哲学家对本体论的关注不同，马克思认为先前的唯物主义的缺陷主要

表现于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仅从客体的角度或仅以直观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生活，而不是从主体的角度出

发。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强调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践观点的引

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从旧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飞跃。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

哈及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错误。旧唯物主义往往将物质视为世界的本原，认为物质

与意识之间只存在“物质决定意识”单方面的作用，却忽略了人在改造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认识

到“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物质与意识之间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并非单向作用。与此相反

的是马克思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人可以通过实践来认识世界，同样也通过实践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从而改造世界。因此物质与意识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而人通过实践就可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双向作用[2]。 
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提出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抽象的

个人属性。这一观点与旧哲学中的抽象人性论形成鲜明对比，为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 
马克思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的意识、

观念等上层建筑都是由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并且人类历史也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他指出，全

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问题都能在实践中得到解决。这一观点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奠定了

基础。 

1.2.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抽象“唯一者”观点 

青年黑格尔派是 19 世纪德国哲学界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作为当时继承黑格尔哲学的激进派，批判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成 
 

 

DOI: 10.12677/acpp.2025.141020 125 哲学进展 
 

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试图通过改造黑格尔哲学来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3]。施蒂纳就是其中的代表

人物，他虽然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是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色彩。施蒂纳提出了“唯一者”的观

点，试图通过抽象的“唯一者”来统一和解释世界，认为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一个绝对的、无所不包的“唯

一者”，这个“唯一者”是所有事物的本质和目的，是超越于一切之上的，包括理性、道德、宗教等传统

观念。 
《提纲》中第一条表明，马克思反对所有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种“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

去理解，而不是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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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了施蒂

纳的“唯一者”观点以及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倾向。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将“唯一者”看作是脱

离社会实践的绝对自由，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和人的活动的歪曲和颠倒。施蒂纳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物

质基础和阶级关系，将一切归结为抽象的、超验的精神实体，而这种抽象的概念无法真正解释现实世界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反而使哲学成为了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施蒂纳的“唯一者”虽然宣称是绝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脱离社会

实践的、是空洞的，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

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追求和实现的。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真

正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自身的自由和发展。所以施蒂纳这种将意识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决定力

量，将“唯一者”看作是脱离社会实践的绝对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 

2. 主要内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十一个部分，主要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指出其脱离实践

和人本身。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批判费尔巴哈的立足点是单个人

和市民社会，而真正的立脚点应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的使命是改变世界。 

2.1. 批判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脱离实践 

旧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其基本观点是物质是现实世界的唯一实体，人类的思维是物质的

产物。他没有真正理解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首次形成了带有彻底唯物主义的

实践色彩[4]。旧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精神世界则是物质世界的反映。然而，旧唯物

主义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却陷入了脱离实践的误区。 
首先，旧唯物主义忽视了实践在认识世界中的基础性作用。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实践活动的存在，

但却将其仅仅视为一种被动的反映过程，认为人类的认识只能通过感性经验来获得，却忽视了实践活动

对于认识世界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观点导致旧唯物主义无法科学地解释认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也

无法正确认识到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旧唯物主义忽视了实践在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旧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

的，人类无法改变它，只能被动地接受它的影响。这种观点忽略了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的能力，

忽视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此旧唯物主义无法正确解释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也无法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脱离实践倾向，认为其将事物、现实和感性仅视为与人无

关的客观存在，导致哲学思想的局限。他特别批评了费尔巴哈等旧哲学家忽视感性的实践性和人的活动

性，没有认识到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2.2. 强调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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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深刻揭示了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关系，认为人

的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但这种反映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实践是人

们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是人们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

的反映，更是通过实践活动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过程。实践与思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

践是思维的来源和基础，思维则是实践的指导和动力。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和拓展对世界的认识，

形成各种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推动人们不断地改造世界。 
马克思提出真理是人在实践中不断追求的。这一观点彻底颠覆了旧哲学的真理观，使真理与现实世

界、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只有通过实践的不断检验和修正，人们的思维才能逐渐接近真理。在实践

中，人们不仅通过改造客观世界来满足自身需要，同时也通过实践活动深化和拓展对世界的认识。这种

认识是主客观的统一，它既是物质的、客观的，也是精神的、主观的。人们不断地遇到新问题、新情况，

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这种调整和完善正是认识深化和真理发展的过程。同

时，实践中的失败和挫折也能够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进一步推动真理的发展。因此，

真理不再是纯粹理论上的事情，而是与实践紧密相连的，思维的真理性必须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证明。 
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

学的问题。”[5]这段话强调了实践在检验真理、证明思维正确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只有在实践中，人才

能真正地检验自己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人才能真正地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

一。 

2.3. 实践是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现实基础 

在《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

旧哲学往往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马克思指出，人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

响，而是通过实践活动来改造环境，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一观点的确立，不仅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凸

显，也为后续关于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论述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批判旧哲学将二者对立的观念，强调其相互作用

与统一。他认为，通过实践活动，人改造环境满足需求，环境也对人的活动产生制约和影响，实践是这

一过程的中介，使人与环境相互依存、塑造。在旧哲学中，主体与客体常被对立，导致认识论困境。马克

思指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只能在实践中实现，主体改造客体的同时也在改造自身，客体也影响主体。

实践是检验思维真理性的关键，只有在实践中，人才能真正验证思维的正确性，并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

一。实践不仅实现了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还使主体成为环境的创造者与改造者，关系变得动

态灵活，并加深了人对自身与环境的认识，促进了自我完善与发展。马克思强调，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

践，理论中的神秘现象都能在实践中得到合理解决。实践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介，也是主体与客体

统一的现实基础，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依存、促进。 

2.4. 实践是消除宗教异化及其世俗根源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认为，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正确，这是需要放在社会实践中检验的，而不仅仅是一个

可以放在头脑中用思维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论

是当时主要所指的基督教，亦或是犹太教等，都是人类创造的颠倒的世界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认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6]这就鲜明地阐述了宗教与人的关系，

是人创造了人信仰的宗教，而不是说宗教所信奉的神是自古就有、是直接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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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概念，主要指疏离和分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包括与自己的

劳动产品、生命活动、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费尔巴哈则认为宗教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相同，人的想象

力在宗教产生中起关键作用。然而，费尔巴哈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将宗教视为脱离实践的思维

产物。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出发的，而

宗教异化的深层次世俗根源就是阶级对立产生的。费尔巴哈将宗教世界归结于他的世俗基础，但是马克

思认为，现实社会中只有阶级对立消失，宗教异化才能消失，才能从宗教中解脱。要想达到阶级对立消

失的状态，就必须从人的实践出发，从无产阶级的实践、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生产力，

最终促使生产关系的变革，以此来改变阶级关系、使阶级压迫消失，实现阶级对立的消失。马克思在实

践中理解宗教的异化与人的异化，但是费尔巴哈却认为实践是卑污不堪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

理解不了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脱离实践的异化观只能是抽象的异化观。 
同时要想阶级对立消失，必须实现人的本质的“非异化”，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回归。我们首先要明

白，人的本质之所以会异化，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产生了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创造的产品产生的价值

无法和他们的劳动相匹配，剩余价值变成了资产阶级实现价值增值的工具，这就是人与人的劳动产品相

异化。要想实现人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必须要实现阶级解放，而要实现阶级的解放，就离不开实

践。宗教产生的世俗根源包含了资产阶级的话语权的绝对控制以及底层无产阶级的精神寄托，因此，要

消除这一宗教异化的世俗根源也离不开实践。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压迫才能

缓解，打破资产阶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绝对话语权，那么宗教的控制权、话语权才能回归到正

确的轨道，那么无产阶级的精神寄托在极度发达的社会中则不再寄托于宗教神学，而是回归到了人的自

身，回归到了重新建构的人的本质，无产阶级才能从神的信奉者变为无产阶级自身的信奉者，从具备祈

祷的自由的信徒，变为真正可以支配自己劳动的人，使无产阶级追寻现实世界的追求与幸福，而不是建

立在空中楼阁中的宗教神学。 

2.5.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社会关系紧密相连。人在社会实践中塑造和发展，具备社会属性。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生物学上的自然人，但忽视了人的社会性。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因此，人的本质是紧密相连的，不应被抽象化和孤立化[7]。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是一种深入而全面的剖析，它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描述，而是深

入到人的社会存在、历史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下，人的主体

性即人所具有的自然力或生命力，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目的、本性建立起各种事与物，安排自己周

围的环境，乃至建立一个合乎自己理想的世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的本质不是一种先验的存

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

产物。人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人的各种属性、特点和行为方式都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人是社会

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是社会

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劳动是人的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创造社会，

也通过劳动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劳动是人的基本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通过劳动，人

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创造了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历史的主

体。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推动者和见证者。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改变着社会关系和历

史进程。同时，历史也塑造了人，人的本质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的观点强调了

人的社会历史性，他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的，这些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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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断变化发展，人的本质也在这样的变化发展中得以不断地进步而发展完善。此外，马克思主义还强

调人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也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不同阶级的人具有不同的阶级特性和

阶级利益，这些阶级特性和阶级利益也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的本

质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塑造和改变的。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以及与其他社会成

员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这一观点为我们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马克思

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揭示了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8]。 
费尔巴哈从个体主义角度出发，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种差异体现在社会观、

历史观和方法论上，费尔巴哈倾向于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因此，在理解人的本质时，

应综合考虑这两种观点，既要看到人的个体性和情感性，也要重视人的社会历史性。 

2.6. 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马克思的社会进步观以实践为核心，认为实践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

步的根本动力。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进步，并

形成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实践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途径，通过实践活动，人们不仅满足自

身需求，还能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提升自我价值。对于社会而言，实践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动力，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因此，实践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人类所有的成就都离不开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通过生

产实践，人类可以将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从而产生人类社会[9]。明这些实践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

会基石。社会本质是实践，包括生产、经济交往、政治活动、文化传承、科技研发、社会服务、人际交往

和环境保护等。这些实践活动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复杂多元的社会。例如，生产实践创造物质财富，塑

造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文化传承保留历史记忆，塑造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科技研发推动社会进步，提

高生活质量。总之，社会由各种实践组成，我们应积极参与，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它首次以实践正确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成为最科学、最进步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超越，旨在解放人类，实

现全面发展和自由，提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它强调人为中心，主张人应主宰自己命运，追求真理，

克服旧唯物主义缺陷，避免思辨哲学，以科学态度和方法认识及改造世界。 

2.7. 有助于坚持实践第一观点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尊重自然

界的法则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规律行事，而应根据客观规律制定行动方案。同时，我

们也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内在本质，通过科学

的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我们需要坚持实践第

一的观点，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通过实践来丰富和发展理

论。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实践能力，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 
实事求是是指我们需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而不是依据自己内心的看法，我们要从现实中真正

存在的，分析为正确的事情出发，探索事物的本来面貌，原本面貌。实事求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我们要全面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不动摇。在我国的发展中，我们要看到我国的

特殊性，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成果，西方的成功经验，我们要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具体国情、具体经济发

展水平出发，不断推进我国的各种事业发展，推动各种事业创新，这样才能行稳致远，保持中国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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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快发展。 
实践与实事求是是密不可分的。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实践就没有实事求是的可能。

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指导原则和动力源泉，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推动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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