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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创造性地揭示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建立了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实践观。并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基石。这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旧哲学的决裂。本文对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对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

活动有着深刻影响、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本质一系列实践观点进行分

析。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有助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因此，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的实践观进行探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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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creatively revealed the decisive role of practice in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 his “Theses on Feuerbach”, establishing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a scientific view of practice. 
And take the scientific view of practice as the cornerstone of “new materialism”. This marks a rup-
ture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old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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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s proposed by Marx, including that practi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that 
practic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human activities, that all social life 
is essentially practical, and that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from practice is essential. Accurately 
grasping Marx’s concept of practice helps us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view, outlook on life, and val-
ues, and better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It helps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
plore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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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观的相关研究 

在深入研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的实践观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国内外学

者们对《提纲》中实践观的研究。关于实践的内涵，国内学者安启念和张蝶在深入分析《提纲》中的哲学

思想时，提出见解，实践是人类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充分展现，也是物质的、感性的活动，强调成功的实

践体现了思维创造的真理性和此岸性，展现人类通过实践所具备的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1]。迟超波则指

出，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科学地阐释了实践，认为实践是主体的对象性

活动[2]。也有学者从整体出发进行分析，比如胡耐生对《提纲》中的十一条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系

统地整理了其中蕴含的实践观点。他指出，实践同理论之间应当实现有机结合[3]。国内还有部分学者对

《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地位进行研究，比如孙伯鍨与张一兵强调，对个体及实践的认识不

应脱离社会和历史的广阔背景进行抽象分析，实践始终贯穿其中，作为客观的、历史的存在[4]。学者李

坤认为，马克思凭借实践颠覆了传统哲学的框架，开辟了新的哲学范式，实践观的诞生是哲学领域的一

次伟大变革[5]。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实践观及其相关内容具有独到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这本著作中，柯尔施将实践视作为马克思的首要视角，认为实践是人类致力于“全面地”“综合地”改造

自然、社会的行为过程[6]。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深刻地将实践概念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

围绕这一中心概念展开论述，强调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的、批判的活动”。充分展现出了卢卡奇对

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范畴的高度重视[7]。虽然国内外学者研究丰富，但未来的探究应更侧重于将理论与实

际紧密结合，发掘实践观在新时代的应用与发展。 

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背景 

1845 年，马克思写作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纲》清晰表明马克思与唯心主义决裂的

决心，以及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

及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实践作用的狭隘视野。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强调了实践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提纲》中包含着丰富的实践思想，要全面、深刻地研究

《提纲》中的实践观点，我们必须回溯当时的生活环境。 
(一)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引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的深入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迅猛发展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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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内，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导致社会内部冲

突不断升级。工人阶级的处境困难，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

人运动浪潮。这些运动如同风暴一般席卷而来，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英国

的宪章运动、以及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这不仅标志着工人力量的觉醒，也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

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8]。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的广泛开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带

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在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下，工人阶级对变革社会秩序的

愿望变得愈发强烈，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提供科学指导的理论来领航前行，进而

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的实践观应运而生。他提出新的视角，改变了人们

对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认识。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革命能有效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

社会变革。 
(二) 《提纲》的出现反映了马克思自身思想日益成熟的内在要求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促使他对传统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

学产生了深刻的反思与质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洞悉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敏锐地察觉经

济发展对于改变人的生活状态的重要性，他逐渐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之后，他离开《莱茵

报》，前往克罗茨纳赫避难。在这个新的环境中，马克思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特别是政治解

放与人类解放。他深入分析了当时欧洲社会的各种矛盾，对经验进行认真总结。1843 年，马克思在法国

巴黎开启了他的哲学旅程。纵观各个阶段，马克思始终把哲学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当作首要问题去解决，

他深知仅仅通过理论的思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深入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为此，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行了详细阐述与探讨。 

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的观点 

(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首次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

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已思维的真理性。”[9]他批判旧唯物主义认为知识和真理是

可以独立于人之外存在的，这种观念忽略了实践对于认识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将这种观念彻底推翻，

强调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够真正地、客观地检验自己的思维是否具备现实性和力量。也只有在人类的

实践中，思维的真理性才能得到验证。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了真理的客观存在，但他未能深入理解真理的

本质和检验方式。基于个人经验的感受来判断事物的正确性，而没有考虑到实践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

此，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到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一点，揭示了旧唯物主义的不足之

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要通过实际行动来验证其真理性。他认为，任何

个人或集体对世界的认识，无论是多么宏伟壮丽的理论构想，都必须在现实的实践中寻找答案。正因为

实践具有这种独特的属性，它能够将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成为这两者之间的唯一桥梁。马克思进一步

强调，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不断地深入认识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人们通过亲身投入各类活动之中，

来探索和认知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需要以实践的方式得以证明。因此，任何

理论体系或者内容，如果不经过实践的检验，都无法确立其正确性。 
(二)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在《提纲》的第八条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 (p. 62)人的社会生活

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部分，马克思在此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考察社会生活的本质。 
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人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依靠实践活动，

从自然界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这包括但不限于从土地中收获食物、从河流中提取水源、甚至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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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制造出各种生活必需品。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各种交流和

互动，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交往过程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个人在不断的互动中建立起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最初，比如劳动分工和交

换等这些以简单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更加复杂的如家庭、宗

教等社会关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提供了人类生活的起点和归宿；宗教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

精神寄托和道德规范。这些社会关系共同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轨迹。 
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在《提纲》第十一条中，马克思强调了改造世界的重要性。当人们参

与到实践活动中时，他们不仅对环境、社会进行着改造，还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自我重塑。这一过程促

进了职业分工的形成，进而社会生活得以分化并逐步建立起复杂多样的领域。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

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都在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正是在这种不懈地实践过程中，赋予了社会

新的生命力和活力，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进步。通过改造世界，人类社会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和潜

力，这一过程体现了实践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 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本质 
在《提纲》的第六条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摒弃了其“类本

质”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深刻剖析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 
在探索人的本质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人的存在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然而，

费尔巴哈在陷入唯心主义之中，他过分抽象地看待人，将人理解为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没有意识到人的

社会性，这种观点使得他的思想显得过于狭隘，未能捕捉到人的丰富内涵和复杂多样的生活面貌。马克

思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人的本质问题，他认为要深刻地理解人，必须从实

践出发。每个人的行为都不是独立于其他所有人之外的，而是与他人的互动紧密相连。因此，当人与人

之间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人的本质也会随之改变。 
(四) 环境和人的改变统一于实践 
环境改变的过程除了是人实践活动的过程之外，蕴含着个体自我改造与成长的过程。换言之，当人

们积极改变环境的时候，他们同样地在无形之中对自身进行着重塑与更新。环境不仅塑造着人的行为方

式和生活习惯，而且通过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凭借智慧、力量去影响环境。这种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绝非孤立无援的存在，而是依托实践这一媒介或桥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12]。在实践的过程中，人

们不断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人们在这一过程中认识自我、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正因为如此，我们可

以看到，个体的行动如何影响到社会的发展，每一次的实践尝试，无论是在城市规划、自然保护还是日

常生活中的点滴改善，都是个体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缩影，映射出一个更加和谐与可持续的未来发展。 
人在实践中不仅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更是积极参与者。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人们对社会有了深刻

的认识，同时又改造着社会。这种改造并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建设，更多地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

的改变等。环境中包含的技术革新、社会变迁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等因素，都在逐步塑造着人的行为模

式和思维方式，从而使人得以成长和进化。这样的过程，虽然无形却有力，它促进了人类从一个高度迈

向更远的高度。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环境作为外

在条件，其变化推动着人的内在变化；而人的内在改变又反过来作用于环境，推动着环境的进一步发展。

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的基础正是实践，正是因为有了

实践，人才能不断实现自我提升和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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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观的价值 

(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观的理论价值 
《提纲》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对实践观的阐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13]。马克思的新

唯物主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考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他的实践观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结合。传统的主体和客体二分概念脱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事

物的发展是一种简单的积累，忽视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在唯心主义观念中，事物的发展则是一种抽

象思维的外在表现。马克思立足现实统一来理解人类社会，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相互连接的，而不是孤

立和静止的。这对以前哲学家认为人与人、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等基本问题无法实现统一进行了超越。

因此，在《提纲》中马克思通过实践的方式实现对以往哲学的变革，维护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权威[14]。马

克思肯定了现实的人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与旧哲学所指的抽象的人相区别。马克思从“现实的、有生命

的个人”这一理论起点出发，对传统的本体论进行了批判，它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的存在状态，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奠定了本体论的依据，树立了科学的思维方式。 
(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观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的实践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显示出其独特的现实价值。第一，在实践中促进新时

代的发展。马克思在《提纲》中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地位，指出实践影响、改变着环境和人的活动、人需

要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其本质等。我们要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

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15]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理论不应是空中楼阁，而是要紧密联系实

际，反映社会进步的新要求。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挑战，我们必须勇于打破陈旧的理论框架，不断

地吸收新知识，运用新思想，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理论如果与现实脱节，便会成为僵化的教条，

丧失它原本的活力。同样，如果实践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引，也会变得盲目无序，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深入学习和理解

这一思想，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在具体工作中能够有效地贯彻落实党的方

针政策。同时，我们也需要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科学判断，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取得新成就。 
第二，在实践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

解为革命的实践。”[10] (p. 60)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但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家园却面临着环境污染的问题，大自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自然生态系

统遭受到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水土流失、森林退化等问题成为社会

各界热议的话题。目前，我国在环境治理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管是法律政策或是公众意

识的提升，都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未来的发展，我们依然面临着不少挑

战。一方面，我们必须积极调动自身主观能动性，不断学习进取，增强环保意识，以先进的环境保护理

念引领我们的行动。另一方面，我们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秉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携手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新的高度。 

5. 结语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中，实践是贯穿始终的。《提纲》的十

一条内容虽然不长，但包含了丰富且深刻的实践思想，这是马克思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马克思的

哲学思想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它将哲学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认识世界的

方式，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确立。《提纲》中的实践观是贯穿全篇的。马克思对旧哲学进行批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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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践是能动的物质性活动，思维的真理性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他立足实践将人和环境联系起来，认

为二者相互影响且共同发展。《提纲》对实践观念的阐述使人的社会属性得到了更多的体现。认识之根

据以及真理之检验标准在于实践，社会生活以社会实践为本，实践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切思想的

基础都必须建立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之上。 
马克思实践观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立足新时代的发展，为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其价值内涵进行挖掘，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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