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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征，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引着我党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实践观在哲学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深刻的演变，从古代哲学对实践活动

的初步认识与局限理解，到近代哲学中实践观地位的提升，不同的哲学家各抒己见，形成了多个实践观。

如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践观，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实践观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实

践观等。本文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的解读，详细论述了从古至今实践观点的变化，以及马

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要内容。这一演变历程反映出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深化与拓展，对于理解人类社会

发展及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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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ity, a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mains profound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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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21st century, guiding the successful advancement of our Party’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conception of practice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evolution throughout philosophical history, pro-
gressing from the preliminary yet constrained understanding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ancient phi-
losophy to its elevated status in modern philosophy.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by various thinkers—
such as Kant’s “practical reason”, Hegel’s idealist conception of practice, Feuerbach’s sensuous and 
intuitive view of practice, and the Marxist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practice—have shaped multipl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rough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ses on Feuerbach, this paper systemati-
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perspectives on practice from antiquity to moder-
nity and elucidates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actice. This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fering 
critical insights for comprehending both the dynamics of human societal progress and the practical 
imperative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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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45 年，卡尔·马克思遭遇法国政府驱逐。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

《提纲》)。这部著作意义非凡，为其后续理论构建奠定基石。他以批判视角剖析费尔巴哈哲学，从实践、

主体认知等多维度革新传统思维，为当时哲学界注入全新活力，推动理论迈向新高度，为工人运动的理

论探索照亮了前行方向。尤为突出的是，《提纲》高频次聚焦“实践”这一关键议题，反复阐述与之相关

的深刻观点，为当时乃至后续的社会变革注入了源源不断地动力。正如恩格斯在“序言”中说：“它作为

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1]其中尤其是关于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论

述，对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提纲》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但后期一经问世就犹如璀璨的星

光，指引每一位哲学家前往追求实践真理的道路上。时移世易，步入当下社会，在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依旧熠熠生辉，持续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输送强劲动力，成

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关键力量。 

2. 实践观的哲学演变 

2.1. 古代哲学中实践观的萌芽 

回溯古希腊哲学的演进之路，亚里士多德作为实践哲学的开创先锋，对人类多样的行为模式予以条

理化梳理，划分出理论、实践与创制三个范畴。就理论维度而言，它着重体现为人类探索自然内在普适

法则的思维实践，是一种向着未知掘进，试图揭开宇宙规律面纱的纯粹求知行径。实践层面，则聚焦于

人们对个人德行的涵养雕琢以及对社会政治公平正义的执着追寻，凭借切实行动让理想中的善与公正落

地生根。而创制领域，本质上是关乎满足日常生产、维系生活必需资料得以产出的劳动付出。 
进一步探究会发现，理论与实践活动有着鲜明的“以己为贵”特质，它们将自身的持续深化、完善

当作终极追求。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哲学的目的是让人变成好人[2]。他认为实践是指向人的善和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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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如政治、伦理等行为，其目的就在于活动本身。这种对实践的理解强调了实践与人的价值追求的

内在联系，但此时的实践观总体上还局限在道德和政治实践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里，理论

哲学将浩瀚宇宙作为探究的标靶，聚焦于探寻第一原理——那统摄着世界运行的普遍规律。他认定此第

一原理为至高无上的善，只是未深入阐释其与人类现实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 
在人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图谱中，道德与政治毫无疑问地被纳入实践领域，它们宛如基石，构筑起人

类生活的坚实大厦，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与之类似，理论活动不过是这众多活动形式里的一支，并

不具有唯一性。但若是转换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视野下进行观察，便会发现理论活动被赋予了崇高使命，

其研究对象恒定、具有超越的永恒性，然而这种恒常与永恒也意味着极高的认知难度，正因如此，他将

其视作人类所能触及的最崇高活动形式[3]。也就是说，从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看，理论活动在他心中占

据着极高地位，属于人类追求的至高善，可其探究难度也超乎寻常，这就致使他围绕生活实践展开的诸

多思考带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深陷纯粹思想理论的泥淖，难以突破抽象思维的禁锢，无法切实扎根

现实，达成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落地效果，与真实的生活实践产生脱节。 

2.2. 康德的“实践理性” 

在德国思想发展的长河中，伊曼努尔·康德堪称一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杰出代表，其深邃且独到的

思想体系，如同一颗投入湖中的巨石，在近代西方哲学的水域激荡起层层涟漪，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其中有关实践理性的阐述部分，宛如一座蕴藏丰富的学术宝藏，极具挖掘与探讨价值。康德提出的“实

践理性”，指的是实践领域中的理性，它与理论理性相对，功能在于规定道德和善，并告诉意志该怎么

做。其认为实践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通过实践理性人能够实现自由和道德自律。根据康德的理解，人

尽管是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一个有限存在者，但是人有着独特的道德意识和自由意识，他能够意识到超越

自然规律之外的道德法则，并且有能力主动地对抗自然规律的作用，而人作为自由的行动者的源泉并不

是人在经验世界中形成的关于自我的经验性感觉，而是人的“本体自我”(noumenalself)，它位于经验领

域之外[4]。在他构建的理论体系里，担当实践主角的，是被赋予理性光芒的个体，而实践所指向的客体，

则是具有绝对权威的道德律令。康德曾倾尽全力，试图化解主体与客体之间潜藏的矛盾冲突，期望达成

二者的和谐统一。但遗憾的是，一番努力之后，也仅仅实现了外在形式上的融合，从本质上讲，实践的

主体与客体依旧深陷于一种僵化、对立的困境之中，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在统一。康德只在道德的

范畴来看实践，而没有从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来验证实践，即改造客观世界。这就造成了他只将道德性的

实践活动看作是真正的实践活动。而就实践活动的范畴而言，技术性实践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则，这些规

则的设立需以道德实践性活动所遵循的规范为准绳，确保技术层面的实践行为不偏离伦理正道，从而使

二者在协同发展中推动整体实践领域有序前行。康德认为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至善”的道德目标，

即德行和幸福两个方面。但他自己也意识到，在现实世界道德与幸福是不一致的，因此需要假定灵魂不

朽和上帝存在来保证善恶报应和因果循环，以此来实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将“至善”的实现推到彼岸

世界。这样一来，关于幸福是什么，人们并不能从实践中得到，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到达不了的世界，使

得康德走向了抽象的意志和精神活动。 

2.3.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践观 

在诸多学者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宛如一座巍峨高峰，矗立在 19 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巅峰之

地，其影响力辐射范围极广，就连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轨迹，亦深受其思想的润泽。在黑格尔眼中，实践

绝非寻常行为，而是观念达成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是理念迈向现实的动态过程。与此同时，他将客观

世界视作精神异化后的外在呈现，认为其本质源于内在精神力量的投射与变形，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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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哲学探索的走向。也就是说，实践的本质和基础被归结为精神性的东西，而非现实的、物质性的人类

活动。他提出了“客观精神”的概念，认为法律、道德、艺术和宗教等文化形态是精神在外在世界的客观

化[5]。相比于康德，黑格尔反对自我意识的绝对化和固化，但是他仍然没能彻底的解决实践的问题，仅

仅是发现和提出了问题。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这一开创性论断，驱动绝对精神开启自我演进之旅，

就像为“概念的僵骸”注入蓬勃生命力，达成“实体向主体蜕变”以及“主体向实体扎根”的双向交融，

成功冲破自古希腊绵延而来、凝滞刻板的“实体本体论”旧有思维范式，为哲学发展蹚出新路[6]。但他

对实践的理解仍不够全面，例如，他将实践等同于抽象的精神劳动，在相关理论探究中，存在一定局限

性。对物质生产实践这类关键实践形式未给予足够重视，没有深刻洞察到物质生产实践实则为人类所有

活动筑牢根基的这一本质属性，未能全方位认识到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维系各类活动有序开展过程

中的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它是人类开启其他活动的前提，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发展输送动力，堪称最为

基础性的实践类别。黑格尔认为世间所有的哲学都将在他这里终结，即黑格尔哲学才是真正革命的哲学

——“最后的哲学”。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终结的真正意义在于，哲学最终要走向实践，但是他的“实践哲

学”仍然将绝对精神，理性等作为实践的主体，而非现实中存在的人，因此他依然在主观的世界中绕圈

子，没有将实践带到客观现实中，从而导致了黑格尔的实践是唯心主义的实践。但即便如此，不可否认

的是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观点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使得马克思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前探索，为

其之后创立科学的实践观提供了帮助。 

2.4. 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费尔巴哈的实践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完成的。他对黑格尔晦涩神秘的抽象思

辨深感不满，进而将关注视角转向人，诉诸感性直观的方式去剖析。然而，遗憾的是，他在探究过程中

脱离了社会实践这一关键维度，单纯地将人视作游离于现实情境之外、孤立存在的抽象个体，而非扎根

于日常生活、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如此一来，他难以精准把握实践的内核与深远价值，也无从洞察实

践在社会关系孕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得其理论在这一关键环节存在重大缺失。马克思在《提

纲》第一条中提到：“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

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7], p. 499)。换而言之，

在费尔巴哈的认知架构里，实践被狭义地归结为与动物适应周遭环境相仿的本能性举动，全然未触及实

践活动本质——它是人独具一格、满载目的、蕴含意识的能动作为，是人类凭借主观意志改造世界、驱

动发展的关键力量。未能足够重视人作为实践发起者，于实践进程里所能激发的主观能动力量，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其理论体系的不完备。但他仍然完成了将唯物主义带到大众视野面前的历史功绩。从哲学流

派归属来看，他当属唯物主义阵营，且是较为纯粹的那一类，只不过其秉持的唯物主义带有消极、被动

以及机械性的特质，在对诸多哲学问题的解读与剖析上，呈现出与积极、能动的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路

径。在费尔巴哈的观念里，唯有借助感性认知途径所触及的实体，方能被视作真正具有本质意义的存在。

相较于以往抽象、艰深的古希腊哲学以及古典哲学体系，感性认知模式独具优势，它能够更为鲜明地彰

显人类与自然界之间那种别具一格的内在特质，让二者的特殊关联性以一种直观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8]。
也就是说，人是感性动物，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都是人类用感性器官感觉到了的存在物，但又不同于

传统的“心外无物”，他将“人”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客体只有在被人的感性器官感觉到了后，才会

具有价值。马克思的伟大创举在于，以费尔巴哈实践观中的合理部分——唯物主义要素为基石，对其展

开深入探究与拓展延伸。他突破传统思维局限，将静态、孤立的认知模式转化为动态、关联的辩证视角，

赋予唯物主义以能动性，由此催生出全新的理论成果——辩证且能动的唯物主义实践观，为哲学发展开

启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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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新实践观的内涵 

3.1. 实践是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现实基础 

费尔巴哈强调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其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由于他不懂得社会实践，

从而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中。马克思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

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9], p. 134)”。旧唯物主义离开实

践讨论人和环境、教育的问题，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表明，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

向的作用关系。人与动物区别的关键特征在于，动物只按照自己的本能生产，而人在实践活动中可以表

现出能动、积极、自主的状态，人不仅能适应环境和接受教育，而且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教育和环境。

其中马克思提到的实践指的是革命的实践，是能够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条件的能动性活动，

例如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国家性质的变革等等。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之上，认识到了正是由于感性

的活动本身，才使得人作为实践的主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劳动，作用于客体，而客体也在与主体的

互动中被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客体的复杂性促使主体不断提升自身实践能力与认识水

平，而主体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推动对客体更深入、更广泛的实践改造。也就是说，唯有在实践的基础

之上，才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与协同发展。 

3.2.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主张从感性的、现实的人出发来地看待人的本质，但他撇开了人的历史发展，想象其是自

然个体，即不属于任何社会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7], p. 501)，使得人的存在极其抽象。马克

思摒弃了费尔巴哈孤立的抽象观念，将人的本质放在了更为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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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 135)。”也就是说，

现实中的个人，不仅仅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而且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人的社会关系又是

通过现实的劳动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不同的实践劳动水平决定了不同的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劳动，

不但是个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更是社会关系构建及演变的核心要素。在劳动以及其他各类实践活

动里，人们不但重塑了外部世界的模样，同时也于这一进程中持续锤炼自身的能力，雕琢自身的需求与

渴望。这种双向的雕琢过程，让个体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了紧密且多元的关联，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活

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随着人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人们的社会关

系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人的本质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所提

到的社会生活并不是某种单一的模式或框架，相反，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及多样性，每

一个人都因为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而被定义为现实的人。 

3.3. 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对旧实践观的超越与发展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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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9], p. 134)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只看到了外界客体对人的意识的影响作用，

而没有看到人能动的实践活动对客体的影响，最终走向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则过分夸大了人的意识的

能动作用，否认了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只是抽象的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只停留在观念地改

变对象或建构个体，没有实际的变革世界，所以使得人们无法正确认识现实社会，认识实践。费尔巴哈

的功绩在于，肯定了外部世界对人类思维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自然界

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思维意识是客观物质的反映，使得唯物主义哲学恢复了应有的权威。但他没能真正

理解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看作了孤立的抽象个体，无法实现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马克思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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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批判与创新，一方面肯定了世界是物质的，回答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摒弃了抽象的人的观念，提出了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并将实践带入社会历史领域，即进一步将

唯物主义带入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为人们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及科学展开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观理论的当代价值 

4.1. 以实践为基础，推动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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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理论创

新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入新时代，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是我党的重要

法宝。从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社会领域的民生工程建设，从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到生态环

境的系统治理等诸多实践活动，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和鲜活案例。通过不断总结实践，我

们得到了乡村产业融合理论、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理论等，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稳定发展。这

既是契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之举，更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注入动力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

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10]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践第一，根据实际

变化情况做出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是我们在新时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同时在世界的舞台中，中国正积极作为，凭借自

身深厚积淀与前瞻视野，将蕴含东方智慧的精妙方案呈献给全球治理的宏大议题，为世界秩序的优化、

国际难题的破解注入源自华夏大地的蓬勃力量，助力全球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4.2. 以实践为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纲》中马克思的实践观对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时期，

党中央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科学制定政策举措，促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采取基于实践、逐步探索的

方式进行。其核心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观应用于国家发展的大事小情中，不仅仅局限于思维

的构想与理论的研讨，更要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丰富多彩且波澜壮阔的实践活动中去，要注意从实践中

学习、总结经验，并据此调整和优化政策。只有紧紧围绕实践，让实践成为一切决策与行动的出发点与

归宿，才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决定性意义[11]。全面深化改革本

身就是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的一次深刻的改革，它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符合现实存在发展的需要，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途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

时代演绎。从深圳的“改革试验”到长江的“生态革命”，每个重大突破都印证了“实践—认识—再实

践”的辩证法则。这些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创新，不仅重塑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内涵，更通过制

度化的理论输出，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可操作的中国范式。只有紧密围绕实践，让实践成为一切决

策与行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契合时代需求与人民期盼，持续稳健地向着既

定的目标奋勇前行，书写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 

4.3. 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4149


任杰，赵一荣 
 

 

DOI: 10.12677/acpp.2025.144149 201 哲学进展 
 

502)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实践观，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的良性互动，攻克一个又一个实践过程中的难题。例如在科技自

主创新的实践方面，华为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没有犹豫也没有退却，而是通过实践探索突破“卡脖子”

的困境，实现关键技术自给自强，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想要实现复兴的决心；在脱贫攻坚的实践方面，

干部与群众并肩作战，依据各地不同的地理人文情况，精准制定脱贫策略并付诸行动。这一桩桩鲜活的

事实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身，并积极投身于实践，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发展。 
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实践的论述在中国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社会环境中得到了独

特的运用和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中国最生动的诠释。在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党中央精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使之紧密贴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国

情，在实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化为强劲动力，驱动国家发展巨轮破浪前行，不断跨越重重艰难险阻，

向着既定目标稳步迈进，筑牢发展根基。实践有力证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成效斐然，而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守、创新与践行，亦是不负所望，两者相得

益彰，携手共创辉煌未来。 

5. 结语 

《提纲》虽然只是一个笔记，但它却阐述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在新世界观的形成过

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实践观堪称其根基性观点。它宛如一把钥匙，解锁

了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枷锁，冲破二者局限，为哲学探索开拓出一条道路，给予方法论层面

更为完备的指引。一旦脱离实践视角，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其精神本真便成

了无本之木，更遑论洞察这一伟大思想体系带来的革命性蜕变。换言之，实践观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始

终，是开启其理论宝库的关键密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始终强调实际情况的决定性作用，并

以此为依据进行新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国情相符合的科学思想。总之，《提纲》所蕴含的实

践观意义非凡。于理论维度，它为后世开拓了崭新的思想航道；于实践层面，其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演进历程中，构筑起极为关键的哲学根基。这种深深扎根于实践的思想范式，在中国独特的实践

环境中得以全方位、多领域地运用与拓展，彰显出极具深度与广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效能。在持续的实

践摸索与经验凝练进程中，中国成功塑造出契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样式，为全球社会主义事业呈

上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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