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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立足实践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以及唯心主义的抽象性，从本体论、认识论

与发展论展开科学实践观的发展内涵。立足本体论，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方面论述实践

的重要性。立足认识论，马克思从真理的检验标准与认识的来源与动力论述实践的作用。立足发展论，

马克思从人、环境、教育统一的基础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论述实践的功能。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具有丰富的

时代价值，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实践为基、知行合一，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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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es on Feuerbach, based on practice, criticized the intuitiveness of old materialism and the 
abstraction of idealism, and develop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view of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developmen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Marx expounded the significance of practice from the essence of social life and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Marx discussed the role of practice from the criteria 
for testing truth and the source and driving force of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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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Marx expounded on the function of practice from the basis of the unity of human beings, the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and the solu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Marx’s scientific view of prac-
tice has rich contemporary value.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adhere to practice a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people-oriented and people firs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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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为马克思清算费尔巴哈的错误观点做了充分理论准备，

也为其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提纲》立足实践反思旧哲学，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2. 立足实践反思旧哲学 

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实践反思旧哲学，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出发

点和落脚点。 
(一) 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批判 
马克思开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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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把他们当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

主体方面去理解”[1]。旧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是物质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坚持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

主义基本立场，是其先进性的体现。但旧唯物主义以直观的、照镜子的方式认识客观世界，认为客观世

界只是反映对象，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感性的直接的反映，这种反应是机械的、被动的。旧唯物主义没

有从实践出发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只是把人当作直观的人，把实践看作纯粹的自然活动，只看到了

主客体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未能认识到主客体之间改造与被改造关系，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旧唯物主义未能看到实践是人创造性认识客观世界并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消极的、直观的唯

物主义，本质是直观反映论。 
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批判在于旧唯物主义未从实践出发揭示主客体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

实践是主体能动反映客体的活动，是人能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忽视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二) 对唯心主义抽象性的批判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

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本身的。”[1]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唯心主义哲学家认识到了人

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大进步，但他们却抽象地发展了这种主观能动性，片面夸大其作用。人的主观能

动性包括能动地认识与改造世界，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

础上确立目标并制订计划；人通过实践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认识，也获得对事物内部本质和规律的认

识。人在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把头脑中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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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的，但唯心主义认为认识先于经验，立足精神解释实践，夸大精神作用，抛开现

实基础把人的主观意志当作世界的本原，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精神决定外部世界，未认

识到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忽视了实践的作用。 
唯心主义肯定了人思维活动的能动性，但其脱离物质基础，仅从精神层面理解实践，忽视了人只有

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实践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未能充分认识实践的本质，本质

上是抽象先验论。 

3. 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本体论展开 

《提纲》立足实践，扬弃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直观性和抽象性，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

践的，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通过实践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主体通过劳动将本质力量对象化，并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一) 社会生活的本质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

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马克思从实践出发，鲜明指出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否认

了旧唯物主义忽视实践直观反映社会生活变化，否认了唯心主义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上帝、神以

及绝对精神这类神秘客观存在物的观点。 
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放到实践中加以理解，将社会生活的本质锚定在实践的基石上，为我们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人类社会诞生是实践的产物，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方式，创

造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产资料，也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

性质，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制约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矛盾，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发展。 
马克思指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从某种意义出发，社会存在与社会生活是同一层意思，

即社会存在的本质也是实践。社会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来源于社会存在。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实现统

一。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必须从实践出发分析解决问题，才能对各种理论做出合理解释，必须不断通

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二) 人的本质 
实践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对象性活动，主体通过实践认识和改造世界，在人的本质的问题上，

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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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旧

唯物主义把人看作孤立的抽象的人，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共同属性，忽视了人的个性与社会性。马克

思扬弃抽象的人的观点，关注现实的、具体的人，强调从社会关系出发把握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放到

实践活动中理解，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主张现实的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

于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产生的社会关系也不同。社会关系决定人的存在，劳动是社会性的本质体现。

人通过劳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求，劳动是具有协作性的社会活动，脱离社会及社

会关系的个体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生产实践。人通过社会交往习得思维、语言、文字符号及认知能力，

在现实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及理想追求，其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性是人

的本质属性，人通过社会协作实现自由与全面发展，理解人的本质属性必须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出发。 

4. 马克思实践观点的认识论展开 

结合《提纲》内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认识论方面主要围绕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与动力，实践是真

理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思维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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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真理的检验标准 
唯心主义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将真理的检验标准局限于精神领域的自我验证，主观唯心主义依

赖个体的感觉经验，客观唯心主义依赖超验的客观理念，二者都脱离客观物质世界与实践讨论真理的检

验标准，无法科学解释真理的客观性及实践性。旧唯物主义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认为真理是对客观

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但在检验标准上，旧唯物主义脱离实践，从直观、经验符合论出发，认为检

验真理的标准是认识与客观事物或直观经验是否符合，未揭示检验真理的动态实践过程。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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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揭示了认识与实践

的关系。认识的真理性在于其与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合，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其直接现实性决

定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将认识与客观对象对照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尺度，受社会历史发展条件

的限制，某一时期的实践可能无法验证所有认识，需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深化，认识在不断发展的实

践中得到检验并不断发展完善。 
(二) 认识的来源与动力 
马克思的实践观立足实践的基础地位，科学回答认识的来源与发展动力问题，实现了认识论的变革。

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马克思认为，认识并非自发产生，也不是对客观

世界的消极反映，而是主体通过实践作用于客体的产物。人的一切认识都源于实践活动，实践打破主客

体的隔阂，在主体意识中体现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性。认识来源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

指亲身实践获得认识，间接经验是通过学习他人经验获得认识，间接经验本质上仍源于实践。认识并非

静止的，而是会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发展，人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挑战，是认识深入发展的动

力。随着实践领域发展的不断深入与拓展，产生新的认识工具，拓展认识的范围，创新解决问题的手段。

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改造客观世界，也会锻炼人的认知能力，提升人的主观世界，人类利用工具拓展感官

和思维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及其本质的认识。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

认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在实践中获

得的认识又在实践中进行真理性检验，不断发展、超越自身。认识对实践有能动的反作用，经过实践检

验的真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实

践能力，在尊重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5. 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发展论展开 

《提纲》在发展论方面主要围绕实践是人与环境和教育统一的基础，实践在社会变革与社会矛盾解

决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一) 人、环境、教育统一的基础 
旧唯物主义立足直观反映论，割裂人的主体性与环境的客观性，认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主张

环境通过教育直接作用于人，将人视为被动的接受者，忽视了人对环境的能动改造性。唯心主义从精神

第一性出发，将人、环境与教育局限于主观意识或客观精神的范畴，认为环境是精神的产物，教育的根

本任务是服务精神的发展，未认识到人与环境在实践中的双向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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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学

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重构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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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创造环境，也被环境创造，但人不是被动适应环境，而是通过生产生活等实践主动改造客观环境，

使其为自身发展提供更好的现实基础。教育过程是双向的，并非教育者单向知识输出，而是教育者与受

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教育者通过实践获得知识，教学内容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受

教育者通过教育实践获得知识，将教育内容内化为自身思维，基于自身知识，在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

基础上不断发展已有知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新的知识。马克思肯定了环境对人的制约性，同时又注

重人通过实践突破环境制约，实践是改变环境与教育的根本动力。 
(二) 社会矛盾的解决 
旧唯物主义将历史发展视为自然条件变化的结果，强调外部自然环境对历史变革的决定作用，忽视

社会实践的能动性，缺乏对社会内部矛盾的剖析，将历史进步的动力归结为外部条件，未揭示社会内在

矛盾的解决对历史发展进步的决定作用。唯心主义将精神、意识等主观因素或客观精神因素视为历史发

展的根本动力，将历史视为精神自我展开与实现的过程。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是客观精神的自我实现，

将历史进步归因于超验的、独立于个人意识之外的绝对理念。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是个体精神的主观

产物，强调个人意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认为历史发展是由少数人推动的。 
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忽视实践理解人类历史的直观性以及唯心主义把历史发展归结于精神力量的

抽象性，提出实践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实践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实践塑造社会结

构，推动社会变革与社会矛盾的解决，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学文化世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

步。历史是人通过生产生活以及阶级斗争等实践活动创造的，在实践中不断解决社会矛盾是历史发展进

步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科学揭示了实践在社会关系变革与社会矛盾解决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揭示

了人类实践是历史发展变革的动力。 

6. 马克思实践观的时代价值 

《提纲》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三个层面展开，确立了科学的

实践观，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其蕴含的实践优先，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及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具

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 实践为基、知行合一 
在《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错误的实践观，强调发挥实践作用。实践是人

能动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物质活动，人通过实践认识世界，在实践的过程中改造世界并加深对客观世

界的认识。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我们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并通过实践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

实践中不断提升与发展自我。认识是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人通

过感官或思维获取对事物外部联系或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

没有否认认识的作用。实践与认识相互作用，实践是认识的起点和根基，脱离实践谈认识是空洞的认识。

认识对实践有能动反作用，正确的认识能够促进实践的发展与深入。人通过实践获得的认识，在实践中

完成检验并不断发展完善，我们要充分发挥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在正确认识的指导下不断为美好生活

不懈奋斗。 
(二)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 
《提纲》指出人是生活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样，社会也是由人组

成的，人的实践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变化发展。人通过实践创造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与发展资料，

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要始

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使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始终与人民群

众保持统一战线，维护人民群众的发展利益，尊重人民意愿。在社会矛盾发生转变的今天，我们更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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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诉求，服务人民，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

为美好生活的实现贡献最广大的力量。 
(三)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提纲》指出我们要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既要继承优秀理论成果，

又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际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丰富发展社会是无止境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发展

的过程中要根据社会实践不断调整发展指南，既立足实际又坚持不断试错创新。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

要坚持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相结合，通过实践打破旧秩序旧制度的束缚，开辟发展新路径。进入新时代，

我们更要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根据新时代新特点以及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理论发展创新，破除不适应发

展的理论与模式藩篱，不断通过实践创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方案，化解发展过程中的新矛盾。时代

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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