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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宗教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李 逢 铃

(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马克思思想不仅深受“三个来源”或“三个组成部分”的影响，其实，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变化和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在马克思青少年时期，宗教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根源和主要内容对其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这种宗教影响主要源于其

家庭本身的犹太教传统和当时盛行的基督教社会背景。所以，正确认识宗教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

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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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更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合理到科学的立体发展

过程。所以，也要求我们要用辩证发展的视角去考察和理解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过程。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并不是

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这点至少在马克思中学结业论文和大

学博士论文所表达的思想中得到证实。其实，在理论界公认

的关于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发生的两大思想转变，即从唯心主

义到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同

时也伴随着马克思从有神论到无神论思想的转变。另一方

面，马克思不仅受大多数学者所公认所谓列宁的“三大来

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

主义学说的影响，同时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变化和发展过程

中，特别是在马克思青年时期，宗教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主

要内容和根源对其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笔者认为这种影

响主要源于马克思自身家庭浓厚的犹太教传统和当时社会

基督教盛行的环境背景。因此，本文主要对以上两个与马克

思密切联系的宗教进行阐释，探讨其对马克思及其思想转变

的影响，以利于我们对马克思思想有着更加深入和全面的

理解。

一 浓厚的犹太教家庭血统和基督教盛行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具有浓厚犹太教血统的家庭。他的

祖父迈尔·列维·马克思曾经是拉比，相当于犹太人中的老

师和宗教思想决定或宣传的主要人员，是受人尊敬的。不仅

如此，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祖辈很多人都是担任这样的职

务的。“事实上，16 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特里尔拉比都是马

克思的先辈。”［1］5
虽然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

克思，因迫于现实及职业发展的需要而改信新教，但这并不

能影响他对犹太人态度的转变。作为一个特里尔城的高级

律师，他曾为给莱茵河地区的犹太人一定的平等权利，取消

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法律而写信给当地新任总督。更值得一

提的是，卡尔·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所具有的犹太

传统可能要比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更多、更虔诚。她是在卡

尔·马克思外祖父去世之后，才接受洗礼。可见，卡尔·马

克思从一出生就带有浓厚的犹太血统。同时，在 12 岁之前，

马克思主要是在家中接受教育，这样就可能或多或少的受到

父母亲与生俱来的犹太人思想、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她

的母亲“有可能在家中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1］5
这种

家庭传统背景和生活环境无疑给少年时期马克思的成长带

来了极大地影响，就如其后来写到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

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585

在马克思出生的时代，基督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

各个角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领域都充满了神学

的色彩。《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要思想源头，而作为

其推崇和主要拜读者的基督教，在整个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

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德国在当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的基督

教国家。其实，早在公元 962 年，德国已经被冠名为“神圣罗

马帝国”，这种政权和教会势力的合一无非是德国近代封建

社会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柱。这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之所

以从批判神学开始自己的学说的原由。我们知道从康德到

谢林、费希特再到黑格尔，这些大家们都试图有自己的学说

批判、摆脱抑或调和神学，但最终他们都无法脱离上帝的阴

影。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从施特劳

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

判。”不仅如此，特里尔作为马克思出生和童年成长的城市，

“据说它所拥有的教堂数量比德国任何一个与它大小相当



的城市所拥有的都多。”［1］1
除此之外，马克思是在 6 岁时接

受了洗礼，他的中学生活是在一所具有教会性质的学校中度

过的，他周围的伙伴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马克思就是在这

种基督教盛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是青年马克思

必须要面对和批判的现实。

二 以往对宗教和马克思之间关系认识存在的偏差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

些错误的看法。这些错误主要是表现为缩小和夸大马克思

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由于人们对宗教本身的偏见

或只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致使缩小甚至忽视宗教对

马克思的影响。另一方面，有些学者通过宗教教义及某些思

想和马克思思想的比较，发现两者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就

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宗教，从而夸大宗教

和马克思的关系。
其一，忽略宗教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理性或

科学及知识发展、盛行的当代，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很多中

国人眼中，往往认为宗教是一种不好或者是迷信的东西，是

应该排斥或摒弃的。这种偏见使人们不自觉的认为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应该和宗教有半点的瓜葛。但事实上，马

克思的宗教观也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今天

我们国家所采用的宗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马克思主

义关于宗教思想而制定的。这种偏见也使人们忽略了宗教

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对马克思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方文化中宗

教对每个西方人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在马克思宗教观

形成过程中，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少年时期有神论，青

年时期对宗教的批判以及之后转向无神论，逐渐形成自己的

宗教观。可以说，在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革命

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也伴随着从有神论到无

神论的转变。
很多学者对马克思关于宗教的经典语句“宗教是人民

的鸦片”存在着错误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们忽略

了宗教对马克思的潜在的影响。在很多学者看来，特别是在

列宁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看作为理解马克思宗教思想的

基石影响下，认为马克思是排斥或否定宗教的。当回到马克

思的关于那句话的原文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说这句话的用

意并不是否定宗教。原话是这样的: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

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

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

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2
从这句话可以

看出马克思真正批判的并不是宗教而是现实人民苦难的基

础。换句话说，就是当时宗教的存在是有其尘世基础的，只

有先消除这种基础才能使人民从宗教的苦难中走出。除此

之外，让人误解的还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观

点的批判。很多学者因看到马克思在文章中用极其讽刺的

语言描述犹太人而认为马克思对包括犹太教在内宗教的否

定。其实，马克思写犹太人的现实，是为了强调犹太人要获

得解放就应该回到现实中，从政治中获得解放，而不是像鲍

威尔所认为的那样从宗教中获得解放。总体上看，这些关于

马克思经典的宗教批判，恰恰反映了马克思在宗教批判中逐

渐实现了自身思想的转变。
其二，夸大宗教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多学者通过马克思

某些思想和宗教包括犹太教及基督教的比较，认为马克思的

思想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宗教形式。这种观点的最大根源是

看到马克思所描述或向往的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即共产主

义社会，和基督教所认为的天国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如

捷克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米兰·马科维奇和米兰·
奥伯肯斯基所认为的“马克思运用一种非常复杂和改装的

方式———即一边以反启蒙运动的现式出现，一边又以德国哲

学抽象方式和德国人偏好的概念体系表达方式出现———更

新了先知模式。”［3］

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看到科学和神学之间最大

的区别。简单地说，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在一定的时

空界限之内具有可实践性; 而神学是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最

多只能是人的一种精神信仰。马克思立足于现实，通过共产

主义运动来实现人的解放，是通过经验事实可以证明的; 所

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某种神学。同时，马克思的正确

思想至今在人类社会中已逐渐不断的在被实践所证实，也并

不像汤因比所认为的: 马克思主义是第四种犹太教、像达尔

文进化论一样，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的一

种替代品。

三 正确认识宗教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这些忽视或夸大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

们应该正确合理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即肯定宗教作为一

种传统或文化对马克思存在着影响。我们应该要认识到马

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学说而非某种宗教或教义。
首先，这种宗教的影响使马克思从小树立了一种崇高的

人类情怀。在马克思中学德语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

时的考虑》中就这样写道: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而

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伟大的人物，…宗教本身也教诲我

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敢否定这

类教诲呢?”其实，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信仰上帝。在

犹太教中，上帝是爱他的子民的，但只有对上帝的虔诚，才能

换取上帝的恩赐、被选为上帝的子民。这些在某种程度上，

使马克思坚信也只有把为人类而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才能

不被这些重担压倒。在基督教教义中，强调耶稣的救世的牺

牲精神。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毕生为人

类事业而孜孜不倦、自我牺牲。因为他坚信“那时我们所享

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

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

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虽然在这篇文章中带有非理性的分析，但是即使到其

博士论文所强调的人的理性，还是之后他所作的一切，都不

是为了私利而仅仅是为了能把人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唤醒

人的本性。当然，这种还原起初也只是唯心的。
其次，对宗教的批判促进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当时，

宗教是德国得以存在的重要精神支柱，可以说整个德国的意

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充当的; 所以，宗教也理所当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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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哲学家们所批判的前提。在青年马克思的大多数文章

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点。马克思最早对宗教的批判应该是在

其博士论文中。在论文中，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伊壁鸠鲁派自

我意识的批判，肯定了其用无神论的视角反对整个希腊民族

把天体神化的观点，马克思认为: “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

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

辑说明。”虽然这个 时 期 马 克 思 的 思 想 是 不 成 熟 的，但 在

1841 年( 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 时，费尔巴哈的《基督

教的本质》给马克思深刻的启示，即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

的本质。但此时的“人”还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之上。之

后，1844 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 ＜ 导言 ＞》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前者中马克思指出“宗

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宗教是人民的鸦

片。”在后者中，马克思通过揭露犹太人的世俗生活而强调

犹太人的解放要从世俗的角度出发，要在政治解放中实现。
从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宗教的批

判已逐渐从自我意识中解脱，而回到现实世界。也在这个过

程中，马克思的思想从有神论转向无神论。
最后，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对马克思人格精神的影响。犹

太教和基督教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对每

个西方人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这种文化影响，恰如中国

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马

克思的人格精神。从马克思的一生来看，其不屈服于权势，

坚持不懈的追求真理以及不畏艰险的斗争都是这种文化对

其影响的证明。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描

述的:“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

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

他。”［4］
马克思奋斗的一生犹如犹太民族两千年来艰难曲折

的民族史，但他们始终坚信、坚持着。另一方面，诚如现在理

论界很多学者研究马克思的公平、正义观，其实马克思自身

也是一个不断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学者。虽然这些思想

不像基督教教徒所强调的: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平等，上帝是

正义的化身等。但出生于当时基督教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并

且在中学受过人道主义的教育，这些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也

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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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Young Karl Marx

LI Feng-ling
(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Marx’s ideology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so called“three sources”or“three parts”． In fact，religion，as the source
and main component of western culture，also exerts an influence on his ideology during its shape and development，especially during
his youth，which can’t be ignored． The religious influence can mainly be attributed to his own Judaic traditions and the Christian back-
ground that was prevalent at that time． Therefore，to have a right perception of the influence that religion exerted on Marx during his
youth will help u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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