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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宗教批判的费尔巴哈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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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费尔巴哈起到了纽带和桥梁作用。 作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中间环

节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加速了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进程。 但是,犹如一直都不是纯粹的黑格尔派一样,马克思从

来也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 马克思不仅依据费尔巴哈的宗教理论展开了对黑格尔宗教观的批判,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

费尔巴哈脱离现实,忽视政治,这正是他对宗教批判的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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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当从古希腊进入中世纪之后,经院哲学家们通

过把柏拉图的“理念冶和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实体冶
置换为神学化终极原因的精神实体———上帝,追问

自然实体的宇宙本体论也就被改装为神学本体论,
哲学最终沦落为神学的奴仆。 面对哲学仅被当作论

证上帝存在的工具,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坚持彻

底战斗的无神论立场,批评黑格尔对待宗教的态度,
坚持哲学与宗教的对立,反对调和哲学与宗教的关

系。 他认为,既然“宗教不是反对哲学的某一特定

体系,而是根本反对包括各特定体系的哲学冶,[1]221

那么,哲学也必须坚持同样的立场———哲学不是反

对宗教的某种教派或教义,而是反对一切教派、教义

所信奉的宗教。
正是因为马克思坚持哲学与宗教的对立,反对

让哲学服从宗教,反对把哲学变成神学的婢女,所以

马克思赋予自我意识以“最高的神性冶,以彻底的无

神论姿态,参与到宗教批判运动之中。 他既反对黑

格尔对待宗教的态度,又不满意于青年黑格尔派退

回到费希特主义的做法,这就为他接受费尔巴哈的

学说提供了可能。

一摇 宗教起源的解释

1841 年 4 月,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

发表,突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直截了当地使

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冶,给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以

重大影响。 成为马克思“两个转变冶的重要纽带。
与黑格尔、施特劳斯或鲍威尔从唯心史观来研究宗

教不同,费尔巴哈是从人本学出发来研究宗教。 他

注重的不是宗教和哲学的同一性问题,也不是宗教

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而是宗教起源和本质问

题。 正如他自己在所说,“至于说到我跟施特劳斯

和勃鲁诺·鲍威尔———人们常常把我的名字跟他们

放在一起———的关系,……鲍威尔将福音书中的历

史,就是说将《圣经》基督教,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
将《圣经》神学作为其批判的对象。 施特劳斯将基

督教的信仰论和耶稣的生活———但后者也可以包括

在前者的题目下面,就是说教条基督教,或者说得更

准确一些,将教条神学作为其批判的对象。 而我却

将一般的基督教,就是说,将基督教的宗教作为批判

对象。冶 [2]21

费尔巴哈认为,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

的,因为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 而作为存在的本

质,就是自然的本质,自然又是人的根据,因此,“观
察自然,观察人吧! 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

秘密。冶 [3]

正是基于对自然和人的关注,费尔巴哈批判了

宗教神学,指出那是自然和人的异化。 费尔巴哈分

析了自然宗教和基督教的差别:简而言之,自然宗教



的对象是自然,它的本质是人和自然的统一;基督教

的对象是人,它的本质也仅仅是人。 在费尔巴哈看

来,“信仰一个神,如果不是信仰作为一个人性(主
观的)实体的自然(客观实体),就是信仰作为自然

实体的人性实体。 前一种信仰是自然宗教、多神教,
后一种信仰是精神———人类宗教、一神教。冶 [4]492可

以这样说,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为马克思指明了

思考的方向,但却是需要更进一步深入的。
自然界是宗教的原始对象、第一个对象,人类最

初的宗教就是自然宗教,就是直接以某种自然物或

自然力为对象。 由于古人对某些自然现象的不解,
以及对某些自然物的依赖感,因此就想象出一种有

控制自然界威力并且能够给人以保护的存在物。
神,作为自然创造者,虽然被表象为一个与自然有别

的实体,但就其所包含的、所表达的实际内容而言,
它却只是自然。 不仅如此,费尔巴哈还认为,在自然

宗教中,人的本质和自然又是结合的。 “人在自然

之上假定了一个精神实体作为建立自然、创造自然

的东西,这个精神实体无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实体,
不过在人看来,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实体好像是一个

另外的、与自己有别的、不可比拟的东西,其所以如

此,是因为他把它当成了自然的原因,当成了人的精

神、人的意志和理智所不能产生的那些作用的原因,
是因为他把异于人的实体的自然实体与这个精神

的、人的实体结合了起来。冶 [4]477

也就是说,自然界提供了造神的材料,而使这些

材料变为神圣的实体所用的形式,则是人们的幻想,
人们的想象力。 费尔巴哈还认为,宗教的基础或者

说宗教的心理根源是依赖感。 而依赖感又表现为两

个方面:一方面,依赖感表现为有限感、缺乏感和畏

怖,使人产生敬畏心理;另一方面,依赖感表现为欢

乐、感恩和爱,使人产生寄托心理。 “畏怖是对这样

一种对象的依赖感,没有这对象或者由于这对象我

都可以化为乌有,这对象有权力毁灭我。 快乐、爱和

感恩则是对这样一种对象的依赖感,由于这对象我

才成为某种东西,它给我感情和意识,我由于它而活

着,由于它而存在。冶 [5]532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摆脱了自

然界的控制,附着在自然物或自然力上的自然神的

局限性也日益凸现。 人们开始想象无所不知、无所

不能的、脱离一切自然物和自然力的、至高无上的存

在物———如上帝等。 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不是人从

自然界异化出来的这一事实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是

单个人同类的分离在观念上的反映。 “跟类比较起

来,单个的人感到自己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存在物。

由于他不能把自己提高到具有类的完善性和完整性

的程度,因此他就给自己创造了神这样一个观念的

存在物,神具有属于类的那种完善性,并且在个人和

类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 人把自己的本质,也就是

类的最高的品质,异化为神。 神没有任何独立的、不
依赖于人的存在;神不是别的,正是类在人身上的内

部存在,类后来在人之外转化为最高的存在物并且

在这个最高存在物中体现出来。 这种类的品质的异

化以及它们之转化为有别于人并同人相对立的存在

物,其结果就是人神关系的颠倒。冶 [6]

二摇 对费尔巴哈的赞誉与不满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绝非仅限于宗教起源的解

释,更重要在于对宗教神学本质的深刻揭示。 费尔

巴哈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从自己本身的异

化。 在他看来,宗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就是人对

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

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 可见,属神的本质不是别

的,就是属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
实的、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
同于自身的、独自外在的、受到仰望和敬拜的本质。
一句话,神的本质的一切规定,都是依据人的本质的

规定。
无限的、属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但这

个精神本质从人那里分离后,就被当成了独立的存

在者。 也就是,人通过想像力使自己内在的本质直

观化,使它离开他自己而显露于外。 人的本性的这

个被直观化了的、被人格化了的、难以抗拒的力量反

过来对人发生作用的本质,作为他思维与行动的法

则,这就是上帝了。
因此,宗教就是人跟自己的分裂,是人在自己的

对面放一个“上帝冶当作与自己对立的存在。 “上帝

并不就是人所是的,人也并不就是上帝所是的。 上

帝是无限的存在者,而人是有限的存在者;上帝是完

善的,而人是非完善的;上帝是永恒的,而人是暂时

的;上帝是全能的,而人是无能的;上帝是神圣的,而
人是罪恶的。 上帝与人是两个极端:上帝是完全的

积极者,是一切实在性之总和,而人是完全的消极

者,是一切虚无性之总和。冶 [4]60

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

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 费尔巴哈清

晰地揭示出宗教的内容和对象完全是属人的,神学

的秘密就是人本学,而神的本质的秘密就是人的本

质。 被宗教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第一性的东西———
神,实际上只是第二性的,因为神只不过是人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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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的本质;反过来,宗教所认为是第二性的东西

———人,应当是第一性的,“人就是人的上帝———这

就是最高的实践原则,就是世界历史的枢纽。冶 [4]315

因此,费尔巴哈曾这样评论自己的理论:“尽管

我的著作这样分成两部分,但严格地说,它们却只有

一个目的、一个意志和思想、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正

是宗教和神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东西。 我属于

这样一种人,他宁愿有效地专攻一个方面,而不愿无

效地、无用地驰鹜于多方面并写出许多东西;我属于

这样一种人,他毕生只追求一个目的,把一切都集中

在这个目的上面;他虽然刻苦钻研和不断学习,但只

教会人一件事情,只写作一个问题,确信只有这种专

一性才是把某件事情探究清楚并加以实现的必要条

件。 因此,我在我的一切著作里面从来没有放弃过

宗教问题和神学问题;它们一直是我思想和我的生

命的主要对象。冶 [5]507鄄508 费尔巴哈认为自己对宗教

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从神学家变为人学家,从
爱神者变为爱人者,从神的朋友转变为人的朋友,从
信仰者转变为思想者,从其道者转变为工作者,从彼

世的候补者变为今世的研究者,从基督教徒转变为

完全的人[5]786。
由于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站在唯物

主义立场上批判宗教,这就比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

攻击更为有力地促进了神学本体论的瓦解,从而为

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指明了方向。 因此,马克思

对费尔巴哈有过高度赞誉———“从费尔巴哈起才开

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 费尔巴哈

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
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

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

作。冶 [7]晚年恩格斯也这样认为:“我也感到我们还

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时

期,费尔巴哈对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

哲学家都大。冶 [8]

然而,虽然马克思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宗教批判

在德国理论界所起的巨大作用,但也不满意费尔巴

哈批判宗教的局限。 《基督教的本质》发表仅仅一

年后的 1842 年 4 月,马克思就在与阿尔诺德·卢格

的通信中提到:“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
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

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冶 [9]424一年后,马克思

又在与阿·卢格的通信中再次指出对费尔巴哈的不

满意:“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冶 [10]

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不能仅限于自然的人本学,还
应当从社会现实上来加以揭露。 因此,与其说异化

的基础是宗教的异化,不如说异化的基础是社会政

治的异化。 费尔巴哈脱离现实,忽视政治,这正是他

对宗教批判的致命缺陷。 为了纠正费尔巴哈的这一

致命缺陷,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终点就成了马克思

批判的新起点。

三摇 宗教批判的延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主要是从思想上揭示

宗教的根源,认为宗教是无理性的产物,因此实现理

性就可以消灭宗教。 其后,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

思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从早期“自我意识的异化冶转

向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冶,并论证了人是按照自己的

属性和本质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
“我们已经证明,宗教之内容和对象,道道地地是属

人的内容和对象;我们已经证明,神学之秘密是人本

学,属神的本质之秘密,就是属人的本质。冶 [2]234而通

过接触并研究现实问题,马克思又一次获得了一些

新认识,其宗教批判思想再一次深化———从社会中

去寻求宗教的根源。 正是在社会中去寻求宗教根源

的过程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冶的理解又和费尔巴

哈发生了分歧。
与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的社会联系和周围生活

条件来考察人不同,马克思特别关注人的社会性,把
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社会关系,认为人并不是抽象

地栖息在世界以外,“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
社会。冶 [11]199人格脱离了人当然只能是一个抽象,人
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才是人格的现实的观念。
马克思还指出,由于抽象掉了人的社会内容,“人们

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

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 但

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

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

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 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

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

或者那一方的善意或者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

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

作用。冶 [12]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揭示出社会关系的客

观性和独立性。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发现,他在接受

费尔巴哈对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和心理根源分析的

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马克

思指出,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

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9]436。
马克思认为,既然我们看到在政治解放已经完

成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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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

完成是不相矛盾的。 但是,因为宗教的存在是一种

缺陷的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

身的本质中去寻找。 “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

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 因此,我们用

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 我们

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

除他们的世俗限制。 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

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 我们不把世

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 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

问题。冶 [13]169

马克思还指出,费尔巴哈是从世界被二重化为

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出发,而把宗教世界归结

为它的世俗基础。 “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

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 因为,世俗基础使自

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

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

自我矛盾来说明。 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

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

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冶 [14]

实际上,在政治国家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

意识中,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
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

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

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人

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作他的真

实生活;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

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冶 [13]172

可见,正是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产生了这种颠

倒的世界意识。 因此,不应该根据基督教社会的本

质,而应该根据国家的本性、国家本身的实质,根据

人类社会的本质来判定各种国家制度的合理性。
由于宗教不仅是“一种缺陷的定在冶、“颠倒了

的世界观冶,而且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冶、“无情世

界的心境冶和“人民的鸦片冶。 因而,废除作为人民

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

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

觉的处境。 那么,怎样才能废除虚幻幸福的宗教,使
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行动

呢? 马克思明确指出,消灭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

了的现实,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因此,在马克思看

来,“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

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冶 [11]119鄄120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思想,马克思强调:“古代国

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更

多的说明,因为古代人的‘真正宗教爷就是崇拜‘他
们的民族爷、他们的‘国家爷。 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

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

古代宗教的毁灭。冶 [1]213也就是说,宗教的苦难既是

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只有

消灭产生宗教的苦难世界,才能真正消灭宗教。 因

此,对天国的批判应当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

批判应当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应当变成

对政治的批判。 这样一来,马克思完成了由宗教批

判向现实批判的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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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同时,避免出现抑制养老服务发展的情况,这就

需要在制定评价标准的过程中,结合我国养老服务

业发展的具体实际,按照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顺

序,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恰当的评价标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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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With the process of aging, the country's aging population increases constantly. Becaus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冶, our country launched the “personal emergency link冶 service. However “personal emergency link冶
service all over in pilot and promotion process, shows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policy, service supply of the subject in a single
way, ideas restriction, low quality of the service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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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ought, Feuerbach played the role of ties and bridges. As between Hegel's
Philosophy and Marx's Philosophy, Feuerbach's humanism accelerated Marx爷s thought processes towar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Howev鄄
er,not as pure Hegelians, Marx was never purely Feuerbach doctrine. Marx not only according to Feuerbach 's theory of religion
launched a critique of Hegel's view of religion, but also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escaping from the reality and ignoring the politics were
Feuerbach's fatal flaw of religion cr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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