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哲学原理

马克思在思想达至巅峰时，仍称自己是黑格尔

这位大师的“学生”，在他的政治哲学书写中时常闪

现着黑格尔思想的印记。马克思走进黑格尔哲学，

固然源于在大学期间选修的课程以及他此时对黑格

尔哲学文本的阅读，而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是促

进马克思从自我意识角度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关键。

1837年秋，患病的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

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

的著作。”[1](P15)这里所谓“大部分弟子”主要指青年黑

格尔派成员。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对马

克思的影响至少持续了七年之久，这段经历使马克

思深谙为青年黑格尔派改写的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

的内涵，并以之作为寻求自由的思想武器，成为他政

治哲学研究的起点。

一、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启蒙特质

青年黑格尔派“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引发了关于

政治问题的激烈争论，这场哲学思潮不仅反映了他

们对黑格尔绝对精神体系的重新理解，而且在理论

批判过程中呈现出惊人的速度。作为一个类似于启

蒙时代重要社团的博士俱乐部，青年黑格尔派这个

知识分子团体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崇尚法国革命政

治学的德国启蒙学者，他们的思想与康德、莱辛、哈

曼相比更具有批判性，也更容易在其所处时代产生

波澜。“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

士为另一些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

的。在1842年至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

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2](P62)这场思

潮发生在法国1830年革命和德国1848年革命之间，

他们将“自由引导人民”的法国革命精神传入德国，

力图以高扬自我意识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德国启蒙。

青年黑格尔派在很大程度上将黑格尔哲学中

“活的”东西转化为当时德国急需的启蒙思想，重新

发现自我意识及其政治性，赋予其改变人的命运

的精神高度。他们曾被当作一个党派来看待，恩格

斯说赫斯“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

的”[3] (P591)，赫斯曾将卢格称作“这个党派的先进战

士”，尽管这时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德国还不存在。

这些时常在吉佩尔一间咖啡馆里聚会讨论的思想者

在深入讨论自我意识哲学等核心问题的过程中建立

了紧密的学术关系，他们在理论批判中试图凸显思

想的现实性。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启蒙思

想对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冲击力是惊人的。恩格斯在

评述费尔巴哈对他和马克思的影响时曾说，那是他

和马克思的“狂飙时期”，其实这个“狂飙时期”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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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整整一代德国思想精英。他们试图唤醒沉醉在

思辨生活与封建文化气息中的德国现实中的个人。

对这场历时不长的启蒙运动应从政治哲学角度

加以重新理解。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哲学理念在一

定程度上与苏格兰启蒙学者相似，他们既不将政治

哲学视为马基雅弗利式的现实政治研究，也不将其

纯粹化为规范的学理阐释，而是在一场思想运动中

对现存政治的“副本”作理论批判。究其缘由，“他们

自由主义的革命倾向，在当时还很软弱并且具有保

守情绪的德国资产阶级那里，未能得到18世纪法国

百科全书派曾在法国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支持。因

此，他们也像德国思想家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政治问

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转移到精神领域内，这就必定

使他们的活动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4] (P152)。青年黑

格尔派有些自觉地远离现实政治，沉浸在自我的激

进理论中。这从鲍威尔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见

一斑：“如果你想要献身于实际的事业，那将是不智

的。理论现在是最有力的实践，而我们还不能完全

预见，它将在怎样广泛的意义上变成实践。”[4](P173)将

理论批判当作一种实践，这是很多青年黑格尔派成

员都颇为认同的哲学观念。

虽然青年黑格尔派并未直接投身于德国社会的

“原本”，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他们所处的德国政治现

实，无此不足以理解他们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所产生的

影响。李卜克内西这段话大致描述了当时德国人自

我意识的实际境遇：“在德国，政府是人民分开的，并

且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凌驾于人民之上。这似

乎是某种最高的存在物，违反任何逻辑，它被说成是

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大慈大悲、绝对正确这样一

些特征的……然而人民被剥夺了任何独立思考和判

断的能力，他所承担的义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盲目

信任和盲目服从政府。”[5](PP33-34)因而，唤醒人的自我意

识，摒弃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就会启发民众认识到

自己的实际处境，寻找实现自由个性的可能。这个思

潮对当时的德国来讲无疑是激进的，它一度担当的历

史角色有些类似于革命政治学在法国的位置。青年

黑格尔派的思想确乎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

甚至他们有时候也以此自视。莱奥就曾说他们是“新

式的百科全书派和法国革命的英雄”[6](PP25-26)，而法国

革命政治学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因素就是政治平等。

当时德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远远落后

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

德国意识形态家在思想激战中展开政治斗争，成为

黑格尔主义激进哲学的最后完成者。“就世界范围来

说，德国哲学则不仅是德国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堪称

是当时西方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其

代表性已超出了德国国界，因为它不仅反映德国状

况，也反映英、法等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和

成果”[7](P9)。仅在宗教批判方面就可以看到，他们对

宗教发生史观、对宗教形式变迁和社会根源的理解

比法国思想家具有更深刻的洞见。[8](P38)更重要的是，

他们看到神学的秘密就是人本学，从一开始就将人

的命运纳入社会历史进程，在人类解放的行动中理

解政治哲学的思想使命，因而具有浓重的启蒙特质。

这场思潮遭到另一类黑格尔弟子的侧目，他们

与这些多数徘徊在大学教职之外的研究者不同，大

多带有保守的文化气质，其中一部分中间派是著名

的思想史家。例如，对马克思在大学期间颇有影响

的甘斯不仅参与创办了实施黑格尔学术计划的《科

学批评年鉴》，而且编辑了《黑格尔全集》。尽管他们

都相信黑格尔哲学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最高峰：“我

们的哲学革命是终结性的；黑格尔已经把它的伟大

圆圈闭合了。”[9](P156)但是，他们对现实与理性的关系

所持的观点却大相径庭，黑格尔右派“发现现状已经

足够合乎理性”，青年黑格尔派则“认为现状不够理

性，所以要谋求改变它”[10](P210)。因而，当青年黑格尔

派试图以自我意识哲学分析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性，

进而提出革命的要求时，黑格尔右派则提出反对意

见，以另一种理性论证的方式抵制青年黑格尔派的

想法，甚至以苍老的语调指责他们的幼稚。

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引起青年马克思的注意，

他很快就参加了柏林的博士俱乐部。马克思在这里

意识到，哲学理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其本身的性质，

而在其于所处时代可能被激活的程度，青年黑格尔

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正是当时被激活的德国哲学。如

果说黑格尔使“哲学第一次完成了它的圆圈运动。

往下的步骤只能是采用已经明确地被给出了的既定

的方式和方法来对材料进行富有思想的加工”[11](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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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只要以不同的方式将黑

格尔哲学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就够了，这无疑会形

成大量缺乏思想原创性的学术附庸。所有的新思想

诞生的可能性都会遭遇这个封闭圆圈的阻碍，政治

思想领域尤其会萎步不前。为此，马克思毫不犹豫

地选择自我意识哲学作为这一时期自己研究历史、

法律和哲学问题的思想主线，而在这种选择伊始，他

的思想就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浓重的实践气质。

二、阐释法国平等思想的德国启蒙哲学

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哲学是在宗教批判语境中呈

现的，其关键概念是自我意识和社会主义，此中蕴含

着黑格尔哲学、法国平等思想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等观念要素。当我们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功绩定格

在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宗教批判时，实则将其意

义规定为一种以启蒙的方式重新表达自由与平等主

张的愿望。当我们将视野投向这种哲学所具有的政

治内涵时，就会发现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政治哲学

向度，其中最明显是自我意识哲学和社会主义理

论。前者探讨的是一种与平等共谋的自由命题，后

者研究的是将自由与平等精神对象化的现实性。他

们阐述的是与英国、法国处于同一历史发展进程的

政治问题，并从根本上论及现代人在这些政治问题

面前的理性选择。这些观念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是

不容忽视的。

尽管青年黑格尔派对德国思想界的直接影响大

约只有十年，但我们不能忽视作为该学派的自我意

识哲学具有的启蒙作用，也不能缺少从欧洲启蒙运

动角度理解影响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国际性因素。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如果埃德加尔先生把法国的平

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识稍稍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

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维的形式所表达

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和

直观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纯思维中

和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的实践领域中的对自身的

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

别人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12](P48)当马克思后

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这段话——“代替那存在

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2](P294)——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够看到

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对马

克思的影响，当然，马克思以更高的立意表达的这个

观念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是青年黑格尔派望尘莫及的。

作为黑格尔的弟子，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政

治哲学评价颇多。衡量这些评价的得失，是我们理

解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哲学的切近路径。青年黑格尔

派政治批判的哲学根基正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自由

维度，他们关于自我意识的阐释直接来源于黑格

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了“自我意识的

独立与依赖”、“自我意识的自由”、“自我意识与其直

接现实的关系”等内容，这种阐释尽管是在理性迷宫

中展开的，但“自我意识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实践性

的环节”[13](P12)。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语言逻

辑固然是神秘的，但以这种神秘形式表达的并非都

是空洞的内容，相反，“黑格尔先于马克思揭示出关

于政治宪法、国家和社会的阶级理论”，“提出了理解

人类社会历史和国家的方法论”，“黑格尔意识到阶

级冲突的经济基础”，他“不仅写到了阶级战争，而且

还写到了财产权的分配和基于财产权的政治权力的

归属”[14]。因而，发挥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积极因素，

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青年黑格尔派正是从这项工作开始的，他们发

展的正是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接近法国革命政治学的

内容，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黑格尔思想本

意。青年黑格尔适逢法国大革命，一度着迷于卢梭

的政治哲学，深受法国革命者追求自由的精神的感

染。这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是深远的，青年黑格

尔派几乎都受到法国平等主义的影响，也几乎都将

希望付诸资产阶级政治实践。“直至1841年，青年黑

格尔派并没有批判老师黑格尔的政治观点，而黑格

尔的政治观点与其宗教观点是显然不同的。迟至

1841年9月，布鲁诺·鲍威尔在为来自巴登的一位自

由派政治理论家韦尔凯尔举行的宴会上，在祝酒词

中还赞扬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认为它在自由主义

和勇敢大胆方面都超过了南德流行的观点，但是，不

久情况就变了：1842年，卢格首先发表了在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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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进行直接批判的文章，抨击黑格尔的《法哲

学》混淆了逻辑和历史的范畴，因此预示了下一年马

克思所做的许多批判。”[6](P25)理解卢格和马克思各自

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需要理解黑格尔政治哲学的

两重向度。

黑格尔不仅见证了法国大革命激动人心的场

面，而且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失败以及欧洲王室复

辟。尽管他终生没有改变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评

价，但确乎因欧洲王室复辟而对普鲁士王国不乏肯

定之辞。老年黑格尔派继承的是黑格尔保守的方

面，认为有必要被限制的世袭君主制是国家制度的

顶峰，国家先于市民社会，并且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前

提和决定力量。青年马克思最初通过波恩大学和柏

林大学为他授课的教师来理解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

哲学，这些教师大多是老年黑格尔派或中间派，他们

使马克思走进黑格尔思想迷宫。与此同时，青年黑

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使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政治

哲学的激进向度，在他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狂飙时

期，他们确乎都曾不同程度地阐释过自我意识哲学

的基本原则。因而，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在马克

思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的。

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对宗教批判和“人”的问题有

着共同的兴趣，但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不小的家族歧

异性。“在黑格尔左派自身内部存在着三重潮流及其

综合。第一种潮流是由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

的宗教批判的系列……第二种潮流是由切什考夫斯

基、赫斯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第三种潮流

是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关联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谱系。”[15](P207)他们在宗教批判、历史哲学批判和法哲

学批判领域的侧重点不同，但几乎都体现着向往平等

的自由精神，也都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运思产生了实际

影响。然而，受此影响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青

年黑格尔派所不具备的实践思维方式。后来他才深

刻意识到，这些青年时代思想实验室的同伴的实验结

果虽与自己的研究有些相似性，却不尽相同。

三、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的实践超越

在现代德国思想发展这十年间，青年黑格尔派

宗教批判和启蒙哲学引人关注，但这场来去匆匆的

思潮的理论误区也是明显的：从宗教批判出发，没有

深入触及德国政治现实，最终回到宗教视域。这次

“革命”的悖谬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澄清“偶然的

个人”、“现实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的区别及其

间的生成路径，从而在批判德国意识形态家的过程

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当未能在大学获得教职的马克

思走进《莱茵报》编辑部之后，就与青年黑格尔派渐

行渐远了。马克思不能接受的是，全力批判宗教的

青年黑格尔派竟将自我意识哲学退化为一种“人”的

宗教，他们对宗教和社会的批判所产生的影响已经

微乎其微，其中一部分成员沦为缺乏历史担当意识

的小知识分子圈子——“柏林自由人”小组成员，沉

浸在空洞的批判辞藻中，蔑视已经兴起的欧洲工人

运动，似乎甘愿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了。

马克思在探究政治哲学的早期，确实使用了青

年黑格尔派的政治语言和思想语法，并自觉运用黑

格尔哲学的激进方面批判普鲁士国家制度。在《莱

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的难事”使马克思意识

到黑格尔哲学在现实政治面前的非现实性，他越是

想使理论批判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就越是遇到现实

的阻力。一种合乎理性的政治思辨在现实的物质利

益面前并不真正有力，而人们努力追求所争取的一

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卢格先于马克思意识到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短板，马克思紧随其后，而且一开

始就紧紧抓住两个关键问题：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

位置以及现代工商业发展的时代环境。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所继承的黑格尔哲学剥离了其保守成分，

而这些保守成分还隐匿在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

中。这是马克思离开这些昔日伙伴的根本原因。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说：

“鲍威尔先生的最后阶段并不是他发展中的失常：这

是他从他的异化返回到自身。不言而喻，神的批判

使自己异化并超出自己的范围的那一瞬间，是与他

部分地叛离自己而创造某种人类事物的那一瞬间相

吻合的。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

结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全部生

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

的自己内部的旋转，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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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了。”[12](P182)这段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鲍威尔后

来思想的概括，也可以被看作是他们对青年黑格尔

派结局的总结。青年黑格尔派解体后，赫斯和卢格

分别在阐释“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批判普鲁士国家

制度方面对马克思产生持续的影响，但青年黑格尔

派思潮已成为过去。马克思最终也超越了赫斯和

卢格，在致力于“改变世界”的政治哲学批判与阐述

中走得更远。

概言之，马克思受到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他与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一样，都是“启蒙的孩

童”。但是，社会现实的变迁和马克思对政治问题的

深刻洞察使他对启蒙思想保持一种有限的接受态

度，他努力从学习和批判中探索改变世界的哲学并

使之对象化。与青年黑格尔派在不同程度上合作过

的马克思经历了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深思之后，最终

走出了他们的哲学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尽管青

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

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这些哲

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

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

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6](PP22-23)马克思看到世

界历史的实际承载者，这些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使哲

学成为现实的关键。他对启蒙思想家华美约言的非

现实性的不满跃然纸上，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而改变

世界的主人公是无产阶级。忽视欧洲启蒙运动对马

克思的实际影响以及马克思对传统启蒙哲学的批

评，都无助于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马克思汲取了

启蒙思想的精华，并最终走出了传统启蒙观念的樊

篱，开创出独特的政治哲学传统。马克思和他的后

继者唤醒了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使政治哲学理念

成为现实，成就了一场新的思想启蒙。

探究新时代的哲学精神，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需要进一步理解马克思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

思想方法与当代意义。要走出远离实践的哲学独

白，以问题为导向，呈现面向当代中国现实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力度，彰显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立场。要在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方

法，并以符合时代精神的启蒙方式推动“有原则高度

的实践”。要以世界历史眼界把握当今全球性问题，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理解现实的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生

成与人类共同的命运，在改变世界的实践探索中建

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

学精神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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