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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 
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的思想算是非常奇特的一支。总体上看，费尔巴哈是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出发点

来研究人的本质的，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又以宗教为切入口和考察对象。他说：“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没有宗

教……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1]。费尔巴哈认为是意识，但不是“就根据一定的显著标志而作出的对外界事物的知

觉甚或判断这意义而言”,[2]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感和感性认识力。他认为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3]

的那种意识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也即人的本质。那么，这种类的本质又指的什么呢?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是“理

性、意志、心……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4]。 

费尔巴哈进一步认为，这种本质是先验的，它支配着人的生活。“它们是……奠定基础的要素，它们是鼓舞他、规定他、统治

他的权力——是属神的、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人所不能违抗的。”[5][费尔巴哈认为存在着一种感情的、爱的、思维的、意志

的威力，它们是超乎于个人的力量的，真正支配着人的行为的是这些类的本质而非个人的力量：“当你经过了一番努力而战胜了你

自己的时候，这种战无不克的力量难道会是你单独一个人的力量吗?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这种战无不克的力量，难道不正是意志

力，不正是暴力地管辖着你、使你对自己和你个人的弱点满怀愤慨的那种道德心的威力吗?”[6] 

在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的论述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对象。“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 [7]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

对于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只要确是人的对象，就也因此而成了人的本质之显示。”[8][⑧]在这里，“对象”成了费

尔巴哈人的本质的载体，通过“对象”人意识到自己的本质，从而有了自我意识。但费尔巴哈的对象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主体必

然与之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9]可见费尔巴哈的“对象”是依赖于主体的本质而存

在的，是主体意识到的对象，甚而主体的本质就构成了其“对象”。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类本质是无限的、绝对完善的而个体的人却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每一个存在者，在自身之中和对于自身

来说，都是无限的，都在他自身之中有自己的上帝、自己的至高本质。存在者的每一个限制，都只是对于另一个在它以外和以上的

存在者而存在着”[10]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在自身之中就体现着人的无限的、绝对完善的类本质，个体相对于个体的存在才是有

限的。 

费尔巴哈在《概论人的本质》[11]中一开始就谈到人具有双重的生活，既有内在的生活，又有外在的生活。并指出：“人的内

在生活，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生活”。[12]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只有人的内在生活才

体现着人的本质。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就有意无意地否认了外在生活对人的本质的重要意义，从而也就关上了认识真理的大门。 

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来考察，费尔巴哈先验的人的本质正是康德先验认识结构的延续。他们都是在先验的世界中寻找现实世

界的本真和统一的依据，他们的先验的规定都是现实世界必须遵守的。只不过费尔巴哈要探究一种类的共同规定而康德则是要考察

人类知识何以可能。费尔巴哈的目光虽然已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转向对人的关注，但他却没有完全超脱黑格尔，他仍设定了一个

“无限的、绝对完善的、抽象的人的本质”，它规定着人们现实的生活。费尔巴哈的思维方式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致

的，他们都想寻求一个统一的东西，从而来统摄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他们这样努力时，都逃脱不了要设定一个先验的存在，这是一

种典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和超越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费尔巴哈时期。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复杂的

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本上是借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来完成对异化劳动理论

的证成。然而，也就是在同一文本中，随着对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剖析的不断深化，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

的理论缺陷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在马克思面前。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活动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费尔巴哈自然人之本质理论程式的

潜在超越。在一年之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直接将费尔巴哈哲学推向被告席，在批判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的

基础上确立起实践的观点，并由此构建起马克思的实践人学理论。 

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只是“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

性”[13] ，他进一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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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句话中可

以看出，马克思在探讨人的本质时首先抛弃了费尔巴哈的先验的“普遍性”和“抽象物”，从而回到了经验的世界——“在其现实

性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重新打开了被费尔巴哈关上的人的外在生活的门。 

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这个总和是什么呢?“总和”只是一个形成式的概念，不同的社会关

系会有不同的总和。不同的人因为历史和地域的缘故会处在不同  的社会关系中，因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总和也即有不同的本

质。同时，对于任何个体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关系是人在生存生活的过程中创立的，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展

开，社会关系也在不断的变革发展，因此就是同一个人其本质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由此，作为复杂“总和”的人的本质，又岂能



是一个固定的东西，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  质上是实践的”，即实践是人的本质存在的基础。 

费尔巴哈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对象”对于人认识其本质的重要性，但因为他设定了一个先在  的本质，其“对象”并没有真正

的建立起来，从一定程度上说，费尔巴哈是用本质取代了对象，  因此，“对象”对于认识本质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对本质的认

识只能是自我确证。马克思则真  正建立起了他的对象——社会关系，虽然说社会关系也是人创造的，但它不是人的本质的推演而

由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因此，对象才真正起到了认识主体本质的作用，马克思也真正  的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先在本质决定着人的生活，是感情的、意志的、爱的、思维的威力决定着人的行为。但当我们真正去寻求这

些威力时，它是虚无缥缈的。马克思则认为人的具体的生活和行为才是第一位的，是人的实践开展出了人的生活，建立起了人的感

情、意志、爱和思维，是现实的生活孕育了人的本质。由此，我们进而推知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看似能够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

实质上人却是不自由的，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质决定了的，“人决不能越出他自己真正的本质”[15]。马克思真正把人的命运交

给了人自己，他创造自己的生活也创造了自己的本质。 

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的无限性归结为自我完美认识的的愿望，“每一个存在者都满足于自身”[16]。而马克思则是一针见血的

指出，因为人的实践是无止境的，所以人对自己的本质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 

三、简短的结论 
十分显然，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人的本质观超越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给了  我们一个抽象的结论，而马克思

呈示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方向，一种方法：人的本质不是先天固有  的，而是人在后天的经验世界中创生的；人的本质不是绝对的，

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实践  活动的开展在不断扩展着；人的本质不是一个“类”的、统一的、抽象的东西，而是个体的、

相  对的、现实的存在。我们应该从分析具体的人的具体社会关系来研究其本质，而不是诉诸一种先  验的共同性；我们应该在实

践活动中不断深化对自己本质的认识，而不是去追溯一个先在的本质。 

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观也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模式。“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是一个方向，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固定

结论。这样一个论断是完全开放的，马克思并没有告诉我们人  的本质是什么，他没有去寻求一个统一的既统治现实世界又独立在

现实之外的本质。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敞开的、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思维方  

式。这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究中必须加以廓清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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