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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贝特 陈天嘉：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理论定位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宗教的批判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宗教和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宗教批判是关注现

实社会的一个独特有效的视角。如恩格斯所说：“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

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宗教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传统，马克思、恩

格斯二人的思想脱胎于青年黑格尔派，作为一个激进的思想团体，破除宗教的桎梏，颂扬人的主体性是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主

要任务，施特劳斯、鲍威尔都先后向基督教发起猛烈的批判，费尔巴哈立足于人本学唯物主义，得出了上帝是人本质的异化的

结论。随后，施蒂纳打出“唯一者”的旗号，直言“不论他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情”，将宗教定性为压迫人的工

具。

　　纵观恩格斯的一生，关于宗教的论述和研究，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具备相当的系统性。恩格斯相较于马克思更早的踏上批

判宗教神学的征程，并且对宗教的批判始终如一，无论是在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之前，还是在成为“第二小提琴手”之后。

　　关于恩格斯的宗教观和宗教批判思想，学界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合并研究讨论，将其作为马克思主

义无神论的一个部分，这种研究路径的优势在于很好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但同时也使得马恩二人各自的思想特色和

思想发展逻辑被遮蔽了起来。另一种是对恩格斯的无神论宗教观进行单独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一般围绕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

理论渊源、社会背景及其后世影响展开，但其落脚点仍然是试图阐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所做出的贡献。总的来说，将

恩格斯的无神论宗教观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的研究相对较少。

　　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研究中存在两种争论。首先是在恩格斯的宗教观方面，具体体现在如何理解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的

态度，基督教究竟是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同路人。将二者视为同道的观点发端于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随后进入我

国，为部分学者所接受，其文本依据在于恩格斯晚年所推出的宗教三部曲，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在这三本著作中对于宗教的态度

似乎较为温和，恩格斯晚年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转向。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误读，且诉诸于唯物主义的科学

性，强调恩格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

　　其次是关于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发展的分期。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种是将恩格斯的宗教批判思想进行二分，即历史唯物

主义形成之前和形成之后；第二种是分为虔诚主义、超自然主义、无神论三个阶段；第三种是将恩格斯宗教观的变化界定为四

个阶段，即虔诚主义、唯理论、泛神论、无神论；第四种划分办法也是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分为怀疑宗教时期、批判宗教虔

诚主义时期、政治批判时期以及唯物史观时期；这些划分办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恩格斯早年对宗教的信仰与历史唯物主义划

清界限。本文试图从时间起点、理论逻辑以及无神论的历史功能评价三个方面对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理论定位研究涉及的若

干争议问题进行辨析和澄清。

一、将1839年视为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开端

　　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开端究竟是何时？如前所述，有研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时间（1845）当作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

与科学世界观的开端。本文认为，恩格斯的生活经历是其批判宗教的重要动机来源，应当将1839年作为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

起点，尽管此时恩格斯还是宗教信徒、尚未接触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恩格斯从1839年就开始明确对宗教进行批判。以1839年3月在德意志运动机关报《德意志电讯》匿名发表《伍珀河

谷来信》为标志。1838年7月，恩格斯开始接触到青年德意志派，并受其影响，于1839年3月，年仅19岁的恩格斯就在《伍珀河

谷来信》中揭示了基督教虔诚派对埃尔伯费尔德、巴门两个伍珀河谷沿岸城市的危害。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e.t.qq.com/cssn-cn?preview
http://www.cssn.cn/qt/wytg/
http://www.cssn.cn/qt/lxwm/
http://www.cssn.cn/
http://mail.cass.org.cn/
http://myy.cass.cn/
http://myy.cssn.cn/myy/
http://myy.cssn.cn/myxb/
http://myy.cssn.cn/xyzx/
http://myy.cssn.cn/myyld/
http://myy.cssn.cn/yjry_46764/
http://myy.cssn.cn/rcpy/
http://myy.cssn.cn/ktyj/
http://myy.cssn.cn/tzgg/
http://myy.cssn.cn/tplx/
http://myy.cssn.cn/myygzdt/
http://myy.cssn.cn/cgkd/
http://myy.cssn.cn/mkszyxlhlt/
http://myy.cssn.cn/zjxz/
http://myy.cssn.cn/myycxgcxx/
http://myy.cssn.cn/mkszydjt/
http://myy.cssn.cn/mkszyjbyl/
http://myy.cssn.cn/mkszyfzs/
http://myy.cssn.cn/mkszyzgh/
http://myy.cssn.cn/gwmkszy/
http://myy.cssn.cn/sxzzjy/
http://myy.cssn.cn/zgjxdsjbwt/
http://myy.cssn.cn/gjwczyyd/
http://myy.cssn.cn/c8a55a7e8a1e4593b75812fc1f9f1a22/
http://myy.cssn.cn/kxwsl/
http://myy.cssn.cn/jdylzb/
http://myy.cssn.cn/qkynj/
http://myy.cssn.cn/yjzx/
http://myy.cssn.cn/zztj/
http://myy.cssn.cn/lldt/
http://myy.cssn.cn/rdpl/
http://myy.cssn.cn/sxzm/
http://myy.cssn.cn/gqdy/
http://myy.cssn.cn/rwgs/
http://myy.cssn.cn/english/
http://myy.cssn.cn/znss/
http://myy.cass.cn/
http://myy.cass.cn/kxwsl/


　　恩格斯的宗教批判思想开始于对宗教所造成社会悲剧的深刻揭露。恩格斯出生于保守的虔诚派教徒家庭，在他的故乡巴

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宗教虔诚主义的影响，一旦稍有违反，就会被当做异教徒审问。宗教限制了人民的思想与精神，基

督教虔诚派的教徒为了强化在该地区的影响更是将手伸向儿童，他们公开宣称，儿童也需要每个礼拜日去上两次教堂，否则儿

童的灵魂也会因堕落而下地狱。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精神长期处于压抑之中，因此人民不是沉醉于虔诚派的神秘主义中

就是酗酒。精神上的软性压迫加上经济困境给人带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断送了人民的精神、物质层

面的任何发展的可能。

　　第二，恩格斯的宗教批判蕴含对资本主义剥削现象的批判与反思。恩格斯就宗教势力对工人压迫的情况着墨甚多。他称对

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虔诚派教徒声称为了不让工人过度饮酒而要求降低工人的工资。当时的资本家试图使工人保持

愚昧，因为一旦工人受到教育，资产阶级就得不到多少好处了，在仅剩的教育中宗教又占据了大部分课程，人们从小就被灌输

大量的宗教教条和神学思想，这并不是对现世苦难的安慰，而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进行遮掩。此时的恩格斯虽然还未找到工人

受压迫剥削的根源，但已开始将批判宗教作为切入点，一方面恩格斯认识到虔诚主义一旦在某一个地区流行开来，就会渗透到

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断送他们，另一方面恩格斯相信旧蒙昧主义的断崖是挡不住时代的巨流的，它一定会倒塌。

　　第三，1839年恩格斯的宗教批判为后来思考无产阶级追求自我解放的途径提供了思想准备。恩格斯在1839年之后，批判宗

教的立场愈发坚决，并明确将工人视为批判宗教的现实依靠力量。同时，恩格斯早年批判宗教的逻辑也在不断深化，宗教早晚

要被时代抛弃，因为无论怎样对工人灌输宗教教义，工人也会因为经济的贫困而抛弃信仰，“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

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面对财富、生活质量的悬殊差距，工人会逐渐觉醒，认识到信仰只是资产阶级榨

取他们脂膏的掩饰，更容易摆脱资产者的原则与思想，逐渐形成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利益和原则，也会逐渐生发出无产阶级独

特的世界观。

　　可见，尽管1839年恩格斯还是一名宗教信徒，将1839年作为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开端具有重大意义。批判的前提就是熟

悉和承认批判对象的存在，恩格斯早年的信仰经历使其宗教批判更加深刻。虽然恩格斯1839年的调查还显得粗糙，如将伍珀河

谷地区人民所受的苦难归结为基督教下的某个邪恶教派；仅从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出发，既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些现象产生的原

因，也没有提出克服现实问题的可行方案；以及只是对教派的控诉和对工厂主的谴责，尚不能称之为科学理论，这还只是恩格

斯踏上宗教批判理论征程的第一步。但是1839年的文本中已经包含了两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元素：实现物质与精神双重解放

的目标和作为马克思主义现实化的主体的工人阶级。可以说，1839年恩格斯的宗教批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理论的萌

芽。忽略1839年的宗教批判思想发端、对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过于细致的历史划分，特别是将其理解为前科学阶段与科学阶段

必然会严重割裂和掩盖早年恩格斯的思想轨迹。

二、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是连贯不可分割的

　　对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进行多种分期的尝试面临一定困难和问题。例如虔诚主义时期的恩格斯已经开始揭露宗教的种种弊

端，不能简单认为此时的恩格斯还没有形成宗教批判思想。还有观点认为晚年恩格斯对基督教较为温和的论述，是宗教批判思

想发生了变质。如何有效回应这些问题？究竟要不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分期？本文认为，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是一个连贯不可分

割的整体，就如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恩格斯对宗教展开道德批判是开启深入理论批判的先导，之后的实

证分析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实。试图对恩格斯思想做出泾渭分明的分期既忽略了恩格斯本人思想的延续性，也忽略了马恩

二人在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因而从时间上做出明确划分是难以实现的。强行划分时间段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例如，以1845年

作为划分马恩二人科学世界观与前科学世界观的分界点便可能引起“青年”与“老年”的对立。过细的划分在学理上也难以成

立，比如马恩早期接受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对日后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难以通过分期割裂开来。从马恩二

人一以贯之的立场出发，探讨其思想的逐步深化应为一条相对稳妥的进路。

　　首先，恩格斯始终是坚定、深刻的宗教批判者。如果以宗教批判作为一条线索来考察恩格斯的思想轨迹，就会发现恩格斯

从来没有动摇过，不仅作为坚定的宗教批判者没有动摇过，而且将宗教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立场也是始终如一，不论

是早年的激进表达，还是晚年的通过阐发宗教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规律反对过于激进的主张时均是如此。

　　恩格斯在痛斥虔诚主义对底层人民的压迫之后，便试图探究破解之道。从1839年开始，就不断围绕宗教对人的压迫和实现

人的解放而展开批判。恩格斯首先碰到的就是宗教神学的自身矛盾。一方面，由于人性与神性的分离而产生了宗教异化，神学

家们将人性中美好的、崇高的、伟大的事物归之于神，人只能在“残缺”的人性中等待神的拯救，人在宗教中丧失了自己的本

质。能否把握到这一点对于当时宗教氛围浓重的普鲁士尤其重要，如恩格斯所说：“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即哲学

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善的人性，这种对宗教二元论的克服所具有的全部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宗教的扩张需要人们接受教

育，至少可以领会宗教教义，为此不得不将宗教教条和神学知识设计为主要课程，这反倒使得受教育者愈发的愚昧无知。造成

这样的原因，就在于宗教对世界的解释可为统治秩序效力。1844年恩格斯与马克思联手写作《神圣家族》，表明宗教批判是实

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序幕。同年发表《英国工人状况》，通过分析英国城市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展现当时的社会结

构，力图从中引出共产主义的结论。1848年与马克思合著《共产党宣言》，突破了纯粹的理论活动，直接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



践相结合，并运用彻底的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做出深刻、全面的说明。从早年出于对底层人民的同情的道德批判

到晚年的理论批判，恩格斯与马克思有着相似的思想发展历程。至于恩格斯晚年著作中对基督教较为温和的论述，绝非对基督

教的辩护，而是从工人运动的实际出发所彰显的睿智和冷静的斗争策略。

　　回顾恩格斯宗教批判的历程，可以发现恩格斯对于宗教批判的方式有哲学批判、实证研究、历史梳理等等，不能因为研究

方法、视角的变迁就否定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连贯性。

　　第二、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伴随其历史唯物主义同步发展。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历史、社会、阶级等

因素。无论是早年出于对工人的同情而生发的道德控诉还是晚年的宗教历史研究，其宗教批判思想的发展方向同历史唯物主义

的发展方向是同一的，而且二者还表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从理论出发点来看，科学世界观建立的先决条件就是摆正现实世界

与宗教教义的关系。宗教将现实世界支配于某种神灵观念，试图让现实符合教义。基督教神学中上帝为最高理性，通过理性才

能获得幸福，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掺杂着神灵观念，例如《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序言中便坚定地宣称自然

哲学是最合适用来对付不信神的乌合之众的武器。恩格斯所做的工作始终围绕揭露宗教用理性的虚幻来掩盖物质利益之间的冲

突与矛盾。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结成的生

活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这有力冲击了自奥古斯丁以来的基督教神学以理性说明世界的学说。直到晚年恩格斯对基督教起源发

展的研究，已经完全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成熟。

　　恩格斯对宗教起源发展历史的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典范。如恩格斯所说，“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

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他从经济社会矛盾方面寻找宗教产生发展的根源：东西方代表性的宗

教运动都是由于经济原因所引起的，二者的差别也源于东西方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基督教是底层人民进攻经济制度的

一个遮盖物，伊斯兰教则是贫困的游牧民族对富有的市民发起进攻的理论来源。“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宗教也概莫能外，在历史上，基督教徒是由罗马帝国的扩张而产生的，罗马的军事强力和征服造成大量没有财产的自由

民与奴隶的产生，极大的痛苦需要寻求思想上的安慰，基督教正是提供了这种安慰。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

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在启蒙运动后基督教逐渐发生改

变，这正是由于当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结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恩格斯对宗教起源、发

展和宗教的形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第三、恩格斯的宗教批判思想始终与工人群体相伴随。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便已经关注到工人这一革命性最强的

无产阶级群体。对于理论事业刚刚起步的恩格斯而言，德国国内并不开明的政治局势并不适宜直接谈论政治，因此借助批判宗

教隐晦地谈及现实成为了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共性。1839年工人群体进入恩格斯的视野，之后便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而且

一直同恩格斯的宗教批判相关联。推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进而实现全面解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亦是马恩二人的现

实夙愿。1847年，共产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在恩格斯的文本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

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1848年，当僧侣伙同封建主构造的

“封建的社会主义”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出现并干扰工人运动时，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同揭露了其反动本质。这种“社会主义”

提倡用行善和祈求、修道和礼拜来反对私有财产，看似与共产主义者有着共同的敌人，实质上是开历史倒车，试图维护封建主

的利益。

　　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在抵御工人运动错误思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杜林称宗教是“幼稚的原始的想象”，因此“必须除

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这种反对一切宗教及其外部表现的主张看似具有革命

性，但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还非常遥远。在恩格斯看来，宗教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一定生产关系的表现，宗教是社会矛

盾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只要社会成员还不能摆脱生产资料的奴役状态，宗教就不会消失。杜林的错误学说，只是在帮助宗

教延长生命周期，历史上许多实施反教会的法令，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反倒增加了护教狂热和教徒数量。

　　对工人和工人运动的关切一直持续到恩格斯逝世前，1894恩格斯在探究基督教产生的历史以及社会本质时，仍不忘思考工

人运动的问题。他认为，历史上的原始基督教信徒同19世纪兴起的各式各样“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者都是群众运动，又同样处于混乱、缺乏目标以及无休止的neidou之中。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

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那样，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无比轻信。”可见，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始终沿着早年宗教

批判的方向，紧密围绕保护、净化工人运动，一以贯之。

三、重新审视恩格斯对无神论的功能定位及其现实意义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恩格斯对此有很多论述，并从多个侧面进行阐发。原因在于马恩既看到了费尔巴哈

所说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也看到了宗教作为异化产物的实体化表现：宗教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

量。那么如何在现实中完成对宗教的消解？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将无神论确定为长期的实践与斗争方略。



　　首先，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无神论是一种宗教”的表述？学界对此存在一定争议，甚至社会上有人认为这是对宗教的辩

护，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澄清。如恩格斯所说，“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我们自己早在40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

候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补充说:无神论作为对宗教的单纯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

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在恩格斯看来，无神论是作为宗教有神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有神论的否定，作为一种与有神

论相对抗的意识形态，在范畴上二者是一样的，都是世界观。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与宗教的世界观迥然相异，二者不能混

为一谈。无神论是为彻底消亡宗教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准备，而不是像麦克莱伦所认为的恩格斯所持的无神论与基督教之

间共享着“受压迫民众的支持”、“拯救的承诺”、“现行社会的对立”以及“最终胜利的保证”的内容。由于现实世界尚未

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状态，就始终需要进步的无神论同各种宗教有神论相制衡。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准确理解恩格

斯对无神论的功能定位，先有有神论，再有无神论，有神论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无神论的长期存在，直到共产主义实现后神灵观

念消失。

　　第二，宣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需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宗教作为一种人在思想领域内的异化表现，其核心仍然是在世俗世

界之中。恩格斯曾严厉批评杜林试图强行禁止宗教的激进方案，杜林颁布了更严厉的五月法令，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

一切宗教。可见，不顾历史发展阶段而通过强制手段消灭宗教可能不仅无法实现消灭宗教的愿望，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换

言之，将一切宗教教义斥为胡说八道，然后彻底禁止的极端做法不是在为无神论开辟道路，更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

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真正使命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构想构建世俗国家，持续深化国家的世俗程度，在思想上、制度上通

过实践的无神论逐步通达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进而消解宗教。这对于指导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有重大价值，一方

面要不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一方面要注重现实策略，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团结更多的

人群共同奋斗。

　　第三，依托于唯物辩证法的无神论具有抵御唯心主义和新有神论的重要功能。唯心主义将人的某种精神神圣化、客体化并

加以崇拜，这是宗教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根源之一，这种状况的产生事实上也是人的异化表现当中的一种，消除这种现象是马

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使命。恩格斯在分析华莱士、克鲁克斯的灵学伪科学“研究”时，揭示出这些科学家走向神秘主义的原因并

不是出于自然哲学理论的必然，而是过度相信基于经验的观察，这种经验观察“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且具有无可

挽救的肤浅性，由于缺少辩证思维，因而最终走向科学的反面。故而恩格斯发出感叹，蔑视辩证法是一定要受惩罚的。这对于

抵制层出不穷的当代迷信、伪科学、神秘主义等新有神论活动的流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人类历史是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再从无神论到彻底超越宗教的共产主义，当人类最终实现彻底解放、头脑中的观念异化得

以消除，便是无神论完成自身历史使命之时。恩格斯对无神论作为通达共产主义的辩证环节这一功能定位是历史的、清醒的、

睿智的，仍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结 语

　　本文认为，应当将恩格斯的宗教批判思想视为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有机整体，即从1839年《伍珀河谷来信》恩格斯

对宗教第一次批判开始，到1894年《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发表为止，均视作恩格斯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时期。恩格斯的宗教批判

思想一方面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的推动，另一方面又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之上，

内在的包含了从批判到超越宗教的理论要求。在这双重框架之下，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论逻辑使得恩格斯发出“把那些埋没在

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寻求解救的精灵发掘出来”的呼吁；作为理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着恩

格斯提出了肩负着历史重任的先进意识形态——同时也是沟通前共产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无神论。可以看

到，理论的内在逻辑指明了方向，而理论前提则奠定了洞察未来的基础。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理论旨归，深切关注着人类、

历史和社会的未来命运，因此它仍然是处理当下时代问题的指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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