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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阮智刚$柯昌林#%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摘#要!毕生专心致志从事伟大事业的任何思想家必定都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意识!或者要追求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也不例

外"研究马克思的法律思想!慎重的做法就 是 不 能 把 法 律 问 题 与 他 的 更 广 阔 的 问 题 意 识 分 裂 开 来"在 马 克 思 早 期 著 作

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了解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最为关键"通过对该文本的仔细阅读!提出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是%

批判现实的苦难世界!摆脱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自我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关键词!马克思&问题意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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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6-*(*6*H*&4(),-,580*((,-./-81!4,((*&4-*1/93,/38,A77,89I58*,&5(*/&*&(),3/8*(*6588*9,!5&156(258*H*&4)2:5&

0,*&47A/;,-5888*0,-5(*/&=

()*+,%-#%#>5-?&<2,7(*/&6/&76*/27&,77&D,4,8A7E)*8/7/3)’F/::,&(E-,5:08,

中图分类号!J"B"####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KB$LMK"L""N#"LB"$N!B"#

##一$%问题意识&的意识与马克思的问题

意识

##卡尔!马克思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

在我们今天看来 可 以 说 是 少 见 的#惊 人 的 浩 繁"这 与 他 深

切关注人类社会问题的博大胸怀和辽阔目光密切相关"也

与他毕生激情蓬勃#思索不止#笔耕不辍"超出常人 的 勤 奋

不可分割$早在学生时代马克思就有着宏大的抱 负"尽 管

他是一名法律系 学 生"但 他 广 泛 涉 猎 科 学 和 艺 术"在 黑 格

尔作品的 启 发 和 鼓 舞 下 以 思 索%存 在 的 整 体 性&为 己 任$

马克思一度读 完 黑 格 尔 的 全 部 著 作"并 思 索%尽 管 他 已 成

功地把神性带到尘世"但他的唯心主义理论是否真正回 答

了有关历史发 展 推 动 力 的 问 题’ 法 律 真 是 社 会 的 道 德 信

仰借以得到表达#人的自由借以得到实现的 工 具 吗’&($)可

见马克思的眼光并非局限于单纯地思考法律问题"而是 为

他更为远大的思考服务的$马克思曾在他著名的*政 治 经

济学批判手稿+中总结自己的智识发展模式时说"%尽管 我

学习法学"但我是把它作为从属于哲学和历史的学科来 追

求的$&因此"倘若我 们 要 研 究 马 克 思 的 法 律 思 想"慎 重 的

做法就是不能把 法 律 问 题 与 他 的 更 广 阔 的 问 题 意 识 分 裂

开来$倘若我们不 明 白 马 克 思 在 不 同 时 期 思 考 法 律 时 的

问题意识"我们就谈不上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法律观点 和

论断$很难想象单 纯 从 马 克 思 不 同 时 期 的 著 作 中 抽 取 一

些格言式的 法 律 论 断"对 我 们 思 考 法 律 的 本 质 会 有 何 助

益$因此"笔者认为理解马克思的每一个观点乃至 他 的 诸

多观点构成 的 学 说 体 系"都 必 须 从 弄 清 他 的 问 题 意 识 出

发$

##二$如何走入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要准确把握贯穿于马克思所有著述中的问题 意 识"我

们首先需要明确两件事"一是所谓马克思的问题意识不 是

指那些促使马克思写出每一篇文章时具体要考虑的问 题"

而是指促使马克 思 逐 步 建 立 起 自 己 独 具 特 色 的 理 论 体 系

的根本考虑,二是 马 克 思 接 受 和 抛 弃 某 一 种 哲 学"并 不 表

明他的问题意识发生了改变"而只能说明他在思考这一 问

题时所接受的理论学说发生了变化$须知"任何思 想 家 毕

生专心致志所从 事 的 伟 大 事 业 必 定 都 有 一 个 根 本 的 问 题

意识"或者说要追求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也不例外$

但是"对于马克 思 这 样 一 个 关 注 问 题 极 其 广 泛#著 述

无比丰富的思想 家"要 准 确 把 握 其 问 题 意 识 并 非 易 事"而

!$!

$ 收稿日期!L""OB"KB"L
作者简介!阮志刚’$KMLB(!男!湖北黄冈人!西南政法大学L""!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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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完整阐 明 他 的 这 一 问 题 意 识 的 内 涵 更 是 困 难 得 多$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最早反映在他的早期著作-包

括$M!!年*巴黎 手 稿+及 之 前 的 著 作.里$因 为 早 期 著 作

总体上表明了马克思的思 想 动 机$(L)L#$BL#P在 马 克 思 早 期 的

文本中有四篇必 须 加 以 重 视"依 次 是$M!#年 夏 写 成 但 在

他生前未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年秋写成发表

在*德法年鉴+上的*论 犹 太 人 问 题+"$M!#年 末 到$M!!年

$月写成发表 在*德 法 年 鉴+上 的*黑 格 尔 法 哲 学 批 判 导

言+"及$M!!年写成的但 生 前 未 发 表 的*$M!!年 经 济 学I
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这四篇作品代表了 马 克 思

早期思想向逐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即自觉 批

判自己前期深受其影响的黑格尔法哲学思想"转而接受 了

费尔巴哈的 人 本 主 义-唯 物 主 义.哲 学 思 想$这 种 批 判 正

是马克思为寻找 解 决 其 所 思 考 的 根 本 问 题 的 方 案 时 的 理

论上的需要$本文试图分析的则是其中 之 一///*黑 格 尔

法哲学批判导 言+$因 为 它 作 为 一 个 导 言"具 有 概 括 的 性

质"它的主题顺序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自 身

思想发展的宗教 的#哲 学 的#政 治 的#革 命 的 不 同 阶 段"而

且它本身是作为重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写的"其中 若

干论点也在%论犹太人 问 题&中 作 过 详 细 阐 述(L)$OL$因 此"

笔者认为在其早期著作中"这篇文章对了解马克思的问 题

意识最为关键$

##三$’导言(解析与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从全文来看"马克思这篇导言涉及到当时德国 和 欧 洲

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背景"以及不为我们今 天 读 者

所熟悉的哲学论 争 局 面"内 容 极 其 广 泛 和 复 杂"这 无 疑 给

我们理解本文的主旨带来了很大麻烦$因此"我们 必 须 目

的明确#方法得当"反复细读文本"进一步结合对社 会 背 景

的了解和对所涉哲学理论的准确把握"才能弄清作者的 基

本思路及思想$*导言+全文共!K段"为了 解 析 需 要"笔 者

将其分为六个部分$第 一 部 分0段$至 段P,第 二 部 分0段

M至段L$,第三部分0段LL至段LN,第四部分0段LP至#L,

第五部分0段##至段!$,第六部分0段!L至段!K$

就文本的标题来看"马克思是要对黑格尔的法 哲 学 思

想进行纯学术的 批 判"而 且 据 戴 维!麦 克 莱 伦 称"这 篇 文

章%他-马克思.本打算是为重改1黑格尔法哲学批判2而写

的&(L)$OL$但从全 文 的 内 容 来 看"%批 判 黑 格 尔 的 法 哲 学&

却只是作为一种口号提出来"而没有实质的批判 内 容$所

谓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只是被马克思当作实现他的 问

题意识所设定的 目 标 而 提 出 的 诸 多 指 导 方 针 中 的 一 个 环

节"纳入到讨论 中 来 的$在 笔 者 看 来"本 文 根 本 不 是 一 篇

学术批判"而是一套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性的战略指导 方

针$正如麦克莱 伦 所 说"%这 篇 文 章 的 效 果 好 像 是 一 篇 宣

言"它那犀利而教 条 式 的 言 辞 使 人 们 回 想 起 了$M!M年 的

*共产党宣言+$&(L)$OL很明显"这 篇 文 章 的 通 篇 内 容 是 针 对

德国和德国革命的可能性的"这种革命的实质是无产阶 级

革命$

对全文各部分试析如下0

第一部分"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当时德国从施特 劳 斯 到

费尔巴哈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对宗教的批判的作用"并富 有

远见地指出接下 来 的 迫 切 任 务 是 对 世 俗 世 界 中 的 法 和 政

治的批判$从文中来看"马克思是认同费尔巴哈的 宗 教 观

的"认为宗教是人的产物"是%颠倒了的世界&产生的%颠 倒

的世界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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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因 此 要 实 现 人 民 的 现 实 的 幸 福

就必须废除作 为 人 民 幻 想 的 幸 福 的 宗 教$但 马 克 思 又 认

为"对宗教的批判 只 是 批 判 苦 难 的 世 界 的 胚 胎"也 就 是 说

为了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仅仅批判宗教是不够 的$宗 教

批判只是驱逐了彼岸的真理"因此接下来迫切的任务乃 是

确立此岸的真理"是对尘世的法和政治的批判$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要留意的是"马克思 认 为"宗 教 批

判指向的是对苦难世界的批判"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现实 的

幸福$笔者认 为"这 可 以 作 为 马 克 思 问 题 意 识 的 一 个 注

脚$

第二部分"马克思对当时德国的政治现状进行 了 批 判

性的分析"着重揭 露 了 德 国 政 治 现 状 的 极 端 落 后"提 出 一

定要结束德国 现 行 制 度$德 国 政 治 现 状 的 落 后 是 通 过 与

欧洲其他国 家 如 法 国#英 国 等 的 现 状 进 行 比 较 呈 现 出 来

的$马克思一开始就指出"即使是对德国现状的必 要 的 否

定也是与时代不适应的"并会使德国仍然落后于法国半 个

世纪$(#)!O!德国和 现 代 各 国 经 历 了 复 辟"却 没 同 它 们 一 起

经历革命$德国各个社会领域之间相互倾轧"而政 府 不 过

是维护一切卑 鄙 行 为 的 工 具$马 克 思 明 确 提 出 要 消 灭 德

国现行落后 的 制 度"号 召%应 该 向 德 国 制 度 开 火"一 定 开

火3&提出批判 德 国 制 度 不 是 为 了 要 驳 倒 它"而 是 要 消 灭

它$马克思认为德国制度是旧制度的典型代表"是 旧 制 度

的公开完成"是现 代 国 家 的 隐 蔽 的 缺 陷"因 此 批 判 德 国 制

度对现代各 国-当 时 的 欧 洲 各 国.也 是 有 意 义 的$这 一 部

分中马克思对德国落后的政治现状的批判"是他主张在 德

国实现一场革命的现实依据$

第三部分"马克思认为对德国政治的批判不能 仅 仅 停

留在对德国现行制度的批判"更加需要批判的是德国历 史

在观念上的继续///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也 就 是 以

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马克思像当时*德 法

年鉴+其他的撰 稿 者 一 样"认 为 有 一 个 方 面 德 国 确 实 是 领

先于其他民族的"正是这一点为德国进行彻底的革命提 供

了机会"这 就 是 它 的 哲 学$因 而 为 了 触 及 现 代 问 题 的 核

心"就不得不批 判 德 国 哲 学$马 克 思 在 文 中 说%当 我 们 不

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 历

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触到 了 本 世 纪

所谓的问题 所 在3&(#)!OM据 麦 克 莱 伦 的 研 究"这 是 因 为%在

德 国"这 种 哲 学 不 过 是 与 现 存 制 度 相 并 存 的 政 治 哲

学$&(L)$OM

在这一部分"马克思把批判的锋芒直指黑格尔 的 法 哲

学和国家哲学$他说%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 格 尔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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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中得到了 最 系 统#最 丰 富 和 最 完 整 的 阐 述,对 这 种

哲学的批判不但 是 对 现 代 国 家 和 对 同 它 联 系 着 的 现 实 的

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 法

意识的整个形式 的 最 彻 底 的 否 定"而 这 种 意 识 的 最 主 要#

最 普 遍#最 为 科 学 的 表 现 形 式 就 是 思 辨 的 法 哲 学 本

身$&(#)!OKB!N"值得注意 的 是"在 这 一 部 分 中"乃 至 在 整 篇 文

章中"马克思仅仅以一段提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 批 判$可

见马克思这一篇 文 章 的 标 题 与 内 容 存 在 着 明 显 的 差 异 之

处$

第四部分"马克 思 提 出 了%实 践&的 问 题"希 望 在 德 国

实现一场革命"并且指出了实践的方向或者说要达到的 目

标"即进行一场 达 到%人 的 高 度 的 革 命&"将 受 僧 侣 精 神 影

响极深的德国人变成人"解放全体人民$

对于实践的需要"马克思是这样来论述的"%批 判 的 武

器不能代替 武 器 的 批 判"物 质 力 量 只 能 用 物 质 力 量 来 摧

毁,但是理论一 经 掌 握 群 众"也 会 变 成 物 质 力 量$理 论 只

要说服人"就能掌 握 群 众,而 理 论 只 要 彻 底"就 能 说 服 人$

所谓彻底"就 是 抓 住 事 物 的 根 本$但 人 的 根 本 就 是 人 本

身$&(#)!N"

同时马克思指出革命的方向"它的最终方向为 宗 教 批

判的最终目标 所 设 定"%对 宗 教 的 批 判 最 后 归 结 为 人 是 人

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 命

令0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 和 被 蔑

视的东西的 一 切 关 系$&(#)!N"B!N$这 样 的 一 种 革 命 将 是 一 场

哲学的革命"它区别于德国过去的宗教革命$在马 克 思 看

来"%德国过去的革命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 改 革$正 像

当时的革命是 从 僧 侣 的 头 脑 开 始 一 样$现 在 的 革 命 则 从

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俗人同俗人 以

外的僧侣进行斗 争"而 是 同 自 己 内 心 的 僧 侣 进 行 斗 争"同

自己的僧侣本性 进 行 斗 争44哲 学 把 受 僧 侣 精 神 影 响 极

深的德国人变成人"这 就 是 解 放 全 体 人 民$&(#)!N$这 些 描 述

表明"德国哲学 革 命 的 目 标 在 于%把 德 国 人 变 成 人&"实 现

全人类的解放$

前面第三部分 中 马 克 思 主 张 要 将 哲 学 批 判 加 以 实 现

与这里提出的革命实践具有内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实 现

一场达到%人的高度&的 革 命 是 彻 底 批 判 德 国 法 哲 学 的 最

终实践归宿$同样"这一部分与第一部分马克思对 宗 教 批

判结束后新的 历 史 任 务 的 预 见 是 一 致 的$按 照 马 克 思 的

阐述"这样一场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是一场不同于路 德

宗教改革的哲学革命"这种革命是对德国先前的宗教批 判

的继续"是对宗教所代表的异化作最彻底的斗争$这 种 哲

学革命是为了彻 底 把 人 从 政 治 解 放 完 成 后 的 现 实 异 化 中

解脱出来"也就同宗教改革完成后仍然存在于人自身内 部

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这种革命的口号就是%解放全 体 人

民&$笔者认为"这 样 一 种 全 体 人 民 的 解 放 即 是 指 第 一 部

分中的%对苦难 世 界 的 批 判&和%实 现 人 的 现 实 的 幸 福&$

因而"我们可以说"全 文 的 问 题 意 识 在 这 一 部 分 得 到 了 最

集中的表述$

第五部分"马克思分析了彻底的德国革命面临 的 现 实

困难"主要是革命缺乏现实的物质基础$这表现在 两 个 方

面0一是德国集现代国家的文明的缺陷和旧制度野蛮的 缺

陷于一身"因而阻 碍 革 命 的 旧 势 力 力 量 巨 大,二 是 德 国 缺

乏一个能代表社会普遍的权利和要求的解放者阶级$

第六部分"马克思紧接着指出革命的可 能 性$一 是 要

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 阶

级"这就是无产 阶 级$无 产 阶 级 遭 受 着 普 遍 的 苦 难"它 要

求的不是历史权利而是人权,它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 解

放出来就不能解 放 自 己,它 本 身 表 现 了 人 的 完 全 丧 失"因

而只有通过人 的 完 全 恢 复 才 能 恢 复 自 己$无 产 阶 级 要 求

否定私有财产"它的使命就是要宣告现存的为私有财产 制

支配着的世界 制 度 的 解 体$这 无 疑 预 示 着 马 克 思 后 来 的

共产主义学说的诞生$二是把哲学与无产阶级相 结 合"将

批判的武器 落 实 为 武 器 的 批 判"将 哲 学 批 判 付 诸 革 命 实

践$这其实是在给 未 来 彻 底 的 哲 学 式 的 德 国 革 命 开 出 一

个药方$文章的结束处"马克思提出一系列宣言式 的 激 烈

口号"明确地表达 了 他 在 本 文 所 针 对 的 德 国 革 命 的 性 质"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

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 的 解 放$&

可见"马克思在本文所说的德国革命并非指一般意义上 的

某一次具体的革命行动"它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所有建立 在

财产私有制基 础 上 的 现 实 政 治 制 度 的 终 极 革 命$正 是 这

一革命的终极性质让笔者确信"在这一篇导言中蕴藏的 问

题意识"也即是马克思主要著述中的问题意识$

根据以上分析"我 们 可 以 看 出"马 克 思 的 问 题 意 识 正

是0批判现实的苦 难 世 界"摆 脱 人 现 实 政 治 生 活 中 的 自 我

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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