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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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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实践观，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在认

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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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View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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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in the Outline of Feuerbach, put forward the view of practice, criticiz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ld materialism, 
and emphasized the decisive role of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This view not only reveal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philosophy,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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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在研究费尔巴哈的《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基督教的本质》两部著作

的过程中所做的笔记，共十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史中的重

要文献。但马克思所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

十一条内容都具有语言精练、内涵深刻、层次分明、结构

严谨、联系密切的特点。其中实践的观点是贯穿“提纲”

的根本观点，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本文拟

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出发，讨论马克思主义实践

观的特点。

1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

马克思清算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马克思对旧唯物

主义的批评不是全盘否定，他承认了费尔巴哈从现实、感

性和客观对象出发认识事物的合理性。

费尔巴哈将哲学研究的起点归于物质世界，即感官所接

受的对象。有学者指出费尔巴哈强调了从客观物质世界出

发进行事物认识的重要性，他反对将人的意志或“绝对精

神”置于客观事物之上，并将此作为哲学研究的基础。马

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一观点表示赞赏，但同时指出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存在局限性。费尔巴哈将客观世界视为纯粹

的感性客体，忽视了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性

和能动性。他的理论未能充分揭示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实

践关系，即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并在

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为“半截子唯物主义”，因为他缺乏对实践活动

的深入分析。

费尔巴哈忽视了“实践”但并非绝口不提。费尔巴哈

在批判宗教和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实践”

这一词。比如“这就是最高的实践原则，这就是世界史

的转折点。”“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

你解决。”费尔巴哈并没有明确“实践”的含义，在他这

里，“实践”常常与而与生活、行为、现实、事实等范畴

并提进行讨论。基于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实践”被理解

为日常的生活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求。而费尔巴

哈所讲的“人”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性的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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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到“人”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

批判的，费尔巴哈只注意人和自然，而把社会置于自己的

视野之外。费尔巴哈之所以忽视社会问题，原因之一就在

于，他基本上认可古典哲学的前辈们在实践哲学方面的论

述，在继承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传统方面他们基本

上是一致的，即使是他所提倡的“爱”的纲领，也在席勒

和荷尔德林那里得到过详细的探讨，所以他可能觉得在社

会问题上无须再有所发挥，这是古典哲学的强项。

费尔巴哈没有清楚地辨析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对主体的

认识仅仅停留在思维的层面，从这一方面出发马克思则对

费尔巴哈的实践观进行了批判性的超越，将实践带入认识

论的观点，实现了实践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2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

首先，实践是认识事物的根本维度。马克思在坚持唯物

主义认识路线和辩证法的前提下阐述了实践也已经证明世

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也揭示了理论如何转化

为物质力量。进而强调了人的思维能够认识一切事物进而

获得客观真理是通过实践的方式。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不

仅有力地批判了不可知论和唯心论，也同旧唯物主义的认

识论从根本上进行了割裂。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强调“人

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

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思维的真理性”，是

指思维正确的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思维的现

实性和力量”，是指思维不但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

和规律，而且还能转变为改造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

此岸性”是马克思借用的一个哲学术语。康德认为在主体

的意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但是由于人们先天认识

能力的限制，在康德这里，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之间划分了

一道鸿沟，现象在此岸，本质在彼岸，他认为人们只能认

识此岸的现象，而没有能力认识彼岸的本质。而马克思所

说的“思维的此岸性”，意在说明实践可以证明思维是能

够认识事物的本质的。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坚持主观标准，

其目的是要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旧唯物主义者是承认客

观真理的，他们肯定人类是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但

是，由于他们不理解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也没有科学

地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在哲学发展史上，只有马克思主

义哲学才真正科学地决了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强调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

不是真理，这个问题在思维的范围内是不能解决的，必须

经过实践的证明和检验。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再次，社会生活本质上是由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其

中，物质生产实践是最为核心和基础的活动。它不仅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更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

动力。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衣物和住所，

人类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关乎个体的生

存，更是整个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础。通过物质生产

实践，人类学会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如何通过劳动创造

出满足自身需求的物质财富。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

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例如，农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使得人口

得以增长，城市得以兴起，社会分工和阶级制度也随之形

成。同样，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机器大规模替代手工劳

动，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

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例如，封建社会的土

地所有制决定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社会的

商品经济则催生了现代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同时，

物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也是推动社会变

革和历史进程的重要动力。

最后，人的本质是实践基础上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

哈把上帝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恢复了唯物主义和无神

论的应有地位。这是其进步性所在。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不

懂得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他脱离了社会实践和社

会关系，只是从自然属性方面来理解人的本质，因而他只

能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上的人。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

错误观点，阐述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正确观点。马克思关于

人的本质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的真实面目。他指出，人

的本质并非是某种超历史、超社会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

的、现实的存在。

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展现的，它不是一成不

变的抽象实体，而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

不断发展和丰富的。通过劳动和社会实践，人类不仅创造

了物质财富，也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属性和精神面貌。在这

个过程中，人的能力、知识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人的

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也得以确立。因此，人的本质既是实

践的产物，也是实践的主体，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的

社会存在。人的本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

形成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复杂整体：

首先，人的本质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

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生理特征和生物学属性，是人得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而人的社会属性则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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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结果。正是

由于人的社会属性，使得人能够从实践活动中认识和改造世

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其次，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人是社会的产

物，是在社会关系的长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每个人从出生

起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关系不断地塑造和影响

着人的思想、行为和性格。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人们不

断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和发

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形态。

最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

单一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它包括人的生理特

征、心理特征、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

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人的整体本质。因此，我

们不能简单地从某一方面来理解人的本质，而应该从整体上

把握人的本质特征。

总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

面而深刻的理解人的视角。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的本质是具体

的、现实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同

时，我们也应该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互作用，

以及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

好地理解人的本质，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

3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核心要义是实践要以“现实的人”

为中心，强调实践活动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础，其核心在

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以说，在新时代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行动指南：

首先，培育和发挥人民的主体意识至关重要。人民史观

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尊重

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教育、宣传等多种手段，加强对

人民的思想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坚定信仰，增强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力量。

其次，理性对待人类的实践成果，既要肯定其积极意

义，又要警惕其潜在风险。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

相互激荡，各种实践成果层出不穷。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既不盲目崇拜外来成果，也不全盘否定自身成就。要学

会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实

际情况，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发展。此外，我们还需

要关注实践成果可能带来的伦理、社会等问题，及时采取措

施予以解决，确保实践成果能够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和社

会的发展。

最后，坚持实践的创新底色，不断推进实践的创新发

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源泉。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不

断探索和创新，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路

径。这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和发扬传统的成功经验，又要敢于

突破常规，勇于尝试新的事物和方法。同时，我们还需要加

强制度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总之，马克思的实践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指

导，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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