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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探究 
◆王长志 

（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贯穿于其整个的思想历程当中，扮演了极其

重要的角色。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质性内涵是“批判”，有别于其它形式的

辩证法；同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因素，黑格尔辩
证法为历史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但也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辨的辩

证法，思辨的辩证法无法从现实生活中找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现

实的，是可感的，是历史的。如果无法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性、现
实性、整体性和具体性的内涵，那么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必定会将辩证

法庸俗化，把“辩证法”应用成“变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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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辩证法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目前学界普遍达成了
一致的观点，都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继而
也是对黑格尔辩证法体系本身的一种发展和发挥。但是在许多情
况之下，人们未必能够清晰地分辨开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
同点与相同点。如何区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是继续研究马
克思辩证法的重要一方面。许多学者也同样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
是思辨的辩证法，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的辩证法。区分黑格尔与马
克思辩证法最为重要的是厘清二者的历史联系。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的“颠倒”问题一直被人们认为是

马克思辩证法发展历程当中的路标，是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
法问题的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核心，也是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特殊理
论本性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在学术的研究当中，往往会犯下错
误：我们总是把这一理论的难点进行简单性的解释，把“颠倒”
问题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
过来，亦即将辩证法从唯心主义移植到唯物主义的地基上去。但
是，事情本身并不是如此简单。本人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对黑
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其“颠倒”的本质含义并不是在于
“颠倒”二词，这只起到修饰的作用，远不是简单的把头朝地脚
蹬天的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成为双脚坚实地踩着大地，
头顶着天空。阿尔都塞也同样对此进行过论述，他在他的著作《保
卫马克思》当中指出：“所谓对黑格尔的‘颠倒’在概念是含糊
不清的，我觉得，这个说法严格地讲对费尔巴哈完全适合，因为
他的确重新使‘思辨哲学重新用脚站地’。但是，这种说法不适
用于马克思，至少不适用于已脱离了人本学阶段的马克思。”[1]76
所以，至少从较严格意义上来讲，黑格尔辩证法相比于费尔巴哈
确实要进步地多。 

“颠倒”并不是指通俗理解的意义上的那种简单的翻转，并
不是把头和脚简单地翻转过来就可以，而是意味着必须通过这种
“颠倒”，将会使事物的本质性发生改变。所谓的简单地颠倒，
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实质性的，根本性的改变。把马克思的辩证法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发展通俗地理解为是对黑格尔辩证法
本身的一种简单颠倒，认为将一个事物或问题颠倒过来，就会使
得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实现辩证法革命的
人就不是马克思，而是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之前
就已经对辩证法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将哲学强劲地拽回到了坚
实的唯物主义的大地之上了。 

马克思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
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
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
中的合理内核”[2]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颠倒”
一词，但其实意思是很明确的，黑格尔辩证法是倒立着的，需要
将它倒过来，然后发现其神秘外壳当中的合理内核。本人认为，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相通的，他们二人的
任何一个人的辩证法，都不能将形式与内容完全对立起来看待，
辩证法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辩证法缺少了形式，那么内容
就无法得到彰显；辩证法缺少了内容，那就变成了近代之前的那
个所谓的以“辩论”为核心的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是

没有多少高深之处的。 
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无非就是指其“思辨性”。马克

思在致狄慈根的信中曾经也明确地表述过自己的想法，说如果能
够摆脱自身的经济负担，就要开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
从而写一部叫做《辩证法》的书。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形式和内
容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早已经具备了，只不过他的辩证法
太过于神秘化了，需要消除掉这种神秘性。黑格尔辩证实质上是
思辨的肯定性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实质上是否定的，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内涵。肯定，作为思辨而言，是对哲学的一
种归宿，哲学必须需要一种肯定的答复；否定，则意味着辩证，
是对感性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解释，它不拘泥于哲学与上帝，只是
为了在地球上感性的通过吸入和呼出空气的作为每一个个体的
人的目的。人们通常不对这种不同点进行详细的比对，从而在某
种意义上，将辩证法与思辨等同起来，在需要否定的环节上采取
了肯定的答复，在需要克服掉客体的时候，采取了肯定客体的态
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是不能对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
“颠倒”问题理解清楚。关键在于其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二、马克思辩证法的内涵 
马克思反对黑格尔辩证法当中的所谓的思维的肯定性的原

则。“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
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
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
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
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
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3]97。马克思需要从黑格尔辩证法
的逻辑系统转出来，进而消解掉其神秘外壳，就必须彰显辩证法
的“否定性”，进而消解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思维的“肯定性”。 

马克思辩证法的另一个内涵，就在于它的历史性，也在于它
的现实性。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之中，历史性和现实性是同一的，
历史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历史的。这也是马克思必须反对
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马克思仍然在黑格
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那么历史之谜就不可能被揭开。马克思早
已扬弃掉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逻辑精神，他清楚地明白，如果
黑格尔的逻辑精神不被扬弃，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是不可战胜的，
因为通过精神解释世界，最终结果还是逻辑性的和精神性的，这
对马克思来讲无疑是不可以被采纳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充满
了重重迷雾，总是不经意间就能令人跌入无穷无尽的幻想世界之
中；最要命的是，这种幻象世界还不是以往哲学家所编织的那样，
这种幻象看似那么地符合实际，因为它有一个合理内核进行了支
撑。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对其幻想世界的拒绝，
是对神秘外壳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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