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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研究·

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俞吾金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加上费尔巴哈的“基本内

核”(唯物主义)。本文主张，马克思的方法论主要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但辩证法的载体并不取自费尔

巴哈，而是取自康德，马克思从康德的“实践理性”中剥离出“实践”概念，赋予它以新的含义，并在这一

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宗旨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自由是受制于物质

生产关系的，因而需要通过革命改变这种关系。其实，不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来自康德，而且他的物质

生产关系的概念也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秘密的揭示。总之，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关键词】一般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实践理性 自在之物实践 自由物质生产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在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渊源时，总是把舞台灯光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上；在

论述德国古典哲学时，又把舞台灯光集中到黑格尔身上；而在具体分析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时，

又把舞台灯光进一步聚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上。人们习惯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作“合理内核”，

然而，辩证法毕竟是从属于方法论的，光凭方法论，马克思是无法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于是，人

们又引入了所谓“基本内核”，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这样一来，一个叙述马克思哲学思想

来源的“神话”也由此而诞生了，即马克思哲学=“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内核”(费

尔巴哈的唯物主义)。④经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不断的修正、提炼和概

括，上述神话已经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结论，甚至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了。②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其

实，恩格斯在1890年8月5 EI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早已告诉我们，马克思生前已经感受到其追随

者与自己之间存在着的遥远的思想距离。当恩格斯提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讨厌的朋

友”莫里茨时，这样写道：“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

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④马克思的这句名言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对上述权威性结论进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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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攻关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基本理论》(项目批准号：

04JZD002)、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创新研究基地2005年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项目

批准号：05FCZD008)、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批准号：B103)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①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摈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

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采

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论，而摈弃了它那些唯物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

参阅中央编译局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6页。

⑦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时，这样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

动的丰富经验和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剥掉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吸收了它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

核，排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取了它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并溶入自己的新发

现，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阅肖前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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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尽管马克思哲学在其方法论上更多地受益于黑格尔，但从本体论

上看，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实践、自由、社会生产关系等，却更多地受惠于康德。康德才是

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一、唯心史观和市民社会

众所周知，尽管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止于其辩证法，但其辩证法确实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

的影响。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告诉我们：“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

这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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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段常被研究者们引证的、极为重要

的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概念，即“神秘外壳”和“合理内核”。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人们

通常把“神秘外壳”解读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正是这种唯心主义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了“倒立着

的”，所以，要引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再“把它倒过来”。其实，这种滥觞于斯大林的、流俗的阐

释方式，既没有理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特殊性，也没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更

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殊性及它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异。

我们还是让马克思本人来替我们解开谜团吧。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

到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一书时，曾经写道：“黑格尔的《现象

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

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

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实

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

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②马克思

在这里谈到的“人”、“劳动”、“异化”、“对象化”和“历史的结果”等概念表明，他不是把黑格尔的唯

心主义理解为后来恩格斯谈到的一般的唯心主义，③而是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的这一阐释方向也可以从《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另一段重要的论述中得到印

证：“因此，《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地抓

住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

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

识’、‘高尚的意识和卑贱的意识’的斗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

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的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

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这

一运动的结果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绝对知识，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

进行的抽象思维活动，也就是说，其结果是纯思想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的这段重要的、但并未引

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论述中，马克思不正是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吗?

因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着重讨论的并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发展史，这就表明，

马克思试图加以颠倒的不是黑格尔的一般唯心主义理论，而是其历史唯心主义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尽管马克思还未使用“神秘外壳”这一提法，但当马克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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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页。参阅拙著：《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当

代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中包含着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在辩证法思想上的关系的全面的论述。

②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3、162—163页。

③在恩格斯看来，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凡断定精神是本原的，就是唯心主义者；反之，凡断定自然界是本原的则是唯

物主义者。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我们上面提到的“一般唯心主义”，就是

指坚持精神是本原的那种哲学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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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时，他注意到的正是黑格尔哲学

(包括其辩证法)的神秘化的外观。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其中还有一句重要

的话是：“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

面。”①这里说的“将近30年前”也就是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时候。这就表

明，《手稿》批判的重点之一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论述黑格尔

的辩证法时谈到的“被神秘化的批判”或“神秘的方面”也好，“神秘外壳”也好，其指涉的对象都是

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一言以蔽之，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才是马克思首先要加以颠倒的

对象。事实上，也只有在思想基础得到正确的安顿之后，马克思对“倒立着的”的辩证法的再度颠

倒才成为可能。

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一般唯心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是重大的、原则性的理论问题。

正统的阐释者们倾向于前一种立场，为此，他们认为，马克思认同并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

内核”，即他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论是以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

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而这种理论根本就不可能被用来摈弃或克服黑格尔

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他这样写道：“当费尔巴

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

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②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启示我们：第一，既然

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因此根本不可能运用其一般唯物主义的

理论来改造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人类社会的意识发展史(颠倒

过来就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发展史)作为载体的，而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是以脱离人类社会历

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作为载体的，因而它根本无力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性的改造；

第三，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实际上已经预先设定了对以后出现的“推广论”的批判。

何谓“推广论”?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经典性的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

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

究社会历史。”③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是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以人类

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由此可见，在“推广论”的叙述模式中，完全像在费尔巴哈那里一样，唯物主

义(自然界是本原的)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其原因很简单，“推广论”把辩证唯物主义置于逻

辑在先的位置上，而当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时，这个自然界与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才得

到研究的人类社会是“彼此完全脱离的”。由此可以推断，“推广论”的叙述模式完全不符合马克思

的本意，而马克思在上面这段重要的论述中也已告诉我们，从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出

发，无论如何引申不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来。

显而易见，当人们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一般唯心主义的时候，把这种唯心主义倒过来，

就是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而这种唯物主义关注的就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

或抽象的物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抽象的说

教正是在这种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展开的。可是，他们居然把这种唯物主义理解

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其实，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只有当人们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走上正确阐释马克思

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实质的道路。

在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视野中，呈现出来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而是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l页。

③中央编译局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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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国家”、“宗教”、“对象化”、“市民生活”、“历史的结果”等概念，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批判则始终聚焦在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

理论上。马克思敏锐地发现，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其法哲学理论中，而其法哲学

理论的要害正在于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

批判正是从这一点切入的。他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时这样写道：“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

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

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①马克思摈弃黑

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神秘外壳”是从恢复市民社会的现实地位着手的。

马克思一旦把“市民社会”概念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拯救出来，立即赋予它

以真实的含义和重要的地位：“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

方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②正是基于对市民社

会概念的崭新的认识，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初步的叙述：“这种历史观就

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

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

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

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由此可见，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颠倒过来

的，只能是以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批判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确信，上述断言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回顾自

己思想发展的道路时，就已告诉我们：“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的法

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

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

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

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④

在这段论述之后，马克思表示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在研究过程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接

下去的一大段话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经典性表述。

所有这些都表明，正统的阐释者们所创造的神话——即马克思先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又返

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再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

领域里，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马克思自己告诉我们，他的哲学思想

形成的真实过程如下：先批判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代表作《法哲学原理》，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得

以展开的真正舞台是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只能诉诸政治经济学。于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

潜心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实践理性和主体意识

在大致弄清楚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形成过程后，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才刚刚开始。

因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时获得的“合理内核”——辩证法，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真

正的载体。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所赖以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

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是不可能成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载体的，从而无论是“自然辩证法”或“辩证

唯物主义”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马克思在批判

4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0—25l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令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0—4l、42—43页。

④(-B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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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时拯救出来的“市民社会”概念也是无法充当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载体的，因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已提示我们：“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

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①显而易见，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对人类社会以往历史的

解读中，市民社会是一个拥有相当广阔的阐释空间的、基础性的概念，但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中，这

个概念却缺乏积极性。此外，这个概念的哲学含义要远远地弱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含义。所以，

马克思并不打算把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辩证法的载体。

那么，马克思为其辩证法寻找的真正载体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八条实

际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马克思这样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

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在马克思

看来，我们不能停留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上，而要深入下去探寻市民社会得以可能的原因。马克

思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从哲学上看，“实践”才是真正的始源性的概念，因为市民社会的全部生活

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的。

“实践”概念会不会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过来的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直

截了当地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

性的活动。”②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抽象思维时滑向另一个极端，即沉湎于感性

直观，但他所理解的“感性”并不是实践活动意义上的感性。马克思还进一步阐发了直观的唯物主

义的局限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

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㈤这就又一次启示我们，所谓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直观的唯物

主义绝对不可能成为通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桥梁。

现在，需要进一步加以追问的是，究竟马克思是从哪个传统、哪些哲学家那里接受了“实践”概

念，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呢?我们知道，正统的阐释者们在提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的来源时，常常追溯到青年黑格尔派，并由此而上溯到费希特的“行动哲学”。据奥古斯特·科尔

纽的考证，在青年黑格尔派的阵营中，是奥古斯特·冯·契希考斯基在《历史哲学引论》中最先提

出了“实践”概念。在该书中，契希考斯基曾经写道：“实践的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践哲学，它

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最具体的影响，真理在具体活动中的发展，——般说来这就是哲学的未来的
本份。”⑤在科尔纽看来，尽管契希考斯基比马克思更早地意识到了“实践”概念的重要性，并率先使

用了这个概念，还把它与费希特的“行动哲学”贯通起来，但“像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样，契希考斯

基不是把实践看做目的在于直接地实际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活动，而是看做一种批判，这种批

判应该通过对现存制度的原则上和理论上的否定来改变现存制度。”⑨事实上，当时的青年黑格尔

主义者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实践”概念的。布·鲍威尔在1841年3月3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

曾经表示：“如果你想要献身于实际的事业，那将是不智的。理论现在是最有力的实践，而我们还

完全不能预见，它将在怎样广泛的意义上变成实践。”④总之，这种马克思后来称之为“理论范围以

内的实践”⑧并不是马克思所使用的“实践”概念的来源。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伟大的思想传统。青年马克思在撰写

《博士论文》时就已全面地阅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实践的

智慧”(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的概念，主要指涉人们在政治、道德方面的行为。在亚氏之后，

康德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理论理性”(die theoretische Vemunft)，它以现

①⑦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6、56、56—巧7页。

⑤⑥⑦奥古斯特·科尔纽著，刘丕坤等译：《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54页注14、第155页、第

173页注49。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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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界的感觉经验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然必然性；另一种是“实践理性”(die praktische verrluflft)，

它以本体界的道德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由。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直接源自对康

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改造。我们前面提到的契希考斯基的“实践的哲学”、布·鲍威尔的

“理论实践”和费希特的“行动哲学”也都是康德的“实践理性”的余绪。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沿

着正确的方向去理解并阐释康德的这一重要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做出了透彻的批判：“18世纪

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

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

‘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

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

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

同的民族的利益。”①那么，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究竟是什么意思?黑格尔告诉我们：“康德所谓

实践理性是指一种能思维的意志，亦即指依据普遍原则自己决定自己的意志。实践理性的任务在

于建立命令性的、客观的自由规律，这就是说，指示行为应该如此的规律。”②意志本身作为生命的

冲动，乃是非理性的力量，康德的实践理性把意志理性化，即使意志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服从理性的

绝对命令，按照善良意志来行事。康德把任何不按照善良意志来行事的行为都斥之为不道德的。

从一方面看，康德的实践理性把人的尊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正如康德自己所说的：

“实践理性呈现给我们一条纯粹的、脱尽一切利益的道德法则，以供我们遵守，而实践理性的声音

甚至使胆大绝伦的罪人战栗恐惧，不得不闻而逃匿。”③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在现实生活中，康德的

实践理性和善良意志又是难以得到贯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批评道：“康德的实践理性

并未超出那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形式主义。99④上面我们引证的马克思这段话中的批评，即指

责康德的善良意志是软弱无力的，也正是沿着与黑格尔相同的方向来展开的。

可是，马克思的批评并没有停留在黑格尔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揭示出康德实践理性的阶级根

源：“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

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

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

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因

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

候，德国小资产阶级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⑨所以，理论思想，当然

也包括道德理想在内，是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而人的意志则是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由于德

国的小资产者，包括其代表人物康德在内，害怕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方式，因而他们竭力

把法国资产阶级的血淋淋的革命“实践”转化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实践理性”。

通过深入的批判和反思，马克思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但从中剥离出“实践”概念，并

赋予它以新的内涵。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实践概念是指人的一切感

性活动(除去单纯的直观和思维)，狭义的实践概念或指涉生产劳动，或指涉改变世界的革命活动

(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其他一切哲学思想的差异正在于是否诉诸改变世

6

①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II—212、213--214页。

②④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2、143页。。

③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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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实践活动。他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含义的改写与提升是与他对“主体”(Subjekt)概念的提升同时进行的，而

“主体”概念同样源自康德，尤其是源自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的“第二版序言”(1787)中表示：“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遵照对象；但是，关

于对象先天地通过概念来澄清某种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在这一预设下都归于失败

了。因此，人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我们假定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认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

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最初的思想是相同的。”②在以往形成知识的过程

中，认识主体始终是围绕认识对象而旋转的，引入哥白尼式的革命原则后，这个过程完全被颠倒过

来了。康德提出的关于“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由立法”等一系列见解表明，哥白尼式的革

命不仅发生在认识论领域里，也发生在哲学的其他一切领域里。

正是通过这一革命，康德极大地高扬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而思想敏锐的马克思，正是康德的

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直接的受益者和推动者。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

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

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③在这里，

马克思提出了从实践出发、从主体出发去理解外部世界的一切现象的重要观点。如果把这个观点

进一步凝炼起来，就是从主体的实践出发去理解外部世界的一切现象。那么，马克思这里提到的

“主体”究竟指涉什么呢?在通常的情况下，“主体”指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则

指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人。比如，马克思曾经表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

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垒)从马克思的“实

践”概念的提出以及这一概念与“主体”概念的融合，到“实践唯物主义”思路的形成，处处都可见到

康德传统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三、自在之物和意志自由

其实，说“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意蕴。它还可以从以下两个不同的

侧面深入地加以解读：

一方面，正是马克思破解了康德“自在之物”的秘密。在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是一个基础性

的、核心的概念。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个架构就无法支撑起来。在

康德那里，自在之物通常有三层含义：一是感性刺激的来源，二是知性认识的界限，三是实践理性的

范导性原则。康德以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批判甚至否定自在之物的概念。然而，大部分哲学家在这

样做时，触及到的只是自在之物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含义，很少有人触及到第三层含义。但叔本华在

这一点上却独辟蹊径，声称自己的哲学是直接接着康德的。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

叔本华向我们揭示了自在之物的谜底：“自在之物是什么呢?就是——意志。”⑤在叔本华看来，意

志是世界的本质，换言之，世界就是意志的逐级客体化。在人诞生以前，意志表现为盲目的冲动；而

在人诞生以后，“认识之光侵入了盲目地起作用的意志的工地里去了，把人类有机体的纯生理机能

照明了：在磁性催眠术中就是这样。”@于是，人们试图运用认识之光显示的真理来遏制意志，但意

志是难以遏制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除意志外，再没有什么存在的东西了；而它呢，却是一个饥

①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7、48页。

②康德著，李秋零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BXvi。

③(-S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⑤⑥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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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的意志。[人世的]追逐、焦虑和苦难都是从这里来的。”①显然，叔本华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解读

是创造性的，然而，他对意志的理解却是不现实的。他告诉我们：“意志本身根本就是自由的，完全

是自决的；对于它是没有什么法度的。”②他不赞成康德把意志理性化。在他看来，让意志去服从理

性的命令，就像说“铁的木头”或“圆的方”一样。叔本华没有意识到，尽管康德把意志理性化必定

会陷入形式主义的道德理论，但他毕竟暗示我们：在理想化的状态中，意志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

受制于什么东西的。康德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个东西就是由理性认定的善良意志所颁发的道德法

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强调：“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ratio cssendi)，道德法则却

是自由的认识理由(ratio cognoscendi)。”③从深处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三层含义上

的自在之物，尤其是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

正是在叔本华止步不前的地方，马克思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

巴哈”章中，马克思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切历史的第一

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

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

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黑格尔是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唯

一的学者，黑格尔的这一研究方向影响了马克思，而马克思比黑格尔远为深入地研究了政治经济

学，因为他早已认识到，解剖市民社会，必须诉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意识到，人类的意志并不像叔

本华所设想的那样，是完全自由的。人们为了活在世界上，就不得不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生命意志

消耗在谋生的生产劳动中。而“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

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⑤也就是说，马克思

已经意识到，意志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我们前面

已经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把意志称为“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

这样一来，马克思实际上已为我们解开了康德自在之物概念的谜底，即自在之物并不是叔本华

所说的意志，而是在冥冥之中决定着意志的“物质生产关系”或“社会生产关系”。如前所述，康德

试图把意志理性化，并用理性所颁发的道德法则牢牢地“拴住”意志，这表明康德哲学非但具有形

式主义的倾向，也具有理想主义的倾向，而马克思则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启示我们：在现实生

活中，真正能够“拴住”意志的乃是物质生产关系。在《康德哲学批判》的长文中，叔本华曾经谈到

自己阅读康德著作时的感受：“尽管[我这里说的]是不可证明的，我却真是认定每当康德谈到自在

之物时，在他精神最阴暗的深处总是朦胧地想到了意志。”(z)其实，叔本华的这一感受归根到底仍然

是肤浅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康德之所以不直接使用“意志”这个概念，而用“实践理性”取而代

之，并竭尽全力用表层意义上的善良意志、道德法则和深层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上帝存在和灵魂不

朽)来约束和引导意志，表明他的意识深处真正重视的还不是意志，而是在理想状态中能够约束意

志的那种力量。无助的康德把这种力量归结为超验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则告诉我们，这种力量确

实是超验的，但它并不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而是人们在生存实践活动中必定会形成起来的物质

生产关系。只要人们不泛泛地谈论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他们就应该意识到，马

克思之所以是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真正的继承者和批判者，关键在于，他揭示了康德自在之物概念

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比叔本华更接近康德。

8

①②⑦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2、391、686页。

③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页注①。

④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lq2、21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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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是马克思继承并维护了康德关于“自由”的理念，使之不坠落下来。如前所述，康

德把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涉及认识论研究的领域，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作为

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概念”(Der Bej加ff der Kausalitaet als Naturnotwendigkeit)，后者涉及本体论研究

的领域，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Der Begri仃der kausalitaet als Freiheit)。①在

康德看来，人的复杂性在于，他作为特殊的存在者，体现了现象和自在之物(本体)的统一。在理论

理性所指涉的认识过程中，人与之打交道的是在先天直观的纯粹形式——时间、空间中显现出来的

现象，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自然必然性；而在实践理性所指涉的行为过程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乃

是其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原因。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他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道德和法律责

任。然而，人经常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和他自己在不同的领域里担当的不同的角色，或者把“作

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概念”错置到本体论领域中去，或者把“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错置到认识

论领域中去，从而导致了自由概念的误用和坠落。

为此，康德发出了如下的呼吁：“倘若人们还想拯救自由的话，那么只余下一种方法，将只有在

时间中才能决定的事物，从而也把依照自然必然性法则的因果性单单赋予现象，却把自由赋予作为

自在之物的同一个存在者。”②在康德看来，在理论理性所指涉的范围内，人只能服从“作为自然必

然性的因果概念”；而在实践理性所指涉的行为和本体论的范围内，人完全是自由的，在这里起作

用的只能是“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即一切结果都是由(人的)自由引起的。如果人们在现象和

认识论的范围去谈论或追求自由的话，“那么自由便会是无法拯救的了。人就会是由至上匠师

(dem obersten Meister aller Kunstwerke)制做和上紧发条的一个木偶或一架沃康松式的自动机。”③

然而，正如歌德所说的：“谬误和水一样，船分开水，水又在船后立即合拢；精神卓越的人物驱

散谬误而为他们自己空出了地位，谬误在这些人物之后也很快地自然地又合拢了。”④在康德之后，

理论界存在着的一种普遍的倾向是在现象和认识论的范围内谈论自由。显然，这种倾向也对恩格

斯产生了影响，他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到自由概念时写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

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

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

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

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⑤从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完全

不在意康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因而他认为，“外部自然的规律”和“支配人本身的肉体

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是一样的。然而，在康德那里，“外部自然的规律”只能在理论理性的范围

内起作用，而“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即“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则只能在

实践理眭的范围内起作用。由于恩格斯认定，“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

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即如康德所批评的那样，把“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错置到理论理性所指

涉的现象和认识论领域内，由此便导致了一种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哲学教科书和理论界中普遍

流行的见解，即自由就是对自然必然性(即自然规律)的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然

必然性认识的深化，人们也就变得越来越自由了。

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涉及自由概念。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对康德用晦涩的语言所表达的极

为重要的自由概念做出如下的表述：人生存在世，必定会遭遇到两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①II Kant，Werkeausgabe BandⅦ(Frankfurt all Main：Suhrkamp Verlag，1989)A169，170．

②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3一104页。考虑到译名的统一性问题，原译文中的

“物自身”在此处改译为“自在之物”。

③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0页。

④转引自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6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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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认识论，二是人与社会(或他人)的关系，涉及本体论。显然，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即在认

识论中，并不涉及自由问题。一方面，人除了服从自然必然性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必

然性的认识的深入，并不意味着他拥有更多的自由。否则，自然科学家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了。

事实上，在康德看来，只有在人与社会(或他人)的关系中，即在本体论中，才会涉及真正的自由问

题。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只关涉到生命、良知、人格、人权、尊严、平等、公平、正义、民主、信仰这些

人与社会(或他人)的关系。假如一位核物理学家，他通晓自己研究领域中涉及的一切自然必然

性，但这与他是否自由完全无涉。假设他被恐怖分子所劫持，恐怖分子试图利用他的核知识，发射

一枚核弹，而它一旦在某个地区引爆，可能造成数百万人生命的毁灭。可是，如果这位核物理学家

拒绝为恐怖分子效劳，他自己的生命就会被取消。他究竟何去何从?当他处于这种必须做出非此

即彼选择的临界状态时，他才对真正的自由获得切实的感受。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人们

要拯救自由这一理念，不使它坠落下来的话，就绝不能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范围内来谈论自由，而

只能把自由问题置于人与社会(或他人)的关系中，即本体论中来谈论。

我们发现，恩格斯追随的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论述的观点，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然

而，他并不了解，在黑格尔那里，“必然性”(Notwendigkeit)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自然必然性

(Natumotwendigkeit)”，即自然现象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这和康德所说的“自然必然性”的意思是相

同的；另一种是“历史必然性”(Histirienotwendigkeit)，即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中遵循的客观规

律。然而，黑格尔把历史必然性理解为民族国家的诞生，尤其是他心仪的普鲁士君主立宪国家的形

成，他甚至认为，国家乃是自由的实现。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他这样写道：一国家’是存在

于‘地球’上的‘神圣的观念’。所以，在国家里面，历史的对象就比从前更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

在国家里，‘自由’获得了客观性，而且生活在这种客观性的享受之中。因为‘法律’是‘精神’的客

观性，乃是精神真正的意志。只有服从法律，意志才有自由；因为它所服从的是它自己——它是独

立的，所以也是自由的。当国家或者祖国形成一种共同存在的时候；当人类主观的意志服从法律的

时候，——‘自由’和‘必然’间的矛盾便消失了。”①简言之，黑格尔把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现代法律

的形成理解为历史必然性，而把自由理解为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遵从。

我们知道，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始终保持在康德的思想高度上，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是从人与社

会(或他人)的关系，即从本体论出发来理解自由问题的。他的《博士论文》之所以赞扬伊璧鸠鲁的

“原子偏斜说”，因为正是这个学说表达出对命运束缚的抗衡和对自由的追求：“伊璧鸠鲁哲学的原

理不是阿尔谢斯特拉图斯的美食学，像克里齐普斯所臆想的那样，而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

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②我们也知道，在写于1842年的《评普鲁士

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这种书报检查令以虚假的方式谈论的所谓“自由”：

“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③并为真正的出版自由大声疾呼。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统治者：“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的带领下，

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④马克思还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普鲁

士政府的思想代言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恢复了

“历史必然性”概念的本真含义，即它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民族国家和现代法律，而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

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

①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7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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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时的痛苦。”①在这段重要的论

述中，马克思既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发现而揭示出历史必然性，又阐明了作为对这种

必然性的认识的自由的局限性：即使一个社会已经认识了自己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它仍然“既不

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时的痛苦”。夸大人类在历

史必然性面前的自由度，只会导致堂·吉诃德式的结局，而“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

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

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

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

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②马克思不但教导我们，必须

在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去追求自由，而且也给我们指出了争取自由的最贴近的道路一工作日的
缩短，因为自由总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展开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必定会扩大工人的自由时间。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整个工人阶级要争得自己的自由，就要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制

度，而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

综上所述，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中，要使这种理解切合马克思的本意，始终保持自己的思想高

度，就应该深入地反思马克思和康德的理论关系。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实践”、“主体”、“自由”——都源于康德，而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关系”或

“社会生产关系”理论则是康德的神秘的自在之物的谜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康德是通向马克思

的桥梁。记得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经说过：“康德乃是我们这一民族的摩西(Moses)，他把我们自埃及

的梦想带到他的自由而孤寂的思想沙漠中，他也自神圣的山峰为我们带来了那有魄力的律则0”④在

正统的阐释者们的视野里，不但康德是不存在的，康德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是不存在的，而且作为思

想家的马克思也正在离我们而远去。事实上，实证主义思潮对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侵蚀远比人们

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为了捍卫马克思思想的纯洁性和它原本的高度，我们必须深入反省马克思本人

与他置身于其中的伟大思想传统的关系，尤其是反省马克思与康德哲学传统的关系。

马克思和康德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涤罪所!

Kant Is a BridRe to Marx

YU Wu-jin

(Center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Fudan Univers矗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Generally speaking，Marx’s philosophy 2 Hegel’s rational core(dialectic)+Feuerbach’S bas·

ic core(materialism)．nis paper holds that Marx’S methodology mainly comes from Hegel’S dialectic．

However，dialectical carrier comes from Kant instead of Feuerbach．Marx grasps the concept of“praxis’’

from Kant’s“practical reason”and endows it with new content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practical material—

ism based on it．The goal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is to realize everyone's freedom，but freedom is COB·

strained by the material 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 which Call only be changed by revolution．In fact，

Marx’s concepts of‘‘freedom’’and“material 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also come from Kant．and the

latter is just a reveal of Kant’S thing in itself．

Key words：general idealism；historical idealism；practical reason；thing in itself；praxis；freedom

[责任编辑晓诚]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ll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④转引自克洛纳著，关子尹编译：《论康德与黑格尔》，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万方数据



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作者： 俞吾金， YU Wu-jin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刊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F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009(4)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41条)

1.中央编译局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975

2.肖前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3.肖前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198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5.马克思 资本论 1975

6.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 200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9.马克思 资本论 197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0

11.中央编译局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97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5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0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16.奥古斯特·科尔纽;刘丕坤 马克思恩格斯传 1963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0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0

19.黑格尔;贺麟 小逻辑 1980

20.康德;韩水法 实践理性批判 1999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0

22.康德;李秋零 纯粹理性批判 2004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24.叔本华;石冲白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1982

25.叔本华;石冲白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1982

26.康德;韩水法 实践理性批判 1999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0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29.I Kant Werkeausgabe Band Ⅶ 1989

30.康德;韩水法 实践理性批判 1999

31.康德;韩水法 实践理性批判 1999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dxb-shkxb200904001.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f%9e%e5%90%be%e9%87%91%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YU+Wu-jin%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a4%8d%e6%97%a6%e5%a4%a7%e5%ad%a6%2c%e5%93%b2%e5%ad%a6%e5%ad%a6%e9%99%a2%2c%e4%b8%8a%e6%b5%b7%2c200433%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dxb-shk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dxb-shk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8%ad%e5%a4%ae%e7%bc%96%e8%af%91%e5%b1%80%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2%96%e5%89%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2%96%e5%89%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85%8b%e6%80%9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8.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85%8b%e6%80%9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0.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8%ad%e5%a4%ae%e7%bc%96%e8%af%91%e5%b1%80%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5%a5%e5%8f%a4%e6%96%af%e7%89%b9%c2%b7%e7%a7%91%e5%b0%94%e7%ba%bd%3b%e5%88%98%e4%b8%95%e5%9d%a4%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8.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91%e6%a0%bc%e5%b0%94%3b%e8%b4%ba%e9%ba%9f%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19.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a%b7%e5%be%b7%3b%e9%9f%a9%e6%b0%b4%e6%b3%9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0.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a%b7%e5%be%b7%3b%e6%9d%8e%e7%a7%8b%e9%9b%b6%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3.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94%e6%9c%ac%e5%8d%8e%3b%e7%9f%b3%e5%86%b2%e7%99%b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94%e6%9c%ac%e5%8d%8e%3b%e7%9f%b3%e5%86%b2%e7%99%b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a%b7%e5%be%b7%3b%e9%9f%a9%e6%b0%b4%e6%b3%9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7.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8.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I+Kant%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29.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a%b7%e5%be%b7%3b%e9%9f%a9%e6%b0%b4%e6%b3%9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0.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a%b7%e5%be%b7%3b%e9%9f%a9%e6%b0%b4%e6%b3%9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1.aspx


32.叔本华;石冲白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1982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34.黑格尔;王造时 历史哲学 1956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2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56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38.马克思 资本论 1975

39.马克思 资本论 1975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41.克洛纳;关子尹 论康德与黑格尔 2004

 
本文读者也读过(4条)

1. 俞吾金.吴晓明 主持人的话[期刊论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2. 俞吾金 马克思对康德哲学革命的扬弃[期刊论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3. 俞吾金 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和形成过程[期刊论文]-东南学术2002(2)

4. 俞吾金 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期刊论文]-复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3(1)

 
引证文献(2条)

1.石若凡 对康德的鉴赏判断四契机的分析[期刊论文]-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2.潘宁.吴浪菊 马克思文化思想探源[期刊论文]-教学与研究 2013(7)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dxb-shkxb20090400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f%94%e6%9c%ac%e5%8d%8e%3b%e7%9f%b3%e5%86%b2%e7%99%b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3.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91%e6%a0%bc%e5%b0%94%3b%e7%8e%8b%e9%80%a0%e6%97%b6%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5.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7.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85%8b%e6%80%9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8.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9%ac%e5%85%8b%e6%80%9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39.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40.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5%8b%e6%b4%9b%e7%ba%b3%3b%e5%85%b3%e5%ad%90%e5%b0%b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fdxb-shkxb200904001%5e4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f%9e%e5%90%be%e9%87%91%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6%99%93%e6%98%8e%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fdxb-shkxb200505001&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dxb-shkxb20050500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dxb-shk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f%9e%e5%90%be%e9%87%91%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fdxb-shkxb200501005&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dxb-shkxb20050100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dxb-shk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f%9e%e5%90%be%e9%87%91%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dnxs200202010&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nxs200202010.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nxs.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f%9e%e5%90%be%e9%87%91%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fdxb-shkxb200301003&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dxb-shkxb200301003.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dxb-shk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dxb-shk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f%b3%e8%8b%a5%e5%87%a1%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dxxb-zxsh20130200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bdxxb-zxsh.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d%98%e5%ae%81%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6%b5%aa%e8%8f%8a%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xyyj201307003.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xyyj.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dxb-shkxb20090400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