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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

+++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命题说起

陶庭马

"皖南医学院 社科部#安徽 芜湖 !N#""!$

摘C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它是马克思处于青年黑格尔

主义时期提出的命题#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思想% 这个命题不仅表现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

观#而且表现了一种旧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最高智慧$最高科学$最高真理#哲学可以代替其

他科学来解决具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观上实现了根本的变革#认为哲学是世界观

理论#只解决对世界一般本质的认识问题#不解决对其他事物的认识问题% 作为世界观的哲学

只是实证科学的一个部门#并不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而是与其他科学并存并相互作用% 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黑格尔主义&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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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

精华)!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有时它被人们简

化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被人们千百次

地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加以引用" 然而!这并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是马克思处于青年黑

格尔主义时期提出的命题!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

思想!它不仅表现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且

表现了一种旧的哲学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

立!在哲学观上实现了根本的变革"

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黑格

尔主义的命题

与所有创立新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一样!马

克思也是从接受前人的思想开始!先站到那个时

代的最先进的思想基础上!然后在其思想发展到

一定阶段上!批判前人的思想!离开前人的思想基

地!创立了与前人的思想有着本质区别的新的学

说" 这种学说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称作马克思

主义" 因此!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他并不天生就

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 事实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经历了

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理想主义#黑格尔主义#

(费尔巴哈派)等非马克思主义的阶段!然后通过

对(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才创立了马克思主

义" 其中!#$HF'#$N! 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进

程中的黑格尔主义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

是以黑格尔的理念论来理解现实事物的"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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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马克思处于青年黑格尔

主义时期提出的命题" #$N! 年!马克思在%5科隆

日报6第 #FG 号的社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

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必然会出现这

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

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

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那时33哲学正变成文化的

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

化")

1#2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直接来自于黑格尔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命题!无论在思想内

容还是在表达形式上!都与黑格尔是一致的"

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在唯心

主义的范围内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以及其他思想

体系-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这是黑格尔的巨大功

绩" 在黑格尔之前!人们只是到哲学家和思想家

的头脑中去寻找某一思想体系形成的原因!把某

一思想体系的出现仅仅同哲学家#思想家个人相

联系!而完全忽视了思想与现实#思想与哲学家#

思想家所生活的时代的关系" 黑格尔则与此不

同!他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历史感) ,恩格斯语-!

他把哲学看作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思想!是被

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黑格尔说*(每一哲学属

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即因为

它是某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

1!2他还说*

(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

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

蠢的" 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

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

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

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意想象任何东西")

1H2在黑

格尔看来!哲学家(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世界的

产儿" 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

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 因为他属于那唯一

的普遍的精神!这普遍精神就是他的实质和本质!

他如何会从它里面超越出来呢$ 这同一的普遍精

神就是哲学要用思维去加以把握的" 哲学就是这

普遍精神对它自身的思维!因此也就是它的确定

的实质和内容" 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

它是精神发展的全部锁链里面的一环!因此它只

能满足那适合于它的时代的要求或兴趣")

1N2哲

学是对(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

1M2

!(是

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1I2

" 黑格尔不仅认为哲

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而且把它看作是时代精神

的集中表现" 表现时代精神的形式除哲学以外还

有政治理论#法律#宗教#道德#艺术等等" 黑格尔

认为*(在这多方面中!哲学是这样一种形式*什

么样的形式呢$ 它是最盛开的花朵" 它是精神的

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

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

神" 这多方面的全体都反映在哲学里面!以哲学

作为它们单一的焦点!并作为这全体认知自身的

概念")

1F2

上述引文中!黑格尔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思想!是时

代精神最盛开的花朵" 换言之!就是马克思所说

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

华)!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如果把马克思

的命题与黑格尔的上述一系列命题作一比较!我

们便很容易发现!二者对哲学与时代关系的看法

在思想实质上是一样的!就连文字表达也是极其

相似的" 我们无法断定马克思提出(哲学是时代

精神的精华)这一命题时是否直接依据了黑格尔

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思想)#(哲学是时代精神

最盛开的花朵)的思想!但我们能够确定!马克思

这时的思想发展正处于黑格尔主义时期!马克思

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命题与黑格尔的

(哲学是自己时代的思想)#(哲学是时代精神最

盛开的花朵)的命题!在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上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的命题!无论就其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都不是

马克思的独创!而是来源于黑格尔的" 或者至少

可以说!黑格尔同样的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是在

先的"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独创的思想,恩格斯

也参与了这一学说的创立-!而(哲学是时代精神

的精华)不是马克思独创的思想!因此!不能把这

一命题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表现了

一种旧的哲学观

通过上面的分析!人们或许可以承认!(哲学

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处于青年黑格尔主

义时期提出的命题!这一命题从其原来的意义上

说是黑格尔主义的命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

题" 当时的马克思是以黑格尔的理念论来理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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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物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命题表现

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在当时的马克思看

来!哲学是精神,作为主体的理念-通过哲学家的

头脑对自己的最高的自我意识" (时代精神)是

作为理念的(世界精神)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

体表现!哲学就是对理念的一定发展阶段的自我

意识"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尽管(哲学是时代精

神的精华)!表现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难道

我们不能重新赋予这个命题以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吗$ 如果我们不把(时代精神)看作是时代的本

质而且是对时代本质的反映!那么(哲学是时代

精神的精华)这一命题不是就克服了它本来的唯

心主义倾向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的命题了吗$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哲学

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命题不仅表现了一种唯

心主义的历史观!而且表现了一种旧的哲学观"

即使我们把这一命题原有的唯心主义含义去掉!

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唯物主义的理解!但只要

我们仍然肯定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就

还没有超越旧的哲学观!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水平!这一命题就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在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史中!人们一直把哲学

看作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科学!把哲学所发现的

真理看作是最高的真理" 这种哲学观在黑格尔那

里获得了最典型的表现" 当黑格尔把哲学看作是

(普遍精神)即绝对精神对自身的认识时!当他把

哲学看作是对时代实质的把握时!当他讲时代精

神的(多方面的全体都反映在哲学里面!以哲学

作为它们单一的焦点!并作为这全体认知自身的

概念)时!当他讲哲学是时代精神(最盛开的花

朵)时!他就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旧的哲学观*哲学

是最高的智慧!哲学是最高的科学!哲学所发现的

真理是最高的真理" 处于青年黑格尔主义时期的

马克思所提出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

命题!同样表现了这种旧的哲学观" 事实上!在

#$NM年以前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整个非马克

思主义阶段,包括理想主义#黑格尔主义#(费尔巴

哈派)阶段-!马克思表现的都是这种旧的哲学观"

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哲学时期)!这一时期他

的思想特征是*他对哲学持肯定态度!站在哲学基

地上!从哲学原则出发去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

#$HM 年 #" 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

转入柏林大学!选择的专业是法律!同时对哲学很

感兴趣" 他在研究法律的同时也在研究哲学!并

认为哲学的研究对于法的研究来说是完全必要

的" #$HF 年 ## 月!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最初的(哲学

信仰)是马克思称之为(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从

理想主义33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

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33转

而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

1$2马克思曾以理想主

义原则解决法的问题!写过厚厚的一部%法哲学

体系&!他在转向黑格尔主义后承认这是一部失

败之作*(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

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是

唯心主义所固有的0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

的根源" 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

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

实际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

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

空洞而已")

1G2

#$HF 年初夏!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影响

下离开(理想主义)而转向黑格尔主义" 至 #$N!

年底!他都是从黑格尔的理念论原则出发去理解

和解释各种问题的" 例如!他这样理解国家的本

质*(国家应该是政治和法的理性的实现)

1#"2

0国

家(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

1##2

0(当一个国

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

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

1#!2

" 他这样理解自由

的本质*自由是 (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礼

物)

1#H2

" 他还这样理解哲学*哲学是精神,作为主

体的理念-通过哲学家的头脑对自己的最高的自

我意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

上的精华)0他把铁路和哲学都看作是世界精神

的产物*(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

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

1#N2

"

#$NH 年初!马克思离开黑格尔主义转向费尔

巴哈" 具体的哲学原则虽然转换了!但从哲学原

则出发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没有转变" 马

克思在%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6导言&中说*(德国

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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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2

(哲学把无产

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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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0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

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

人")

1#I2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

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出发点的解放" 33德

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

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

就不能成为现实0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

不可能消灭自身")

1#F2在%#$NN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马克思把(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或(完成了

的自然主义)看作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1#$2

!从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出发去解释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的分离,异化-和复归,异化

的克服-!从而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历史必

然性" 马克思在 #$NN 年 $ 月给费尔巴哈的信中

肯定地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

本质&!33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

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

1#G2

以上考察表明!#$NM 年以前!马克思对哲学

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站在哲学基地上!先后以理想

主义#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原则为

根据去理解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表现的是一种

旧的哲学观!即认为哲学是最高智慧#最高科学#

最高真理!哲学可以代替其他科学来解决具体问

题" 这种旧的哲学观在今天仍然很流行!其影响

并未消失" 在今天!哲学满天飞!不仅早已被马克

思和恩格斯宣布为(死去了)并从各个具体科学

研究领域驱逐出去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

(道德哲学)#(法哲学)等又复活了起来!而且还

新生出许多哲学来!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

(文化哲学)#(科技哲学)#(宗教哲学)#(军事哲

学)#(价值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发

展哲学)# (体育哲学)# (数学哲学)# (医学哲

学)#(行政哲学)#(环境哲学)#(生态哲学)#(货

币哲学)#(语言哲学)#(哲学解释学)等等!到了

有一门学科就会建立一门相应的哲学的地步" 至

于要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种种现实问题#

对现实问题提出种种(哲学反思)#提出解决现实

问题的种种(哲学方案)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若

不给出对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会被认

为是不合格的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

生#博士生们纷纷转向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但

许多研究并不是实证的科学研究!而是站在(哲

学基地)上的思考" 在他们的毕业论文中!总是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给出对所涉及的现

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给出这种方案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神圣职责" 以上现象的产生不正

是旧的哲学观在作怪吗4 要纠正这种哲学史上和

现在还在流行的错误的哲学观!就必须考察并理

解马克思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根本变革"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观上实现

了根本的变革

从 #$NM 年起!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观上的根本

变革!进入他思想发展的(反哲学时期)!即实证

科学研究的时期" 马克思认识到以往所理解的哲

学的荒谬和无用!起来反对哲学!离开哲学基地!

转向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问题" 从此以后!马克

思便不再用(哲学)这个术语来指称自己的新唯

物主义!而只是把它叫做(世界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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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不知道被人们引

用过多少次!但是人们在理解马克思的这句名言

的时候!往往只注意马克思对(改变世界)的重

视!而没有注意到!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表

示了对哲学的反对#否定" 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把

自己排除在(哲学家)的行列之外!他不是以(新

哲学家)和(从前的哲学家)相对立!而是以(非哲

学家)和(哲学家)相对立!(哲学家)是马克思批

评的对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

青年黑格尔运动在德国所引起的(空前的变革)

称之为一场(哲学骗局)!这是因为!(德国的批

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

学的基地")

1!#2这里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离开哲学基地)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谈到他们与(德国哲学)不同的思想路线时说*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0和它完全相反!这里

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 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

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

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

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的出发

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

1!!2德国哲学的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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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想象的东西出发!也就是从某种原则出发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立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

人出发!从现实生活出发" 与(哲学)立场相对立

的是实证科学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思

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

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

地方" 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

正的知识所代替"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

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

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

果的概括"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

有任何价值" 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

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 但是这

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

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1!H2所以!马克思和恩

格斯反对从(哲学)的观点#从(哲学家)的立场来

理解历史的本质#人的本质*(每个个人和每一代

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

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

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

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

.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

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

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

1!N2

(个人的这种发展

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

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

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

当然就很容易设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

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0这样设想!是对历

史的莫大侮辱" 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

阶级看作是普遍表达方式的一些类别!看作是类

的一些亚种!看作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1!M2总

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

(哲学)和(哲学家)时!都表现出一种批判#否定

的立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从

批判#否定的立场谈论(哲学)和(哲学家)" 他们

在评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时说*(德

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

这种文献,指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

献'''引者注-!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

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

时搬过去" 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

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

质的无谓思辨")

1!I2

(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

自己的哲学胡说" 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

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

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

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1!F2他们在评论(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人时说*(这种人不属于任

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

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1!$2

马克思晚年在%给5祖国纪事6杂志编辑部的

信&中说*(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

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

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

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33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

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耻辱")

1!G2要获得对

历史发展的科学知识!需要的不是历史哲学而是

实证科学研究*(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

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

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0但是!使用一

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

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

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1H"2

以上考察清楚地表明!#$NM 年以后!马克思

明确地#一贯地对哲学持批判#否定的立场!自觉

地不用(哲学)这一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有关思想"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反对哲学$ 他反对哲学的

真实意义是什么$ 马克思反对哲学!不能简单地

被理解为反对(哲学)这个用语" 马克思反对哲

学的真实意义是实现了哲学观上的一种根本变

革*反对以往理解的哲学所具有的(凌驾于一切

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

,恩格斯语-这样一种性质!即反对把哲学看作是

最高的科学#最高的真理#最高的智慧!反对从哲

学原则出发去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主张(离开

哲学基地)!对现实事物作实证科学的研究" 由

于在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史上!(哲学)一直被理解

为(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

的科学的科学)!被理解为最高智慧#最高科学#

最高真理!所以马克思不愿意把自己的新唯物主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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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叫做(哲学)!而只把它叫做(世界观)" 马克思

并不反对世界观理论!并不否定世界观的理论意

义" 只不过!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只是实证科学的

一个部门!它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特殊

的功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但它不能凌驾于其他

科学之上!不能被看作是最高智慧#最高科学#最

高真理!不能被看作是(精华)" 科学的各个部

门#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

功能!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不存在谁高谁低#谁

是(精华)谁不是(精华)的问题" 科学只有真与

假的问题!没有高与低的问题" 马克思的新唯物

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是真理!它对人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但不能说它比

其他科学真理,例如能量守衡与转化定律#爱因

斯坦的相对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等-要高!或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世

界观理论是研究世界观的!它只解决世界观的问

题!解决对世界的一般本质的认识问题,主要是

三个问题*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问题0思维与存

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0世界是否运动#变化和

发展的问题-!不能用来解决对其他事物的认识

问题!也不比其他认识更高!不能看作是人类认识

的(精华)" 一切真理性的认识都是人类认识的

精华!只有谬误才是认识的糟粕"

通过对马克思在哲学观上实现的变革的考察

和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

中!哲学已不再被看作是(精华)#最高智慧#最高

科学#最高真理!哲学是世界观理论!它只解决对

世界一般本质的认识问题!不解决对其他事物的

认识问题" 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只是实证科学的一

个部门!并不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而是与其他科

学并存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

界观!它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意义仅在

于提供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要求

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要从实际出发和

辩证地思考!而对现实世界的具体认识和改造方

案!只能通过实证科学的研究才能解决!这才是我

们需要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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