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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问题是每一个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遥 人们根据哲学

家的回答袁将其或归于唯物主义袁或归于唯心主义曰
或归于可知论袁或归于不可知论遥 对思维与存在的

关系回答包括两个方面院第一袁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袁
是思维还是存在钥 谁具有第一性袁谁是派生物袁这是

一个本体论问题曰第二袁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

性钥这属于认识论问题遥在哲学史上袁哲学本体论和

认识论相互构建袁不可分割遥 在二者相互交织的发

展进程中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交替袁互相渗

透袁推动人类思维向前发展遥 在近代马克思主义哲

学发展史上袁野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

主义者渊诚然袁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

者冤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袁这一发展使他在一

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

全决裂了遥 冶[1]其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曾对马克思野新
唯物主义冶哲学的诞生产生过深远影响袁在认识论

问题上亦是如此遥

一尧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反映论

渊一冤费尔巴哈认识论植根于唯物主义基础

费尔巴哈是一位旗帜鲜明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遥
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袁物质是现实的遥 意识和思维

是人脑的产物袁也具有实在性遥 这不同于康德的认

识路线袁康德认为自在之物与人通过感觉获得自在

之物的观念是不同的袁人通过感觉认识的是自在之

物的现象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袁自在之物本身我们

并不认识遥 人对自在之物的认识是通过人的理智认

识事物的现象而认识事物本身的遥 康德将自在之物

当作理智的产物袁走的是唯心主义道路遥 而黑格尔

思辨哲学的错误在于袁 它将人的本质对象化了袁即
把人的本质理解成在人之外的尧不同于自身的野客
观冶存在物袁又把自己想象的这种存在物看作人性

化的尧具有人格的对象袁这样宗教的神和上帝便产

生了遥 在费尔巴哈看来袁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实乃

异曲同工袁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遥 野万物本身之为被

思想的物件袁乃是因为人思想万物袁万物之为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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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遥 但其以感性直观的反映论理解对象世界袁没有将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袁终而陷入唯心史观遥 马克思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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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袁乃是因为万物对于人是个理智对象遥 噎噎在

人看来袁直接地尧不经判别地认识到的原则就是存

在的原则袁思想物就是实在物袁对于对象的思想就

是对象的本质袁后天的就是先天的遥 人把自然想成

异于自然袁 替自然假定一个异于自然本身的东西袁
假定一个仅仅存在于脑中尧简直只是他自己的头脑

的东西作为自然的实在性的基础和原因袁这是无足

怪的遥 人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院他把真正意义的

世界头朝下放着袁把金字塔的尖端当成了金字塔的

基础要要要把在头脑中或对于头脑是第一位的东西袁
把某物之所以存在的理由袁当成了在实际上是第一

位的东西袁当成了某物借以存在的原因遥 噎噎所以

人把理性或理智的实体尧把思想实体当成了第一实

体尧根本实体要要要不仅在逻辑上是第一袁而且在物

理上也是第一遥 冶[2]渊P479~480冤费尔巴哈认识到了唯心主

义的错误在于它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袁将存在

当作了意识的派生物遥 其认识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

基础之上袁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袁不仅人产生

于自然界袁靠自然界生活袁人的意识也是自然界的

反映遥 自然界既是人生活尧意识的源泉袁又是人的认

识活动的起点遥 自然界并不受人的意识的影响和控

制遥 他认为袁哲学的开端既非上帝袁亦非绝对观念袁
哲学源自于有限的尧确定的尧现实的东西袁比如自

然遥 野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遥事物和本质是怎样

的袁就必须怎样来思想尧来认识它们遥 这是哲学的最

高规律尧最高任务遥 冶[3]渊孕108冤由此袁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的认识路线跃然纸上遥
渊二冤费尔巴哈认识论是直观的反映论

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立袁反映论是一切唯物

主义认识论共有的特点遥 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意识

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袁人的感觉尧人的观念尧人
的思想都是客观世界的产物遥 而费尔巴哈的认识论

不仅是唯物主义反映论袁而且是感性的尧直观的反

映论遥 所谓直观即人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感受对象

而产生的感觉尧知觉和表象等的反映形式袁它不经

过中间环节袁是对客观事物直接而生动的反映遥 费

尔巴哈的认识论即是没有经过中间环节的直观的尧
被动的反映论遥

费尔巴哈首先强调感性尧 经验在认识中的作

用遥 他认为感觉尧直观尧经验是认识的起点袁在对事

物的认识中袁只有通过表象才能深入本质遥 只有依

靠感觉尧直观和经验来把握事物本质袁才具有认识

的可靠性遥 因此袁他认为只有从经验尧感性发端的哲

学才有生命力遥 人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来认识对

象世界的遥 通过人的感觉袁人的认识对象转变为自

己的感觉对象袁主体的人通过感觉实现与认识对象

的同一遥 对象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感觉来认

识袁野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绝对明确的曰只有在感性

开始的地方袁一切怀疑和争论才停止遥 直接认识的

秘密就是感性遥 冶[4]渊P107冤相对于虚无缥缈的思辨哲学

和宗教神学袁 费尔巴哈的认识论紧紧抓住感性存

在袁 以可以把握的感性存在去理解意识和上帝袁其
认识论路线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遥 其次袁费尔巴哈

认为直观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遥 直观不经过中间环

节袁不需要中间过渡袁不需要任何证明袁没有经过大

脑的抽象和加工袁通过眼睛尧鼻子等感官袁直观直接

作用于认识对象袁 直接通过自身确证认识对象袁直
接与认识对象同一袁因而是绝对真实尧无可怀疑的遥
而理性认识的方式袁需要通过信息筛选尧加工尧处理

获取符合自我价值标准的信息袁并不可靠遥 野只有那

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袁 而修正自身的思维袁才
是真实的袁反映客观的思维要要要具有客观真理性的

思维遥 冶[3]渊P178冤直观较之于思维袁具有很多优势袁它不

给事物以限制和束缚袁不作任何规定和决定袁没有

任何原理和法则袁有的只是感觉的对象袁因而只有

直观的对象才是确实存在的对象遥 再次袁费尔巴哈

的认识论具有被动性遥 感性直观的认识路线必然会

导致认识论的被动性特点遥 因为袁 按照感觉要直

观要接受的认识路线袁 认识过程不经过任何中介袁
不施加任何影响袁原封不动的接受感觉器官的信息

反映袁费尔巴哈试图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客观真实

的信息袁 他的新哲学就是要从思想尧 意识的对立

物要要要客观物质世界中袁通过感性直观获得对对象

世界的可靠认识袁这样袁人与对象之间就形成了完

全的被动尧领受关系遥 此乃其认识论的突出特点遥
渊三冤费尔巴哈认识论是感性的可知论

费尔巴哈认为世界是可知的遥 人通过自己的感

觉器官认识对象世界袁人的感官野不多不少冶袁正好

可以认识全部的世界遥 感官尧感觉对费尔巴哈认识

论具有重要价值遥 他认为袁人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

是在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空虚世界中唯一能确

证的东西遥 人通过感官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袁获得感

性经验遥 野感觉的对象不只是外在的事物袁而且有内在

的事物袁不只是肉体袁而且还有精神袁不只是事物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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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有 耶自我爷要要要因此一切对象都可以通过感觉而

认识袁即使不能直接认识袁也能间接认识遥 冶[3]渊P172-173冤

可见袁费尔巴哈的对象世界既包括外在的自然界和

人袁也包括内在的人的精神和意识遥 费尔巴哈的认

识论与康德有根本区别袁康德的认识论把现象与本

质尧思维与存在对立起来尧分割开来袁不符合事物发

展的必然规律遥 在康德哲学中袁他把本质看作理智

的产物袁把存在看作感觉的对象遥 感性的事物是没

有本质的现象袁而没有存在的本质则是本体袁是单

纯的思想袁是根本性的东西袁亦是理智的本质遥 他认

为袁 理智本质作为思想的存在物才是自在之物袁才
是真实的事物遥 费尔巴哈反对康德将 野真理性冶和
野现实性冶分离开来遥 费尔巴哈认为袁只有对这个矛

盾进行扬弃袁才能达到理智与对象的统一袁得到野同
一哲学冶遥 这样袁费尔巴哈的认识论以感性为工具袁
将现象与本质尧原因与结果尧偶然性与必然性尧理性

与经验等对立范畴统一起来遥 对于黑格尔袁费尔巴

哈认为他的神学唯心主义跟斯宾诺莎神学唯物主

义不同遥 黑格尔哲学将野自我的本质放在耶自我爷之
外袁从耶自我爷中划分出来袁将它作为本体袁作为上帝

而对象化遥 但是又像斯宾诺莎对待物质那样袁将自

我当作神性本体的一个属性或形式袁从而宣布要要要
间接地和颠倒地宣布要要要耶自我爷具有神性袁人对上

帝的意识就是上帝的自我意识遥 这就是说院本质属

于上帝袁认识则属于人遥 但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袁上帝

的本质事实上不是别的袁就是思维的本质袁或从耶自
我爷袁从思维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遥 冶[3]渊P152冤可见袁黑格

尔的绝对哲学实质上就是神学袁其思维与存在的统

一性是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的遥
费尔巴哈的可知论既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袁

又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可知论遥 既强调世界的

物质性袁坚持物质第一性尧意识第二性袁又强调人的

认识能力遥 既认识到事物矛盾的对立性袁又认识到

矛盾的统一性袁 这都是费尔巴哈认识论的进步之

处遥 费尔巴哈认识论对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认识论

具有思想启发作用遥
渊四冤费尔巴哈认识论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

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尧
感性的可知论遥 对其认识论的评价袁应结合当时的

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遥 在 19 世纪宗教神学和思辨

哲学主宰的德国思想领域袁费尔巴哈认识论的唯物

主义立场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遥 首先袁他提出自然界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体袁野这个无意识

的实体袁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袁是第一性的实体

噎噎有意识的尧属人的实体袁则在其发生的时间上

是第二性的遥 冶[2]渊P523冤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袁他坚持

物质第一性遥 其次袁在主体的人与客体的对象之间袁
费尔巴哈以感性之桥将主客体连接起来袁摒弃了不

可知论遥 尽管费尔巴哈对感性的理解并不深刻袁但
他毕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袁为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
认识论的创立指明了方向遥 正是在费尔巴哈直观感

性的反映论之上袁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形成了感性

实践的认识论遥 [5]

虽然费尔巴哈将唯物主义重新推上哲学的王

座袁 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中心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袁
恢复了唯物主义哲学路线袁但是袁这一哲学的缺陷

也是很明显的遥 首先袁在费尔巴哈那里袁人具有认识

世界的能力袁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袁但是他

强调的是人的感性认识遥 尽管他也提到了人通过眼

睛看到的事物只是事物的表象袁 而不是事物的本

质遥 人认识事物要将对象本身和关于对象的表象区

分开来袁但总体上袁他并没有将认识从感性认识能

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遥 其次袁尽管费尔巴哈也讲实

践袁但他所说的实践只是一种生活实践袁并不是主

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活动遥 他没有认识到袁人除了

有认识世界的反映能力袁还有改变世界的能动的实

践能力袁认识能力是可以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转

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的袁 而且即便是认识能力袁对
于他也还只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能力袁人的思维的能

动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遥 再次袁费尔巴哈认识论的

唯物主义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袁一旦进入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袁马上就转变为唯心主义的了袁因此袁他
的认识论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遥 [6]

二尧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认识

论的启示

渊一冤从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

感性直观是费尔巴哈认识论的突出特点袁他强

调人的认识活动不经过中间环节袁以获得原汁原味

的野真实信息冶遥 费尔巴哈认为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

身就能确证自己袁而不需要其他事物或者某种中介

来确证的事物才是无可怀疑的尧 绝对真实的事物遥
这种事物就是感性的事物袁即人通过感官可以直接

认识的事物遥 这种事物以自身而不以其他事物为存

在根据遥 只有这种感性事物才能终止一切怀疑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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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遥 但这种感性直观有很大的缺陷袁正如马克

思所说袁费尔巴哈的野直观的唯物主义袁即不是把感

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袁至多也只能达到对

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遥 冶[7]渊P502冤人类对世界的认

识领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尧 人与社会的关系尧人
与自身的关系遥 费尔巴哈通过感性直观袁认识人与

自然的关系袁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的遥 通过自己的感

官袁人可以全面把握自然事物的表象袁如通过眼睛尧
耳朵尧 鼻子等感觉器官获得关于自然事物形态尧颜
色尧气味尧质地等表象信息遥 对于诸如野市民社会冶等
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单个人的活动袁通过感性直观也

能获得直接的认识遥 但如果以感性直观来认识人与

人尧人与自身的关系时袁问题就出现了遥 因为感性直

观只能处理通过直接的观察可以获得的信息袁对那

些内在的思想尧心理袁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这些

抽象的尧 无法直接观察的思维活动和内在联系袁感
性直观就无能为力了遥 费尔巴哈亦无法给予唯物主

义的解释和说明遥
尽管费尔巴哈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袁但并不意

味着费尔巴哈不承认理性认识遥 一方面袁费尔巴哈

并不否定理性认识遥 他认为思维和精神就是理性袁
理性野按其内容袁除了说明感觉所说明的东西而外袁
并未说明什么其他的东西曰 它不过把感觉分散地尧分
别地告诉我的东西袁又联系地对我说明袁正因为如

此这种联系才被叫作理性尧而且就是理性遥 冶[3]渊P252-253冤

对于感性不能认识的这些分散的对象袁可由理性认

识来把握遥 但是袁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理性认识袁只是

停留在对感性材料的联系加工袁还远没有上升到对

感性对象进行科学抽象的层次遥 另一方面袁费尔巴

哈不仅承认人的理性认识袁而且意识到了理性认识

的重要性遥 野我提出了感觉袁作为对人和现实的标准

即标志和基础遥 当然袁不是动物的袁而是人类的感

觉曰不是感觉本身袁不是没有头脑尧没有理性和思想

的感觉袁因为甚至纯粹的视觉都需要思想遥 噎噎但

一如感性若无思想便等于零袁思想袁即理性袁若无感

性也同样地等于零遥 冶[3]渊P252冤费尔巴哈意识到了理性

认识的重要性袁但却并没有将理性认识上升到应有

的认识论高度遥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头脑是哲学研究

的主要工具和生理器官遥 头脑既是唯心主义产生的

基础和来源袁也是唯物主义产生的基础和来源遥 用

哲学理论名词来说袁作为哲学的工具和手段袁思维

和直观的作用不同遥 思维是大脑的功能袁是哲学学

派和体系研究的原则袁是一种间接的认识曰直观感

觉则是野心情冶的需要袁涉及的是野生活原则冶袁属于

直接认识遥 只有将存在与本质相结合袁将直观与思

维相结合袁将被动与主动相结合才能得到真正的生

活和真理遥 费尔巴哈认为理性认识和感性直观在认

识中的作用不一样遥 野思维从现象中分解尧寻找尧抽
出统一的尧同一的尧一般的规律曰但为了找到它袁思
维必须首先感知感性的现象遥 冶[3]渊P253冤他又说个别现

象是不证自明的袁野没有思想的感性止于个别现象曰
解释个别现象不用思考袁不用批评袁不用研究袁不与

其他现象比较袁而直接通过自己来解释遥 冶[3]渊P254冤思维

直观的作用在于把彼此不相关联尧彼此分离的感性

事物联系起来袁作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袁以及与

其他感知的事物发生联系遥 可见袁费尔巴哈已经产

生了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而达到真理性

认识的思想火花遥 但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

而言袁在费尔巴哈那里袁两者总体上仍然是分离的袁
没有内在的尧必然的关联袁感性和理性分属于感官

和大脑两种不同的器官的功能袁理性认识并不是以

感性认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抽象思维活动遥 马克思

野新唯物主义冶认为袁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人的认

识过程的两个阶段袁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袁
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通过感官形成的袁对事物表象

和外部特征的认识或理解袁 感性认识包括感觉尧知
觉尧表象三种形式袁具有直接性和具体性的特征遥 理

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袁是人通过思维对事物内

部联系的间接的尧概括的反映袁包括概念尧判断尧推
理以及假说和理论等形式袁具有间接性和抽象性的

特点遥 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袁理性认识是感

性认识的升华袁人的认识过程的这两个阶段是在实

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遥 在认识活动中袁随着从感

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袁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逐渐

深入遥
渊二冤从直观反映论到实践认识论

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哲学是一种全新的世界

观袁从总体上尧根本上看袁将这种野新唯物主义冶理解

为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不准确尧不深

刻的袁而应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遥 野在马克思耶新唯

物主义爷哲学的逻辑系统中袁作为理论基础尧耶普照

的光爷尧思维辐射轴心的是耶实践爷范畴袁而不是耶历
史爷范畴遥 冶[8]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哲学的革命性表

现之一就在于将实践范畴引入到了认识论领域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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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袁
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实践认识论袁实践是马克思哲学

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和本质特征遥 而在费尔巴哈哲学

中袁尽管他也经常谈到实践袁经常使用实践的概念袁
例如野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袁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

有它的地位遥 冶[3]渊P108冤又如野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

难袁实践会给你解决遥 冶[3]渊P248冤但是费尔巴哈的实践与

马克思的实践是不同的遥
费尔巴哈承认袁他在进行理论批判时采用的是

抽象的观点袁 他把关于人的理论观点归之于哲学袁
把实践观点归之于宗教和神学遥 野站在实践观点上袁
人只是为了自己袁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用场袁去同一

切事物打交道曰而站在理论观点上袁则是为了事物

本身去同事物打交道遥 冶[2]渊P511冤费尔巴哈这种实践观

和马克思实践观有根本不同袁他所说的实践仅仅指

人的生活实践袁即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实

践活动遥在他看来袁实践就是生活袁生活即实践遥 野在
理论中否定我们在生活中尧 在实践中肯定的东西曰
把我们在实践中宣布为本质的东西袁在理论中又仅

仅当成现象袁把在生活中对我们是同一的本质分解

为两个异种的本质袁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钥 冶[3]渊P210冤费
尔巴哈只看到了生活中人们对物质实在的需求袁只
看到了生活实践袁即在生活中通过感官可以直观认

识的实践袁而没有认识到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社

会的实践尧历史的实践遥 他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袁侧
重于人的感性袁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尧历史性遥 他不理

解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袁没有看到这些物质资料的满

足是建立在人们的基本实践活动要要要生产劳动的

基础上的遥 由此可见袁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既是

片面的袁又是肤浅的遥 而对于什么是真理尧真理是怎

么产生的尧真理如何来进行检验袁费尔巴哈作了初

步的探讨遥 费尔巴哈认为袁真理依靠人的感官来获

得袁人的感性直观是认识真理性的保证遥 对于什么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袁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感性

实践活动袁 他只是以人们的生活实践来进行判断袁
不知道社会实践对检验人的真理性认识的作用和

价值遥 他不了解袁即使是感官直接看到或听到的事

物袁也可能是假象而未必是真理遥 很多时候真理无

法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来发现袁它只能通过历史的实

践逐渐地显现出来遥 马克思实践认识论批判了费尔

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认识论袁认为他只是直观地理解

野对象尧现实尧感性冶遥 虽然他找到了与唯心主义纯粹

的思想存在不同的感性存在袁但他仅仅只是把它们

当作感性的存在袁而不是看作是人的感性的实践活

动遥 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认为袁在主体与客体的关

系中袁对象世界不仅是主体的认识对象袁而且是人

的改造对象遥 主体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感性实践活

动中不断地认识世界的袁检验人们认识真理性的标

准只能是人们的社会实践遥 因此袁野人的思维是否具

有客观的真理性袁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袁而是一

个实践的问题遥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

理性袁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袁自己思维的此

岸性遥 冶[7]渊P500冤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袁才能判断人

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遥
渊三冤从个体存在和类意识到社会存在和社会

意识

费尔巴哈认识论以人本主义的立场来认识和

理解世界遥 这一立场相对于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无

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袁但这一立场也导致了其认

识论的局限性要要要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遥
费尔巴哈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贯彻了唯物主

义的原则袁但对于自然存在的内在属性和人与人的

社会关系的认识袁费尔巴哈没有将唯物主义贯彻到

底遥 一方面袁他认为自然存在是客观的尧物质的存

在袁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遥 但是袁他不知道这种

自然的存在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演化过程袁通过

人的实践活动袁人类生活的自然界实为人化的自然

界袁不可避免的带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袁打上了人类

实践的标签遥 人类生活的感性世界是野工业和社会

状况的产物袁是历史的产物袁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

果袁 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袁
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袁并随着需要的改变

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遥 冶[7]渊P528冤另一方面袁他仅仅是

把人当作自然的存在物尧自然的一部分来看待遥 他

没有认识到袁人的存在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袁而且具

有社会属性遥 对人的考察袁除了通过感官获得的直

观认识袁还需要对人的内在思维和相互关系作社会

的尧历史的理解遥 而且袁在认识活动中袁虽然人是认

识的主体袁自然是认识的对象袁人能够通过实践活

动影响和改变自然世界袁同时袁自然环境也能影响

和改变人自身遥 因此袁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人是社

会存在袁更没有认识到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并与之发

生交互作用的社会意识遥 对于人的认识袁费尔巴哈

认为意识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遥 动物固然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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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袁 但动物的意识和它的本能是结合在一起的袁
动物没有类意识袁人具有类意识袁因为人有具共同

的自然属性的感觉器官袁 可以获得相同的感性认

识遥 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纯粹的自然属性的人袁纯
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袁把人的实践亦看作是生物

学意义上的实践尧生活实践袁他没有揭示人的社会

性尧人的实践性袁这种社会性尧实践性不仅表现为社

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的人袁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

为阶级关系遥 在阶级社会中袁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

有关系不同袁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用自己掌握的生产

资料压迫尧剥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成员遥 社会

成员被划分为互相对立的阶级遥 这种对立的社会阶

级关系用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方法是无法科学认

识和真正理解的遥 对这种阶级矛盾的解决袁费尔巴

哈就只能通过抽象的爱的宗教发出几声空洞的爱

的呓语遥
马克思野新唯物主义冶将唯物主义贯彻到了人

类社会历史领域遥 在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曳中袁马
克思明确指出院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袁
相反袁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遥 冶[4]渊P591冤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袁社会存在实质上是一种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袁它以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

基础遥 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尧政治

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袁是一定社会阶段袁一定社会

存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遥 政治尧法律尧宗教尧艺术和

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袁由
社会存在所决定遥 社会意识对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

反作用袁但不起决定作用遥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

矛盾与对立从根本上看袁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矛盾决定的遥 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决定和制约社

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遥 从根本上看袁社会存在与社

会意识矛盾的解决袁决定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盾解决遥 在人类历史上袁这种矛盾的解决大都是在

某一社会阶段袁当生产关系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

束缚和桎梏后袁以通过社会革命变更经济基础的方

式释放这种束缚后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遥
综上所述袁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在人类哲学史上

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袁他将人类的哲学视野从宗教

的天国下降到现实的人间袁在唯心主义垄断的世界

开启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遥 然而袁其认识论也

有历史的局限性遥 他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袁以感性

直观的反映论理解对象世界袁没有将唯物主义贯彻

到社会历史领域袁终而陷入唯心史观遥 马克思野新唯

物主义冶 认识论则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为出发点袁
通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来理解对象世界袁将以感性

实践活动获得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袁从而认

识对象事物的表象和本质袁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

识的辩证关系袁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内

在规律袁进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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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to Marx's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in "New Materialism" from Feuerbach

PAN Jun-ling
渊Wuh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Wuhan Hubei 430065袁China冤

Abstract: Feuerbach's epistemology droppe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religious heaven to the real world, opening
a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But instead of implementing materialism in social history, he used sensible and intuitive theory of
reflection to explain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finally fell into an ide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Marx's epistemology in his "
New Materialism" however, starting from perceptual practice, enhanced perceptual knowledge to rational knowledge, identified
the objects' presentation and nature, understoo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being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found the law of human societ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inally created a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develop鄄
ment from perceptual knowledge to rational knowledge, from the theory of direct reflection to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episte鄄
mology, from individual being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o social being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embodies the enlightenment
from Feuerbach's epistemology to Marx's "New Materialism".

Key words: Feuerbach's philosophy; Marx's "New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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