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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的理性观念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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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自然科学与哲学中的理性观念ꎬ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同时ꎬ也
表现出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ꎮ 青年马克思在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时ꎬ对理性

观念在现实社会的表现进行反思与批判ꎬ并将理论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社会现

实ꎬ以此探索工人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道路ꎮ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ꎻ理性观念ꎻ社会危机ꎻ异化

在近代自然科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中ꎬ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理性观念

功不可没ꎬ它成就了资本主义延续至今的极大荣耀ꎬ也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

大的生产力ꎮ 然而ꎬ理性一旦越过它的合理界限ꎬ难免对人与社会带来深刻危

机ꎮ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出现ꎬ与理性危机的产生具有同步性ꎬ这使得马克

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ꎬ不得不反思其理性观念这个根源ꎮ

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理性观念

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到来的先声ꎬ必是观念上所引领的种种变革ꎮ 资本主义

社会的产生ꎬ在思想上得益于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理性观念的引导ꎮ 理性观

念所带来的ꎬ不仅是以科学技术推动的强大社会生产力ꎬ而且还是社会关系所展

开的深刻变革ꎮ
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仰仗科技革命ꎬ而理性观念则在近代自然科学中居于

核心地位ꎮ 培根就强调科学技术在改变世界方面的效能ꎬ他着眼于人类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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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生活状况ꎬ视科学技术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杠杆ꎬ“知识就是力

量”无疑是他给予科技的最高肯定ꎮ 这里所谓的“知识”ꎬ即指科学技术中的经

验知识ꎮ 依据培根的逻辑ꎬ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ꎬ无外乎是先对事物进行有效观

察而形成自然知识ꎬ之后则是在大量经验事实中对其进行甄别、归纳和总结的过

程ꎮ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ꎬ是笛卡尔的数学演绎方法ꎮ 笛卡尔认为经验论在面

对无穷尽的对象时并不可靠ꎬ倘若以此为基础进行推理则容易发生错误ꎬ而数学

是先天演绎方法论的最好样板ꎬ即正确的前提必将推导出必然的结果ꎮ 因此ꎬ获
得真正可靠的前提至关重要ꎬ这一前提只有通过理性的“我思”去把握ꎮ “我思

故我在”这一命题形成“思维—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ꎬ对近代以来人们的

观念产生巨大影响ꎮ 这种方式经牛顿发展为归纳—演绎法ꎬ把实验观察和数学

演绎紧密结合起来ꎬ最终确立理性观念在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统治地位ꎮ
在哲学上ꎬ由于摆脱了中世纪神学自然观的束缚ꎬ人们得以运用全新的眼光

来审视周遭世界ꎬ一种科技理性的思维方式逐渐孕育出来ꎮ 然而此时ꎬ牛顿的绝

对时空观念受到追捧———认为整个自然界具有亘古不变的绝对性ꎮ 古希腊时期

人们对于万物流变的认知ꎬ在这里都被予以怀疑和否定ꎮ 由于自然中任何变化

发展的观念皆被抛弃ꎬ自然界所呈现给人们的ꎬ乃是十足的保守面貌ꎮ 我们此时

所处的世界ꎬ实际上与上帝创世那一刻所造就的状态并无二致ꎬ而且“直到世界

末日或万古永世ꎬ一切都仍将和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ꎮ” 〔１〕在近代科技理性思维

的影响下ꎬ人们倾向于以数学和物理学的方式将世界进行根本还原ꎬ即世界万物

的所有复杂变化ꎬ都可以从机械位移与物理碰撞方面加以解释ꎮ 数学上的“量”
与物理学上的“力”一起ꎬ共同构筑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ꎮ 这样ꎬ自然、社
会乃至人本身ꎬ都被彻底机械化了ꎮ 近代理性观念的基本特征是这样的:人与自

然相分离、自然界的数学设计、物理世界的力学还原以及自然的机械类比ꎮ〔２〕 这

种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理性观念ꎬ由于机械自然观的存在而具有统治地位ꎬ恰如恩

格斯所说:“这种陈旧的自然观ꎬ虽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显得漏洞百出ꎬ但是它

仍然统治了 １９ 世纪的整个上半叶ꎮ” 〔３〕

对于资本主义确立所需要的理性观念而言ꎬ除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哲学中的

理性思想推动之外ꎬ另一重要因素来自启蒙运动ꎮ 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

动的历史功绩ꎬ并不仅仅在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ꎬ更重要的在于人类的思想“启
蒙”ꎮ 启蒙运动强调人类需要运用理性的力量来摆脱蒙昧意识ꎬ以知识来扫荡

人们的迷信和无知ꎬ最终使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处在理性支配下ꎮ 启蒙运动

的历史意义之所以深远ꎬ皆因它以人类运用理性和理智为工具ꎬ将自身从宗教以

及各种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ꎬ最终实现人的自由ꎮ 正如康德所总结的那

样:“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ꎬ“要有勇气运用

你自己的理智ꎬ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ꎮ” 〔４〕

然而ꎬ在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社会里ꎬ由于理性逐渐被高度意识形态化、
技术化和极权化ꎬ理性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滑向自身的反面ꎮ 一系列棘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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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ꎬ伴随着以科学为武装的理性出现在人类面前ꎬ人类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

惑和忧虑之中ꎮ 空前提高的社会生产力ꎬ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的繁荣景

象ꎬ但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下面ꎬ却是工人阶级生产劳动与社会交往发生异化的现

实ꎮ 理性解放人类的初衷为何走向了反面?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不得不对此进

行反思ꎮ 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中ꎬ资本犹如一个无处不在的精灵ꎬ它
将各种生产要素都聚合在生产力上ꎬ造就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ꎮ 在资本无限增殖自身的本性驱动下ꎬ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之

间的矛盾进一步暴露ꎬ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时至今日都无法彻底消除的痼疾ꎬ这
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与社会异化的现象ꎮ

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ꎬ实际上也昭示近代的“科学理性”
取得成功ꎮ 然而ꎬ资本主义在不断开辟自己的发展空间的同时ꎬ却无意中带来诸

如技术统治、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人的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ꎮ 这不得不引起

人们的深刻反思:理性观念到底潜藏着什么样的危机? 带着这种疑惑ꎬ马克思所

进行的理性批判就显得理所当然ꎮ

二、马克思政治实践中的理性反思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ꎬ资产阶级有机会将启蒙以来的理性思想全面付

诸于社会ꎮ 然而ꎬ包含在国家与法律中的资产阶级理性观念令人质疑ꎮ 对于这

种理性观念的反思ꎬ马克思并没有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开启反思之旅ꎬ而是以宗教

作为反思与批判的入口ꎮ 马克思认为ꎬ由近代“科技理性”导致的世界ꎬ是一个忘

却人的生活本质的“颠倒了的世界”ꎬ在这个“颠倒了的世界”里ꎬ存在着“颠倒了

的世界观”———宗教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宗教批判是反思理性观念的重要突破口ꎬ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ꎬ“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

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ꎮ” 〔５〕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与恐惧ꎬ产生了最初

的图腾崇拜ꎬ在自觉的理性追求中图腾崇拜被发展为宗教活动ꎮ 可见ꎬ宗教起源

于人们的非理性情感ꎬ最终却定型于理性追求的结果ꎮ 尽管黑格尔做出了逻辑

泛神论的尝试ꎬ将一切事物及其发展都编织进逻辑的必然性中ꎬ但他始终没有解

答这么一个问题:宗教之中固然体现着理性观念ꎬ可宗教的理性观念又从何而

来? 对此ꎬ费尔巴哈认为ꎬ诸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ꎬ尽管

看似神秘莫测但实质却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ꎮ 宗教乃至上帝原本是人们

观念的产物ꎬ但却反过来统治人自身ꎬ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ꎮ 在“世界被二重

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 〔６〕 的判断下ꎬ费尔巴哈为宗教找到了人这

个世俗基础ꎬ随后又为宗教中的理性统治寻求突围之道ꎬ即重新发现和恢复感性

直观的类本质(感情、爱欲等)ꎬ但由于费尔巴哈的哲学存在形而上学的先天缺

陷ꎬ致使他依然没有揭示宗教的理性观念来源ꎮ
马克思认为ꎬ理性观念并非先天就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ꎬ它并非人们现实生

活的根源ꎬ更不能成为宗教意识的本质ꎮ 情感的慰藉、友爱的需要依然不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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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观念的现实基础ꎬ唯有人们直接从事的生产劳动才能有此担当ꎮ 尽管如此ꎬ
拥有理性观念的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发生了异化ꎮ 马克思对于宗教异化的批

判ꎬ从三个方面循序渐进展开ꎮ 第一ꎬ现象被视为本质ꎮ 当本质发生异化时ꎬ从
现象就难以通达真正的本质ꎬ现象也仅仅是本质在现实生活中的替身而已ꎮ 宗

教的本质ꎬ来自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需要ꎬ却异化为虚假观念的反映ꎮ 第二ꎬ
本质发生了异化ꎮ 人类身处的自然界ꎬ原本是需要认识和改造的客体ꎬ但是这个

客体却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敬畏的神圣之物ꎮ 人对于自然产生了依附关系ꎬ对
之虔诚地加以顶礼膜拜ꎬ乃是活生生的异化ꎮ 第三ꎬ宗教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人们想方设法去寻求上帝存在的佐证ꎬ其实是将人的自我意识做

出抽象规定ꎬ以纯粹逻辑形式来对此加以解释ꎬ结果是人丧失了真正的自我意

识ꎮ 对此ꎬ马克思试图从神那里夺回人的自我意识ꎬ并将之视为人与生俱来的特

性ꎮ 正是因为人的主体地位被神取代和压制ꎬ马克思表示“痛恨所有的神”ꎮ 那

么ꎬ缘何现实世界会招来原本应该待在天国的神? 马克思认为ꎬ“因为无理性的

世界存在ꎬ所以神才存在ꎮ” 〔７〕

现实世界到底如何“无理性”? 青年马克思的现实政治斗争给出答案ꎮ 在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ꎬ马克思就以“理性”为原则审视普鲁士的

书报检查令ꎬ认识到它与“理性”所宣称的自由实则背道而驰ꎮ 既然国家的某些

制度都违反理性原则ꎬ那么ꎬ国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也值得怀疑ꎮ 马克思指出ꎬ
普鲁士国家无法体现理性原则ꎬ它是需要彻底改造的基督教国家ꎬ倘若国家真的

合乎理性ꎬ根本无需借助基督教的神秘外衣ꎬ换言之ꎬ国家正试图为自己套上神

圣的光环ꎬ以掩盖自己不合理性的根柢ꎮ 书报检查制度不是一系列恶果的症结ꎬ
废除这个制度无异于隔靴搔痒ꎬ唯有推翻不合理的普鲁士国家才能真正解决问

题ꎮ 此时ꎬ马克思尽管立足于黑格尔保守的理性原则ꎬ却得出变革现实制度的激

进结论ꎬ反映他的理性反思和批判走向深化ꎮ
人们最初掌握理性是为了实现自由的生命本质ꎬ如若理性在现实生活中背

离它的初衷ꎬ自由必然受到损害ꎮ «莱茵报»时期ꎬ马克思发表一系列战斗檄文ꎬ
对新闻出版不自由的状况加以讨伐ꎬ譬如ꎬ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

篇论文)»中ꎬ他对于出版自由受到损害表示强烈不满ꎮ 马克思意识到ꎬ普鲁士

国家由于自身的不合理对自由造成的损害ꎬ不仅体现在它限制出版自由上ꎬ就连

莱茵省的等级议会上也竟然体现得淋漓尽致ꎮ 相比英法等西欧国家ꎬ德国的工

业化进程相对起步较晚ꎬ导致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相对薄弱ꎬ新兴资产阶级在

与封建贵族势力的斗争中被迫采取妥协策略ꎬ这种阶级力量对比反映在等级议

会中ꎬ占据优势地位的自然是势力强大的封建贵族阶层ꎮ 等级议会的结果不难

想象ꎬ显然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得到维护ꎬ而普通民众的利益通常无以保障ꎮ
在这篇文章中ꎬ马克思将莱茵省议会不公平的实质揭露出来ꎬ至于莱茵省议会到

底是个什么样的议会ꎬ马克思后面一语中的:“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ꎬ而
是等级ꎮ” 〔８〕理性一旦作为帷幕遮挡了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ꎬ社会各方面遂被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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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理性统治的单一模式之中ꎮ 资本主义原以为自己能书写最后的历史ꎬ成为人

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制度的“终结者”ꎬ但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ꎬ却使得

现实社会如此不合理ꎮ 为了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从理性的抽象性中解放出来ꎬ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ꎬ对资产阶级滥用的理性思

维进行批判ꎬ并推动其理性反思与批判获得现实诉求ꎮ

三、马克思理性观念反思的价值意蕴

在马克思对“理性国家”本身的合理性提起质疑后ꎬ具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的经济活动去推进这一批判ꎬ这一过程经由他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而完成ꎮ
马克思看到ꎬ诸多矛盾充斥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劳动工人原本是商品的

生产者ꎬ却沦为与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甚至比商品更加低贱的产品ꎻ工人生

产商品的数量与自身的贫困程度成反比ꎻ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竞争使得少数

资本家一夜暴富ꎬ同时也推动垄断的形成ꎻ社会中原有的其他阶层正在消失ꎬ整
个社会无形中正在分化为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ꎮ 这些再明确不过的社会

事实ꎬ却似乎没有进入国民经济学家的关注视野ꎮ 直接的后果则是ꎬ国民经济学

家想当然地以私有财产作为分析的出发点ꎬ并将它视为无可争议的基础来看待

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ꎮ 然而ꎬ对于私有财产从何而来ꎬ它为何具有这种无可争议

的合法性等这些前提性问题ꎬ国民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处于失语状态ꎮ 马克

思基于社会经济的经验事实ꎬ进一步去拷问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失误ꎬ并将他们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道破出来ꎮ 马克思意在指出ꎬ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ꎬ私
有制并非一个恒定的理性存在ꎬ它也是具有历史性的ꎮ 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需

要ꎬ私有制是私有财产的制度化表现ꎮ 那么ꎬ现实社会中的私有财产又从何而

来?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中去寻找答案ꎮ 在实际的经济和生产活动

中ꎬ存在着如此这般的怪现状:工人的贫困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懒惰ꎬ恰恰是因

为他们生产了太多的产品ꎻ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ꎬ自身就越廉价ꎻ工人阶级的贫

困换来的是社会产品的丰富ꎮ 这种怪现状被马克思总结为:“物的世界的增值

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ꎮ” 〔９〕 私有财产由异化的生产关系引起ꎬ“通过异化劳

动ꎬ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ꎬ
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ꎬ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

系ꎮ” 〔１０〕工人原本充满感性的、丰富性的、为了自身全面发展的自由自觉的劳动ꎬ
现在变成为单纯的为满足他人利益的劳动ꎬ这个“他人”自然就是资本家ꎬ两者

之间的剥削与依附关系一目了然ꎮ 因此ꎬ欧文、傅里叶等人强烈声讨的私有制的

罪恶ꎬ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再次获得佐证ꎮ 那么ꎬ一种期望似乎随之而来ꎬ
即废除私有财产是不是消除异化的根本之道? 然而ꎬ现实证明了这种期望的天

真ꎬ私有财产并不是异化劳动之根本ꎬ相反ꎬ它是劳动外化出来的必然产物ꎬ而资

本主义私有制才是罪魁祸首ꎮ 劳动和资本在私有财产中的运动ꎬ使得劳动的主

体在资本增值中被悄然隐藏ꎬ所呈现出来的只有 Ｇ—Ｗ—Ｇ′这么一个过程ꎮ 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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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劳动主体被隐藏起来ꎬ那么ꎬ一切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都失去了光辉ꎮ 我们

甚至可以说ꎬ资本或货币就是资产阶级的理性ꎮ 资本和商品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

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ꎬ而作为商品生产主体的劳动者却不见踪影ꎮ 不难发现ꎬ原
来是由异化劳动与资本共同主导的私有财产运动ꎬ结果只能是劳动工人逐渐贫

困ꎬ资本家却滚雪球似的获得巨大财富ꎬ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随之成为

一种必然ꎮ 正是对资本运行的状况了然于胸ꎬ特里伊格尔顿才总结道:“资本

主义制度的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ꎬ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ꎬ而这就意味着将

有许许多多人死于非命ꎮ” 〔１１〕无疑ꎬ阶级对立为社会变革埋下伏笔ꎮ 在工人阶级

与资本家阶级的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ꎬ要么是资产阶级采取更加严厉的阶级

统治ꎬ要么是无产阶级奋起打碎国家机器而解放自身ꎮ 物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

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ꎬ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肌体中ꎬ否定与消除私有制ꎬ
无异于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ꎮ 一旦资本主义被否定和推翻ꎬ取而代之

的则是更先进和合理的社会形态ꎮ
可以看出ꎬ马克思对从政治经济学中推进理性反思ꎬ是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

这个角度展开的ꎮ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ꎬ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工人同资本家对立

的反映ꎬ也是工人同资本家对立的物质基础ꎬ它体现了理性国家中“现实的矛

盾”ꎮ 这一矛盾的结果是工人的普遍贫困ꎬ甚至是人的本质的丧失ꎮ 要打破劳

动与资本对立的现实格局ꎬ私有财产必须被否定和扬弃ꎮ 对此ꎬ原苏联学者巴日

特诺夫认为:“马克思不是把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仅仅理解为对物质财富这种

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的占有ꎬ而是解释为对结晶于这些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对

象中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剥削ꎮ” 〔１２〕

诞生于科学与哲学中的理性观念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里却表现为对人

的本质力量的剥夺和否定ꎮ 青年马克思对理性观念的反思与批判ꎬ将扬弃私有

财产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任务指明出来ꎮ 毕竟ꎬ与人性发展相符合并朝向人

与社会的全面发展ꎬ实现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复归ꎬ才是一个社会合乎理性的本

质追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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