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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野唯灵论秩序冶 与黑格尔的国
家理念

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建立在对现代市民社会的

思辨考察的基础之上遥 它内含了现代工商业发展
所造成的普遍社会分工尧合作体系袁肯定每个社会
成员在这一体系中的特殊活动和自由都是自身不

可缺少的环节袁都具有社会和精神的价值遥与此同
时袁 国家理念又要求将在市民社会中由于每个人
对私利的追求所造成的普遍社会依懒关系袁 提高
到一种自觉的社会伦理意识袁 使其社会成员意识
到社会结合本身正是自身利益和自由的源泉袁从
而自愿效劳于巩固社会团结的事业遥黑格尔认为袁
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洞悉各特殊社会部门赖以生

存的社会整体精神袁 并在自觉汇集各特殊部门知
识的基础上袁 使整个社会及其成员处于一种整体
意识的有效指导之下袁最终通过个人尧各特殊产业
部门与社会共同体的统一袁 实现人类掌控生活世

界和自身命运的精神自由遥
黑格尔相信袁现代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使

基督教所宣扬的那种由 野灵冶渊统一的意识冤 所引
导袁每个社会成员都扬弃他的直接的自然性袁成为
野灵冶的参与者的野基督王国冶袁获得了具体地实现遥
但也正是在这里袁 黑格尔事实上复辟了基督教的
野唯灵论政治秩序冶遥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袁国家对
于揭示野社会普遍联系冶的概念知识的依赖与基督
教社会对于野圣灵冶的依赖是一致的遥 国家的真正
生命系于它的野概念知识冶袁只有在这种野知识冶中袁
国家才能完成其协调全部社会生活的任务遥 然而
国家的现实方面袁 作为属于历史性和偶然性的领
域袁无论黑格尔是否承认袁都很难避免与基督教社
会相似的处境遥 也就是说袁基督教时代那种野信仰
知识冶无力规范现实生活袁甚至在现实中腐化尧堕
落为最粗俗的情欲和最野蛮的暴力渊教会腐败冤的
情况也有可能在黑格尔的国家中重演遥 因为是关
于国家的野合理性知识冶不能自动地克服现实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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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这种知识本身还可能轻易地被现实冒充袁 使后
者获得它所不配拥有的野概念的光辉冶遥 黑格尔的
国家哲学正是因此在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那里

遭到了激烈的反对遥
黑格尔阐述其国家理念的纲领就是叶法哲学曳

中的这段话院野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要要要是作为

显示出来的尧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遥这种
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袁 并完成一切他所
知道的袁而且只完成它所知道的遥国家直接存在于
风俗习惯中袁 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
他的知识和活动中噎噎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
性的东西袁因为他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袁它在被提
升到普遍性的特殊的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

性遥 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
目的遥 冶咱员暂渊孕253冤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袁在
黑格尔那里袁关于国家的野理性知识冶袁构成了国家
实体性统一的真正基础遥国家只有在它的这种野自
我意识冶尧野自知冶中才能完成自身袁使自身成为绝
对自由的存在遥 显而易见袁这样一种国家观念袁正
是叶逻辑学曳中野绝对理念冶的实体形象遥 野绝对理
念冶的含义是野理念冶自由地设定自身的一切特殊
概念环节袁自由地设定概念的差别和联系袁最后从
他的全部概念的统一性中回归到自身遥 野绝对理
念冶排除了一切对自身来说不透明的尧偶然性尧外
在性的东西袁以此达到野绝对的知冶即自由遥而这也
正是黑格尔的国家的完善形态袁 即社会的一切部
门尧成员都按照整体的目的被安排袁同时社会的一
切部门尧成员都理解整体的目的袁并自觉献身于这
种安排袁从而使整体的目的获得实现遥黑格尔很清
楚袁 如此一来袁 他所谈到的国家就只能是国家的
野逻辑概念冶袁而不是任何特殊国家和特殊制度曰但
他坚信袁野逻辑冶 构成了国家的内在的真实的生命
和 野肯定的东西冶袁相反袁 现实的国家却不值得给
予过多关注袁 后者作为 野任性尧 偶然事件和错误
等的领域冶既不属于精神的事业袁也不具备持久的
力量遥 咱1暂渊孕259冤毫无疑问袁 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使现代
社会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袁 但也正
因如此袁 在他的国家哲学中袁 理想与现实的对
立袁 或者说现实不合逻辑的方面被大大低估了遥
这一点正像教会的尘世罪孽与教义是完全分离的

一样遥
即使我们严格按照黑格尔的思路袁 实存的国

家也可以存在于他的非真理性状态中袁 或者说国
家本身可以不作为真正的野精神生命冶而存在遥 这
样一种非真的野国家状态冶可以在逻辑学的客观概
念环节找到遥质言之袁国家可以停留在它的自然而
非精神的方面遥以逻辑学中的野机械性冶概念为例,
我们看到袁一个现实的民族袁例如黑格尔在叶德国
宪法曳 中提到的德意志民族就仍然停留在这样一
种外在的机械聚合状态遥在此袁国家理念的三个环
节要要要野个人冶尧野个人的特殊性冶渊需要和职业冤尧
野普遍体冶渊社会尧政府冤虽然必须互为中介才能得
到实现和满足咱2暂渊孕408-410冤袁但是因为它们仍然是机械
性的野聚集体冶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外在尧相互对抗
的袁所以它们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遥在黑格
尔的逻辑学中袁机械性的下一个阶段是野化学性冶遥
我们同样也可以找到与这一阶段相对应的 野国家
形态冶遥 在化学过程中袁个体由其本性的规定性被
结合到一个全体性的概念中袁 并在这个过程中丧
失了它们的自在自为性袁 客体因此表现为全体性
与个体性的绝对矛盾咱3暂渊孕384,386-387冤袁与这种客体形态
相对应的野化学国家冶袁正是一种专制的国家状态遥
我们很容易看出袁 所有这些国家的非真形态都与
野绝对理念冶或者说野国家理念冶不相符合袁但是它
们却都可以在历史上实存遥 而这也就意味着即便
黑格尔的逻辑学达到了对现代政治社会的全面认

识袁 现实历史也仍然可以具有外在于它的命运遥
野逻辑学冶 可以轻易被任何一种专制权力俘获袁成
为普鲁士王国或者法西斯政权的辩护工具遥
二尧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及

其限度

费尔巴哈的巨大影响来自于他公正地指出了

黑格尔野绝对哲学冶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野唯灵论冶
性质遥他按照批判神学的方式来批判野绝对哲学冶遥
在叶论基督教的本质曳中袁费尔巴哈已提出院人是上
帝的本质袁如果宗教把这种本质看作纯属上帝的袁
那么人就被剥夺了这种本质袁成为异化的人袁上帝
越富有袁人就越贫困遥 咱4暂渊P91)费尔巴哈认为袁野绝对哲
学冶事实上犯了与宗教同样的错误遥 费尔巴哈说院
野黑格尔的逻辑学袁是理性化了的和现代化了的神
学袁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冶遥 咱5暂渊孕103冤这种野思辨神学冶
的最大特点袁就在于它将野神圣实体冶理性化尧人化
之后袁继续保持了野神圣实体冶与人的真实存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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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形态遥 也就是说袁野神圣者冶凭借人的思维袁在
哲学中具有了一种野此岸世界冶的形态袁它因此能
够在一个普遍对神学失去信任的世界袁 重新说服
人们满足于野思维王国冶的真理性袁而不去关心自
己的生活袁实现自己的本质遥就此而论袁野黑格尔哲
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冶袁野谁
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袁谁就不扬弃神学冶遥 咱5暂渊P101,114-115冤

费尔巴哈由此提出了著名的 野主谓颠倒冶问
题遥 在他看来袁 黑格尔哲学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把
抽象思维当作具有设定作用的主词渊主体冤袁而把
现实存在仅仅当作主词所设定的宾词袁 当作依附
于主体的东西遥 费尔巴哈认为袁思辨哲学野抽象地
假定了自然以外的自然的本质袁 人以外的人的本
质袁 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的本质噎噎从而在抽象
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整个体系冶遥 咱5暂渊P104-105冤如此一
来袁思维实际上成了一个独存的理智实体袁现实的
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真理完全被它排斥在外了遥 费
尔巴哈认为袁为了纠正黑格尔哲学的错误袁挽救现
实的人的价值袁必须恢复野存在冶本身的主词地位袁
从感性的尧自然的存在出发理解人袁才能达到具体
的人的本质遥费尔巴哈相信袁只要把野思辨哲学冶颠
倒的主词和谓词袁再次颠倒过来袁把被黑格尔野贬
低到注释里冶的那个感觉主义的尧有限的人恢复为
主体袁野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尧 纯粹明显的真
理遥 冶 咱 5暂渊P103-105冤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这种批判袁在
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袁 因为它使人们重新注意
到袁 人的现实活动本身才是理解人的本质及其社
会规律的前提遥 马克思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这一
点袁 才开始转向对于现实的人和他们的经济生活
的研究遥
其次袁 我们还要看到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

消极方面遥 这就是由于没有深入探讨黑格尔思想
的具体方面袁费尔巴哈的野新唯物主义冶尧野人本学冶
都没有达到思辨哲学对现代社会的理解袁 费尔巴
哈理解的人只是野自然人冶遥就此而论袁黑格尔那种
指向整个人类文明的野具体的思维冶实际上是再次
被费尔巴哈表象化尧孤立化了遥仔细研究费尔巴哈
的叶黑格尔哲学批判曳将会证实我们的这一看法遥
在这部作品中袁费尔巴哈几乎没有讨论叶逻辑学曳
与叶现象学曳的中间章节袁只是一再强调袁黑格尔从
野存在冶尧野无冶尧野这冶等范畴推演出绝对理念袁只是
由于预先设定了绝对理念袁从而断言野绝对理念冶

的体系只是主体的表达袁它依存于一个时间中的尧
现实的人即黑格尔本人袁 所有逻辑的关系都在这
个野作判断的主体冶里面遥 咱5暂渊P51,64-65冤费尔巴哈没有再
去追问那个现实的人所作的判断究竟是什么袁他
满足于宣布野绝对理念冶本身的属人性和时间性袁
以便把它宣布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东西袁 一种对于
现代个人的压力和专制遥咱5暂渊P50冤正因如此袁费尔巴哈
忽视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特点与现代市民社会的

思辨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袁他不知道黑格尔的野逻
辑判断冶袁本身正是基于对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
实现方式的理性考察遥在黑格尔那里袁思辨思维的
真正价值在于超越现代哲学所坚持的抽象的自

由尧财产观念袁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生活的角度理
解财富尧分配尧职业尧等级尧法律尧行政事业的必要
性和它们之间相互依赖性遥 思辨思维是真正的社
会性思维袁相比于抽象的感觉主义尧自然主义袁它
更能理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利益和自由遥 由于跳
过了黑格尔叶现象学曳和叶逻辑学曳的中间环节袁费
尔巴哈始终没能发现叶现象学曳中对野普遍劳动冶尧
野法国革命冶尧野拿破仑帝国冶的分析袁也没有注意到
叶逻辑学曳中野意志自由冶使自身客观化袁亦即把自
身约束尧限制为契约尧法律尧社会制度的自由的现
实化进程遥 这使他对人的理解恰恰处在了远远低
于黑格尔的水平上院感性的人成了绝对的人袁自然
本身又成了人的绝对本质袁 但是感性和自然本身
在此却都成了失去历史和社会内涵的抽象物遥 结
果在费尔巴哈那里袁说人是自然的尧感性的反倒比
说人是受逻辑规定的更贫乏尧更虚幻遥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袁 当 1848年革命发生

时袁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都迅速被人遗忘了遥
现代社会和它的革命运动需要真正的自我理解袁
停留在抽象的 野自然冶尧野人冶尧野感性冶 是远远不够
的遥 当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野绝对哲学冶脱离现
实的时候袁他自己恰恰更严重地脱离了现实遥黑格
尔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思考必须重新被认识袁 而这
项工作最初正是通过马克思写作 叶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曳开始的遥
三尧 批判黑格尔与市民社会的重

新发现

黑格尔对于现代政治哲学最大的贡献在于袁
他思辨地考察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社会化尧 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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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和他们自私欲望的矛盾遥 但是黑格尔为了
扬弃这个矛盾袁 转而求助于一种理性化了的政治
权力袁 并最终将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思辨的逻辑学
之上遥这种对于政治权力袁特别是逻辑渊理性冤知识
的强调袁 使黑格尔的学说再次陷入到一种与宗教
上的野唯灵论冶同样脱离现实的境地遥 正如邹诗鹏
在叶激进政治的兴起曳中所见袁黑格尔的国家哲学
只能算作是对逻辑学的补充和应用遥 咱6暂渊孕106冤在黑格
尔那里袁国家依赖于逻辑袁正如社团依赖于圣灵启
示的真理遥受此影响袁德国政治哲学在黑格尔以后
实际上倒退回了朴素的自然主义和抽象的国家主

义立场遥 在致卢格的信中袁马克思就曾写道院野渊在
当时袁冤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袁除了醉心于自然
的人以外袁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遥 冶咱7暂渊孕443冤在此背景
下袁 为了恢复政治哲学的真实内容袁 就必须突破
野逻辑学冶对于现实社会的封锁遥 虽然早有论者指
出袁在写作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曳时袁马克思并未深
入理解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咱8暂渊孕121冤袁但是这
却不妨碍马克思透过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袁 重新
将野市民社会冶确立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题袁并最
终在更高的水平上创建扬弃现代市民社会及其经

济学的原则遥
马克思对黑格尔叶法哲学曳的批判袁内含了两

个批判过程袁即对黑格尔的野逻辑神秘主义冶渊唯灵
论冤的批判和对与野逻辑神秘主义冶捆绑在一起的
野粗陋的经验主义冶的批判遥
首先袁在对野国内法冶总论的讨论中袁马克思重

点批判了黑格尔叶法哲学曳的逻辑神秘主义遥 在马
克思看来袁黑格尔的叶法哲学曳不是从现实的社会尧
国家出发的袁它真实的源头是叶逻辑学曳遥在黑格尔
那里袁政治制度仅仅是为了论证逻辑而存在袁真理
已经被封存在逻辑学的野圣宫冶中袁它是一切社会
现实和权力的灵魂袁 这种作为灵魂的东西在它的
躯体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袁 躯体本身实际只是一
种假象遥 马克思说院在黑格尔的国家制度中袁野耶概
念爷是耶观念爷的圣父的圣子袁它是动因袁是决定性
的和有辨别力的原则遥 耶观念爷和耶概念爷在这里是
独立自在的抽象冶遥 咱9暂渊孕19冤 这实际上正是在宣告黑
格尔国家学说的野唯灵论冶性质袁即黑格尔所谓的
国家的内在和谐源自于一种观念袁 国家的 野合理
性冶本身仅仅是与现实无涉的观念的野同语反复冶遥
不仅如此袁马克思还指出袁黑格尔将国家置于一种

野纯粹理念冶的基础上袁必然造成一种野主谓颠倒冶
的政治逻辑遥 根据黑格尔意思袁家庭尧市民社会这
些在现实世界中本来是国家的前提的东西仅仅是

国家这一整体概念的野有限性环节冶袁只有国家才
是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袁家庭尧市民社会仅仅是国家
内部的器官袁 因此它们与国家之间的差别本身是
不真实的东西遥但在马克思看来袁黑格尔只是以整
体概念袁掩盖社会的现实矛盾袁因为概念本身不能
直接跃进到现实袁概念的野同语反复冶无法超出自
身断定政治制度是野有机体冶袁断定国家的利益等
同于社会的利益遥 咱9暂渊孕10,12,14冤马克思由此断言袁黑格
尔的叶法哲学曳本身只是以抽象的理想冒充科学袁
只有将野国家哲学冶这种现代野宗教冶颠倒过来才能
发现市民社会的真理和人的真实自由遥
其次袁在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曳中袁马克思着重

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哲学的 野粗陋的经验主义冶袁也
就是黑格尔关于王权尧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学说遥在
这些讨论中袁马克思对野市民社会冶的关注日渐突
显出来遥
针对野王权冶袁马克思提出袁黑格尔将国家的主

权归于君主袁本身只是逻辑观念把野真理性冶归结
为某种经验存在的随意行为袁是一种野上帝人化冶
的抽象的尧神秘的运动遥咱9暂渊孕51冤君主制本身恰恰反映
出院人民还没有真正使国家成为自己的野客体冶袁亦
即人民还没有主导政治生活遥黑格尔相信袁君主制
是使国家统一为一个共同意志的最高环节遥 但是
马克思却看到袁 君主制本身的存在恰恰以人在市
民社会中的野异化冶尧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分离为前
提遥一旦人的野真实的经验存在冶自己上升到真理袁
也就是使受到特殊领域和抽象政治制度束缚的私

人按照野民主制冶的方式组织起来袁人民自身就会
形成普遍性的意志袁从而取消君主存在的必要性遥
马克思相信院野民主制冶 能够根据人民生活的特殊
内容袁去规定政治制度和法律袁从而使他们的特殊
内容提高到普遍性袁实现社会生活的统一遥不难看
出袁 马克思在此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关于市民社会
的自我规定尧自我扬弃的思想遥
针对野行政权冶袁马克思认为袁在黑格尔那里袁

掌握国家行政权的官僚等级被过分理想化了遥 黑
格尔假定官僚等级具有统率全局的知识和目的袁
能够起到限制和引导特殊社会部门 渊同业公会冤袁
使之服务于普遍社会利益的作用遥 但马克思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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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袁官僚制实际与野同业工会冶的目的和利益是
同质的袁官僚制只有依靠野同业工会冶造成的社会
分化才能存在遥一旦野同业工会冶的特殊权力尧利益
被削弱袁市民社会就会朝着自我组织尧自我规定的
方向发展袁 官僚政治就会与君主制一起被 野民主
制冶废黜遥 马克思断言院在野官僚政治冶作为一项新
原则存在的地方袁人们只能看到一种虚构的野国家
幻想冶袁官僚等级本身才是国家的最终目的遥野就单
个官僚来说袁国家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袁变成
了追逐高位尧谋求发迹遥 冶咱9暂渊孕58-61冤在这里袁马克思不
仅揭示了现代官僚等级的虚伪性袁 同时也表明只
有没有特殊利益的市民等级才能成为 野普遍等
级冶袁担负起宗教和政治国家都未能完成的政治使
命遥可见袁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意义的发现正
是从此开始的遥
关于立法权的讨论是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曳中

试图将国家权力重新追溯到市民社会的最深透之

笔遥 黑格尔的野立法权冶观念宣称院野人民是国家的
利益冶遥 咱9暂渊孕82冤但马克思却注意到袁人民在黑格尔的
野立法权冶中仅作为野等级要素冶具有一种虚幻的政
治存在遥人民被排斥在了立法行动之外遥因为根据
黑格尔的看法袁 等级的知识和意志并不起决定作
用袁因为人民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袁只有行政权才
全面了解野整体的种种方面冶和野稳固地存在于整
体中的现实的基本原则冶遥 咱9暂渊孕80冤其次袁在马克思看
来袁隐藏在这种虚伪的野立法权冶背后的东西袁正是
最粗陋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遥马克思发现袁黑格尔
为了使 野立法权冶 获得一个不依赖于特殊产业利
益尧能够独立从事立法判断的政治等级袁草率地赋
予地产所有者一种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遥由此袁一
种野道地的私有财产冶被确立为政治制度的野最高

存在冶袁野国家制度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
度冶遥 咱9暂渊孕123-124,135冤马克思因此指出袁黑格尔的野立法
权冶排斥人民的参与袁却不排斥私有财产的参与曰
只有人民自身行使野立法权冶袁国家权力才能与人
民利益融为一体遥
马克思对黑格尔叶法哲学曳的批判具有重要的

思想史意义遥 因为它表明了在黑格尔之后政治哲
学的一种全新可能性袁 这就是建立现代社会的自
我批判遥 黑格尔虽然发现了现代社会自身的理性
精神渊个人特殊性与社会普遍性的统一冤袁但是由
于没有摆脱基督教政治框架的束缚袁 黑格尔不得
不为社会自身的野理性冶选择一个超出社会之上的
承担者袁这就是政治国家遥 黑格尔相信袁国家可以
在野概念知识冶的指导下合理地安排社会生活袁但
是市民社会和国家制度本身的发展却证明了这一

想法的荒谬性遥 将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封闭在旧
的国家制度的框架下袁只能导致脱离现实的野唯灵
论冶尧野逻辑神秘主义冶和理性精神自身的异化遥 马
克思的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曳正是破除这种野唯灵
论秩序冶的最初尝试遥尽管马克思此时尚未深入研
究政治经济学袁 但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考
察和批判袁马克思已经认识到野市民社会冶才是国
家的真正主体袁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自我组织渊此
时马克思认为是民主制冤 才能扬弃市民社会的矛
盾性质袁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普遍精神的统一遥沿
着这一方向袁马克思终将发现袁现代社会自我批判
和更新的真实道路是扬弃私有财产袁 通过自由劳
动者的联合占有社会生产力袁 使之服务于人的全
面的尧 自由个性的发展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 马克
思的 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曳 正是 叶资本论曳 的伟
大序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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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ll Demonstration of An Iron Army
--An Exploration of the Image of Red Army in the Long March

ZHOU Bao-yan

渊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210003,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In its Long March the CPC -led Red Army demonstrated its unique qualities of firm Marxist
beliefs, dauntless revolutionary courage, strict organizing disciplines and a sense of mission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eople's liberation. Such iron qualities are guarantees for the Red Army's victory in the
Long March. Reviews of those " iron spirits" are helpful for realizing President Xi's goal in army reform
and shaping a people's army which is " under the Party's direction, specialized to win victory and
conducting good behaviors" .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Red Army; Long March; Iron Army

渊上接第 31页冤

The Screening and Rediscovery of Civil Society Question
--from Hegel to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IAN Guan-hao

渊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Department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state, there is for the first time speculations on modern civil society.
However, due to its over emphasis on the dominance and promo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n civil
society, Hegel's philosophy of state is entrapped in " spiritualism" characterized in the division between
spirits and realities. Later, in Feuerbach the illus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is revealed, but the civil society
concerned by Hegel is screened. Only in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he reflections,
reconstructions and promotions of civil society are taken as a theme of philosophy again. It is in that sense
the book forms a great prelude to his Das Kapital.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philosophy of state; civil society; Hegel; Feuerbach;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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