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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实” 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马克思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实

现了 “现实” 概念的变革。 这一变革主要体现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进行了双重批判， 指出前者是

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现实， 后者是从客体方面去理解现实， 都没有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把现实理解为一种革

命的、 实践的活动。 马克思对传统西方现实观的变革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 按照马克思的现实观， 评

判社会历史就是要深入社会的实体性内容， 立足于实践改变社会。 把握与诠释中国的社会现实， 就是立足

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 不断改变 “现存” 状态的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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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然而， 人们常把它与 “现存” 或者 “事实” 等

同起来， 认为现实就是摆在那里直接呈现在我们

面前的事物。 很显然， 如果这样理解， 我们就无

法领会到马克思在 “现实” 概念方面发动的哲

学革命的意义。 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

的现实观与黑格尔现实观的联系， 指出黑格尔 －
马克思谱系中现实的本质或现实的概念， 但是缺

乏从整体上凸显马克思的现实概念革命的阐述，
对运用这一概念分析和看待社会现实的相关论述

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 西方传统哲学的现实观： 从
柏拉图的 “理念” 到费尔巴哈的
“现实”
　 　 现实是什么？ 我们凭借五官可以直接把握到

它， 还是需要通过逻辑分析才可以认识它？ 这一

疑问， 在西方传统哲学家那里有许多不同的讨

论。 对此， 我们作一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古希腊哲学家们很早就开始从表象世界中寻

找事物的真正本质。 如古希腊早期就有阿克琉斯

与乌龟的故事流传， 这一故事至少告诉我们不能

完全相信感官， 需要依靠逻辑才能达成对现实的

理解。 后期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如柏拉图， 认为现

实中的事物都是对 “理念” 世界的一种 “分

有”， “理念” 才是真正的本质。 他借以 “洞穴

说” 隐喻了 “现象” 与 “本质” 的辩证法， 认

为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人的影子， 并不是真正的

本质。 只有不断 “后转” “扭头”， 依靠启蒙辩

证法， 走出洞穴， 才能发现真理， 即真正的现实

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则相反， 认为理念是对现实

世界的一种反映或模仿。 亚里士多德试图说明实

体是如何生成的， 阐述了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
在这里， 现实既是运动的动力， 也是一个目的论

概念。 现实在这里既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也

是一个完成的过程。 在中世纪， 很多民众生活在

苦难之中， 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 把希望寄托在

彼岸的上帝， 因而上帝对他们而言才是现实。 其

实， 不论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有何差异，
几乎没有多少哲学家认同感觉等同于现实， 或者

说把现实直接等同于现存的事物。 为何众多的哲

学家持有这种看法？ 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直接呈现

在我们面前的现象是不可靠的， 因而要通过逻辑

等方法把握背后的本质， 从而认识规律。
近代围绕如何才能认识真理， 形成唯理论和

经验论两大学派。 简要地说， 经验论者认为唯理

论者虽然依靠推理， 能够得出结论， 但是推理的

前提没有得到证明。 唯理论者发现经验虽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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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新知识， 但依靠经验无法得出普遍必然性的

结论。 康德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 发动了 “哥
白尼式的革命”， 并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 但留

下 “物自体” 难题。 黑格尔在其 《逻辑学》 《法
哲学原理》 等著作中阐述了他的现实观。 在黑

格尔哲学的语境中， 现实与存在并不相同， “存
在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 ［１］１８９， “存在一

般讲来， 是没有经过反思的直接性” ［１］２９５。 什么

都没有规定， 就等于无， 但至少有一个单纯的

“无”。 存在只是一个空洞的决心， 没有实体性

内容。 “现实” 范畴是黑格尔在本质论篇中探讨

的， 本质论篇中的范畴都是反思性范畴， 因为本

质不是直接呈现的， 它是内在于存在里面， 需要

通过反思才能得到， 所以现实范畴也从属于反思

性范畴。 黑格尔的 “现实” 概念概述来说有二

层涵义： （１） 现实是一种必然性或是一种实体

性的存在。 现实性、 可能性与必然性， 这是一组

配对的概念。 本质作为单纯的没有表现在现象

中， 只是一种可能性。 单纯的可能性能不能实现

出来取决于各种条件。 单纯的可能性依赖于外物

的条件， 实现出来只是偶然的东西， 偶然的东西

没有什么价值， 是可有可无的， 因而不配享有

“现实” 的美名。 真正的可能性是必然， 必然性

表现于外， 就是现实性。 简单来说， 现实就是合

乎理性、 本质性的， 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 黑

格尔说：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

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２］１１这里的现实

就是合乎理性， 合乎必然性。 （２） 现实是本质

与现象达成统一。 按照黑格尔辩证法的三个环节

即 “正、 反、 合” 来说， 本质 （正） 是没有表

现现象的纯本质， 现象 （反） 是脱离本质的纯

现象， 现实 （合） 是本质的反映， 是本质与现象

的统一。 现实是 “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

形成的统一” ［１］２９５。 总之， 在黑格尔那里， 现存

的东西不具有现实性， 现实 （现实性） 不是现

存的东西， 也不是事实， 而是必然性、 合理性的

事物， 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 是生成的事物。
费尔巴哈用感性的现实代替了黑格尔理性的

现实。 他认为现实是感性的对象、 感性的事物和

感性的实体。 “具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 或作为

现实的东西的现实事物， 乃是作为感性对象的现

实事物， 乃是感性事物……只有一个感性的实

体， 才是一个真正的， 现实的实体” ［３］１６６。 他在

此基础之上还提到存在就是现实或者说本质， 借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就是 “费尔巴哈在那里阐

述道： 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

的本质； 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 生

活方式或活动， 这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

‘本质’ 感到满意的东西” ［４］５４８。

　 　 二、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现实观
的变革与批判

　 　 西方传统哲学大多都在寻找事物现象背后的

本质， 以理解真正现实的真谛。 在马克思看来，
西方传统哲学对现实概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 也存有一定的问题。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实阐述的方法，

即不满足于现存的层面去理解现实， 而是深入到

现存的背后去探讨社会的本质。 黑格尔哲学虽然

藏着革命的锋芒， 但总体上仍然是保守的。 他从

概念出发， 用观念去解释观念， 整个社会历史现

实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成了绝对精神或观念的自我

演绎。 也就是说， 在黑格尔那里， 社会现实问题

变成了一个思辨哲学问题。 黑格尔对现存的批判

只是思想、 理论的批判，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

“非 批 判 的 实 证 主 义 和 非 批 判 的 唯 心 主

义” ［４］２０３ － ２０４。 费尔巴哈认为现实就是感性直观，
并且认为现存就是本质， 但他没有理解直观的对

象也是实践的产物， 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

“感性活动”， 而且他也不希望改变现存的事物。
综合对比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哲学家， 特别是

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相比较， 大致可以从四个方

面来阐述马克思在 “现实” 概念方面所发动的

哲学革命。
１． 现实的主体和依据。 在黑格尔那里， 现

实的主体是精神、 理念， 理念是现实的依据。 在

费尔巴哈那里， 现实的主体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人。 在马克思那里， 现实的主体不是抽象、 与人

无关的 “物”， 而是从事感性活动的具体的人或

者说是生活在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中的现实的、 有

生命的个人。 现实的主体所从事的具体活动也是

现实的、 具体的或者说历史的、 实践的。 现实的

依据对于马克思来说是革命的实践活动，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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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直观和观念的抽象演绎。 具体来说， 马克思

所谈的现实不是非历史的事物， 不是停留在资本

主义社会的事实层面上， 而是指出了资本主义社

会具有历史性， 以及这个社会中孕育着无产阶级

革命的主体现实。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和国民

经济学们并没有从历史性这一度中去把握和诠释

资本主义社会， 换言之， 没有论证资本主义社会

的前提和生成过程， 因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同

时由于异化劳动、 物化泛滥等现实日益阻碍、 遮

蔽了人们， 特别是不利于无产阶级对现实的把握

与理解。 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商品拜物教、 货

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渗透。 因而， 马克思指

出不要停留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和既定的事实层面

上， 而要在革命的实践运动过程中去把握和理解

资本主义社会， 并依据特定、 具体的历史条件，
组织发动革命， 借此改变资本主义社会。

２． 评判现实的动力。 在黑格尔那里， “恶”
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绝对理念是现实发展的根本

动力。 在费尔巴哈那里， 现实是由爱来化解矛盾

冲突的。 对马克思来说， 现实是矛盾的变革， 是

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

社会基本矛盾而推动的。
３． 对待现实的态度。 黑格尔哲学中虽然含

有辩证法的革命气息， 但总体上仍然是用观念去

解释世界， 满足纯粹的思辨， 没有深入思辨的地

基即社会生活中去考察。 费尔巴哈对待现实并不

理解， 认为存在就是本质。 “某物或某人的存在

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 一个动物或一个

人的一定生存条件、 生活方式和活动， 就是使这

个动物或这个人的 ‘本质’ 感到满意的东西。
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

件， 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 ［４］５４９。 因而对于费

尔巴哈来说， 现存是不能改变的。 马克思则深入

社会内部， 运用历史辨证法， 寻求对现实有原则

高度的理解和实现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对实践

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

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

事物” ［４］５２７。 要不断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

产， 消灭资本主义异化的现存状态， 让资本为人

本身服务， 最终使得现存状态趋向共产主义现

实。 “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 有思想上的共产

主义就完全够了。 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 则

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４］２３１ － ２３２。 具体来

说， 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存在的层面，
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既有现实性的一面， 也有非现

实性的一面。
４． 把握现实的方法。 对于黑格尔来说， 把

握现实需要通过现存分析本质， 需要运用普遍 －
特殊的辩证方法， 然而黑格尔囿于哲学体系的需

要， 满足于概念的自我演绎。 而马克思立足于具

体的、 历史的现实，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分析

社会问题。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 意味着马克思

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不

用玫瑰色描绘， 而是尽可能客观分析， 以此抓住

事物的根本， 透视社会。 马克思按照资本主义社

会的本来面貌说明问题， 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核心逻辑———资本逻辑， 借此分析资本的生产、
流通和分配。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不同于黑

格尔的精神辩证法， 马克思立足于英国经济发

达、 法国政治发达、 德国政治经济一度落后这一

社会现实， 运用普遍 －特殊的方法把握与诠释社

会， 认为从各个具体、 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抽象出

普遍共性的东西固然重要， 但抓住特殊、 具体的

本质才能更加理解社会现实。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

背景下， 马克思发现了孕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

到剥削的无产阶级这个主体现实———无产阶级代

表着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事实的可能性， 这个

阶级是 “现存” 转向 “现实” 的推动者， 是终

结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体。
马克思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传统， 批判了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点，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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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

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因此， 结果竟是这

样， 和唯物主义相反， 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

发展了， 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因为唯心主义当

然是不知道现实的、 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４］４９９。
在这里， 马克思既批判了唯物主义， 也批判了唯

心主义， 认为它们不论从客体方面还是从主体方

面去理解， 都不能正确地把握和诠释现实， 或者

说不能把握马克思所说的感性 （活动）、 对象。
因为这里的现实、 感性和对象， 其意思大致相

同。 总之， 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 （现实性）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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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直接呈现或给予的事实， 而是马克思运用社

会历史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剖析并促使无

产阶级革命意识萌发， 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借此

改变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事实的一个动态概念。

　 　 三、 马克思对传统现实观变革的
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传统西方现实观的变革在今天仍有

巨大的影响力。 按照马克思的现实观， 评判社会

历史就是把普遍与特殊的思维相结合起来， 重视

社会的实体性内容， 从特殊性分析其本质， 立足

于实践改变社会。 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 就要立

足于中国的实际状况， 理解与把握社会的实体性

内容， 从而不断超越 “现存” 社会， 通达 “美
好社会”。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 或者说走什么样

的道路， 不是按照抽象、 普遍的公式来设定， 而

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

合的原则来指导。 如果说马克思当初主要是根据

英、 法、 德等西欧国家的社会现实， 借此分析资

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逻辑———资本逻辑， 那么今天

中国的现实显然与之不同。 中国的社会现实， 不

能从外部输入公式， 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 而是

深入思考中国的社会现实究竟是什么， 又该如何

区别和分析今天的社会现实。 前文已经论述马克

思对传统现实观的变革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故而

我们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对此略作分析。
１． 就现实的主体和依据来说， 我们不存在

西方社会的 “原子个人”， 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

和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 我们深受血缘关系、 儒

家文化等影响， 不存在所谓的 “原子个人”。 现

实的依据， 如我国的改革， 不论是安徽凤阳的农

村改革， 还是现在的市场机制改革， 都不是依靠

主观上的逻辑推演、 自我想象， 而是由现实生活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动的。
２． 就现实的动力来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但对这一原理不能

做机械地理解。 生产力并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

系， 生产力改变， 生产关系也不是直接、 立马会

变化。 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就

会把生产关系置于次要的地位。 对此， 我们对照

一下中国的社会现实，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取得

了辉煌的成绩， 一个很大的因素就在于人们的艰

苦奋斗。 人们的奋斗是以一定的关系为前提而从

事生产的， 生产关系的改变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

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当下提倡的社会治理和

国际治理， 亦如此。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经济发展问题，
从生产关系中把握社会实存的本质， 明确中国社

会实存的本质性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５］。
３． 就对待现实的态度来说， 根据马克思对

现实本身的定义来说， 现实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多

重特征。 现实虽然以现存为基础， 但不等同于现

存， 是现存不断地转化、 提升为现实， 因而具有

超越性的特征。 “凡是现存的都是要灭亡的”
（恩格斯语）， 说明现实是把事物置于 “现实—
历史” 中去理解和把握， 因而具有历史性的特

征。 现实不是直接给予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

实， 不是静态意义的直接现实， 而是本质现实或

动态现实， 因而现实具有过程性特征。 由是观

之， 在理解我们现在的社会， 尤其是新时代， 需

要在动态过程的层面上去把握和诠释。 对于中国

来说， 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
而是不断自我革命的社会， 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社会来说， 自我革命这一判断意味着

“现实” 层面上的超越性， 即通过不断的自我革

命， 不断超越现存的社会， 不断完善、 改造社

会， 不断从现存转向新的现实。
４． 就把握现实的方法来说， “学界经常把

马克思立足于西欧社会而撰写的 《资本论》 照

搬照抄到今天中国社会， 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的相关论述阐发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 这样会导

致既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 也不利

于指导和解决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 ［６］。 显

然如果仍然套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逻辑， 是不得

要领的。 如果说西方是资本逻辑占据主导、 权力

逻辑居于次要地位的社会， 那么中国则是权力逻

辑占据主导、 资本逻辑居于次要地位的社会， 所

以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经常强调反腐的重要

性。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 或者说如何区别

不同的社会或时代， 既要看到它们的共同点， 更

重要的是看到特殊性。 中国现在的时代跟以前既

有共同性， 即现在仍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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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这一根本性质没有改变， 但区别在于现在是

新时代， 是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

代， 这样的新时代， 之所以新， 就在于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结构和人们的需求

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 所以， 在分析社会现实

时， 我们不是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或时代， 而是

要从特殊性方面指出这样的社会或时代有何特

点。 所以， 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说， 普遍、 抽

象的社会主义这一概括并没有揭示其本质， 特

殊、 具体的新时代这一总结倒是道出了社会的实

体性内容。 如大多数民众温饱问题已经得到了基

本解决， 但阶层流动、 环境、 教育、 医疗、 住

房、 养老、 城乡分化等诸多新的现实问题困扰了

我们， 需要我们立足当下， 着力解决。
综上所述， 马克思的现实观与西方传统哲学

的现实观有一定的 “肯定—继承” 关系， 但更

多地在于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现实概念的变

革， 这一变革意味着对现实的理解， 需要把它置

于历史性之中， 而不是停留在现存的社会中。 因

而马克思能够把握与诠释资本主义社会， 并发现

无产阶级这个现实主体。 马克思运用历史辩证

法， 深入社会实体性内容之中， 给我们把握与诠

释新时代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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