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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致卢格书信研究其早期思想的转变与发展

齐润爽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600

摘要：本文深入剖析马克思 1842 年至 1843 年致卢格的三封书信，探讨其思想轨迹变化与时代背景的关联，揭示

从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以及“从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

的思想主张和与卢格的思想分歧，凸显这一时期对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本文研究有助于明晰其思想转变过

程，以及与时代背景的联系，值得深入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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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842 年至 1843 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转折

期，他从哲学批判转向现实物质问题研究，形成自己

的理论。其与卢格的书信往来是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

文献，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及与卢格的思

想交流，有助于明晰其思想转变过程，以及与时代背

景的联系，值得深入研读。

1 马克思与卢格的关系与书信的社会历史背

景

1.1 马克思与卢格的相识与共同合作

1.1.1 马克思与卢格的相识背景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接触青年黑格尔派，参加“博

士俱乐部”活动。卢格是青年黑格尔派代表，其主编

的《哈雷年鉴》对马克思影响深远。1841 年马克思博

士毕业后投身现实批判，以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为对

象，1842 年 1 月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寄

给卢格，获高度评价。同年 10 月马克思任《莱茵报》

主编，期间与卢格保持书信往来，卢格钦佩其思想，

希望合作推动社会变革
[1]。

1.1.2 两人的共同合作——《德法年鉴》的创办

19 世纪 40 年代普鲁士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

1843 年 3 月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因批判专制制度

被查封，卢格的《德意志年鉴》也被迫停刊。两人决

定合作创办《德法年鉴》，马克思移居巴黎筹备，该

杂志为马克思思想转变提供新平台，奠定了马克思主

义形成的基础
[2]。

1.2 书信的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致卢格的三封书信是在德国政治专制、经

济变革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在那

个政治动荡、思想活跃的时代，也为马克思想的转变

发展提供了时代契机
[3]。

1.2.1 政治层面：普鲁士专制统治的压迫与社会矛盾

不断激化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处于德意志联邦时期，普鲁

士政府作为最大的邦国之一，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普

鲁士政府的政治体制只维护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

益，普通民众没有政治权力和利益保护，最终导致社

会矛盾不断激化。随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不断加

剧，德国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革命一触即发。

1.2.2 经济层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面

临困境

1842 年-1843 年，德国的经济发生深刻变化。随

着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化进程加快，工厂和企业不

断涌现，铁路建设蓬勃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迅速发

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注入动力。随着工业

化的推进，工人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他们的生

活环境却极其艰苦，工人阶级长期受到封建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双重压榨，面临着工资低、工时长以及恶劣

的工作环境等问题，导致工人阶级苦不堪言，造成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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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差距加大，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工人阶级渴望变革，

但却面临巨大的困境
[4]。

1.2.3 思想文化层面：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发展，思想

文化十分活跃

19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青年黑格尔派在

德国思想界活跃起来。青年黑格尔派继承黑格尔哲学

思想，主张以自我意识为武器，勇敢地批判宗教，宣

扬信仰自由，并且强调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批判，但

更多只是理论批判，停留在学术思想层面。当时，青

年马克思也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另外，法国大

革命的思想影响在德国逐步展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让众多作家、哲学家、艺术家

引起共鸣，纷纷开始创作，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提供

了思想启发与理论灵感
[5-7]。

2 1842 年-1843 年马克思致卢格三封书信的

内容梳理研究

2.1 1842 年 11 月 30 日的书信

马克思在实践中意识到，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

才能发挥真正的力量。这封书信不仅是马克思对青年

黑格尔派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

2.1.1 对“自由人”的批判：马克思对于只是空谈理

论而脱离现实的哲学家进行批判

马克思在这封书信批判了柏林“自由人”小组的

成员，这些“自由人”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一部分。

他们热衷于空洞的理论批判和脱离现实的极端批判。

马克思在书信中提出了他们作品的不足之处，马克思

认为这些作品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有随

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没有结合社会实际情况来进

行，只是浅显地进行表面地学术理论批判，不是“从

自由的即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2]P2

针对“自由人”的情况，马克思在书信中对他们提出

了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

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

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认为对社会

的批判要结合社会现实，要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而不是随意地发表一些空洞的理想主义的言论者。马

克思提出的这一要求体现了马克思开始关注实际，不

再局限于对理论的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

的批判表明马克思开始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逐步发

展自己的理论思想。

2.1.2 强调关注社会具体现实问题：马克思对社会现

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马克思在书信中指出，这些文章是“在偶然写写

的评剧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信条，即新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2]P2 可见，马克思批判这些文章写的太过潦草，只是

在文章里胡乱地加入上一些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东西，

缺乏实际意义。并且，马克思在书信中要求他们“要

真讨论共产主义，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切

实地加以讨论。”当时的马克思强调关注社会现实进

行批判，而不是盲目自信地批判，认为批判要结合社

会具体实际，以实践为基础，而不是只停留在理论层

面，空洞地谈论。

2.1.3 强调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思想转化发展，要

求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批判

在书信的最后部分，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对理论的

批判大多以宗教作为出发点的情况，马克思也有所强

调“要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进行批判宗教，而

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马克思认为对宗

教的批判只是浮于表面的，要想进行深层次透彻地批

判就要认清政治状况，在当前的政治状况中去批判宗

教，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对此，他解释道：“宗教

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

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

教也将自行消亡。”并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的导言中，马克思也论证了宗教。他指出，“宗教，

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

以，对宗教的批判只强调宗教本身，把产生宗教的现

实世界与宗教向剥离，这样的批判是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人的现实苦难，要在“批判政治状况中进行对宗教

批判”。这种思想主张体现了马克思逐渐认识到理论

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要求对社会现实进行更深入的

分析和批判，这种思想转变为马克思后来的唯物主义

和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1842 年 11 月 30 日马克思致卢格的书信，不仅对

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在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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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表达了对空洞理论的不满，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必要性，这一思想为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产生深

远影响。

2.2 1843 年 3 月的书信

马克思写这封书信时正在去荷兰旅行的船上，马

克思根据当时荷兰和法国的报纸，来推断出德国已经

深陷泥潭。马克思在信中具体分析了德国现实情况，

并探索改变现存状况的途径。

2.2.1 对德国专制制度的批判：马克思对德国现存制

度的深刻剖析

荷兰的发展让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德国的黑暗困境，

他称德国社会状况为“民族羞耻”。德国是半封建国

家，“自由民主”虚假，书报检查制度限制言论。青

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未触及根本，马克思意识到政治解

放不是最终目的，人的解放才是关键。

2.2.2. 马克思思想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对社会变革的

分析与探索

马克思认为德国社会困境是“空洞的爱国主义和

国家制度的畸形”，羞耻能引发民族觉醒，但德国爱

国者未觉醒。他意识到要消除旧制度、解放思想才能

推动社会变革，而人的解放需从社会生活入手，回归

现实。

1843 年 3 月马克思致卢格的书信，不仅是马克思

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也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变革的

探索以及对革命实践的初步思考，为马克思主义的形

成奠定基础。

2.3 1843 年 9 月的书信

1843 年 5 月，马克思来到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城，

直到 10 月才奔赴巴黎。在这期间，马克思从社会退回

书房，深入研究历史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思想

取得巨大进步。

2.3.1 明确《德法年鉴》的任务：马克思对在批判旧

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认识

马克思赞成创办《德法年鉴》，认为它为“真正

思维着的独立的人”提供新集结点。他明确提出其任

务是批判旧世界、探索新世界，要从现实生活出发，

解决“旧世界”矛盾，建立“新世界”。

2.3.2 强调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马克思对革

命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分析了内部困难和外部障碍，提出要对现

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这种批判要触及政治和宗教领

域，不怕结论和冲突。他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与卢

格认为德国只能进行理论批判的观点不同，推动了自

身革命理论的发展。

2.3.3 完成思想转变：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

义，并初步构想共产主义

马克思提出《德法年鉴》的任务，表明其共产主

义思想倾向，推动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

他批判空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主张关注人的

本质现实性，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他认为要从社

会冲突出发，结合实际利益和矛盾进行批判，提出意

识革命概念，总结办刊倾向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

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1843 年 9 月马克思写给卢格

的书信是马克思完成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这封书信

不仅明确了《德法年鉴》的任务，也在结尾部分交代

了办刊倾向。并且，强调了对社会现存一切的无情批

判，体现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

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提供了

理论指导。

总结

这一时期马克思经历思想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

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1842 年 11

月 30 日书信批判“自由人”，主张理论与实践结合，

体现从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1843

年 9 月书信提出对现存一切无情批判，从批判旧世界

中建立新世界，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

书信呈现马克思政治立场变化。早期受青年黑格

尔派影响，思想局限于黑格尔体系，与该派有分歧。

随着对社会现实认识加深，他逐渐否定德国专制制度，

主张社会变革，从哲学家向革命家转变，形成唯物主

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立场，为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奠定

基础。

马克思反对空谈，强调实践的主张对当今社会发

展意义重大。在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社会改革中，

应深入社会现实，关注矛盾和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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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如中国脱贫攻坚战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

范，未来社会发展仍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德国专制统治等，主

张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在当今时代，面对新事

物要以批判态度看待，批判不是单纯否定，而是要在

否定中获得经验，“扬弃”旧事物，推动社会发展需

坚持批判精神，锻炼辩证思维。

总之，这三封书信是研究马克思思想的重要遗产，

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启发和理论指导，我们应重

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文集研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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